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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 2025 年兵团重大及重点项目建
议指南参考模版 

 

目 录 

一、重大项目 

1. 珍稀濒危野生药材天山雪莲替代品及其治疗类风湿 

关节炎（RA）药效物质和新靶标创新药物研究，建议单位：

石河子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

京医院），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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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项目 

1. 兵团妇幼人群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和早产发病风险预

警及防控示范应用，建议单位：石河子大学，北京大学医学

部，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 奇数链脂肪酸促进哈萨克族食管癌发生的作用机制

及药物筛选研究，建议单位：石河子大学，第四师总医院，

北京化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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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项目建议指南： 

项目 1：珍稀濒危野生药材天山雪莲替代品及其治疗类

风湿关节炎（RA）药效物质和新靶标创新药物研究 

建议单位：石河子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空军军医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项目背景：天山雪莲是我国西部（新疆）高山地区特有

的珍稀濒危中药材，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国家三级濒

危物种。天山雪莲具有活血通经、散寒除湿、抗炎镇痛、延

寿抗衰（尤其值得研究）等药用价值。2024 年开始，国家指

定的天山雪莲相关药品生产企业被停止颁发采挖证，受制于

天山雪莲尚未规模化种植，已经导致临床疗效明确的天山雪

莲相关药品生产停滞，野生天山雪莲药材替代品亟需攻关。

因天山雪莲药材合法和足量来源受限，天山雪莲药效物质和

靶标研究面临困难，治疗 RA 的天山雪莲来源 1 类创新中药

和化药研发暂未开展。 

研究内容： 

1. 采用自然选择、组织培养、人工选育结合前沿生物技

术，培育出适合规模化人工种植的天山雪莲品种（替代品 1）；

2. 通过天然药物化学、中药学、药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多学

科交叉，发现天山雪莲靶向衰老治疗 RA（具有抗衰获益）的

药效物质，确证共同作用靶标，阐明共性机制；3. 运用全基

因组测序技术，挖掘天山雪莲靶向衰老治疗 RA 药效物质的

关键合成基因簇，解析其分子机制，通过合成生物策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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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效物质的人工生物再造（替代品 2）；4. 通过 RA 患者和

健康人体关节组织样本的单细胞测序和多组学分析，发掘

RA 患者的致病因子和衰老标志物，确证衰老和 RA 的共同

药物靶标和共性调控机制；5. 以天山雪莲替代品为药材来源，

基于原创新靶标，独辟蹊径地研发治疗老年器官疾病 RA 新

药的同时，曲线开发延寿抗衰药物。  

关键指标： 

1. 针对天山雪莲规模化人工种植受阻的问题，获得适宜

规模化人工种植的天山雪莲品种 2-3 个，育苗日光温室 3 个

（3 亩），种植面积示范基地达到 500 亩；2. 针对天山雪莲

合成生物路径不通的问题，建成 2-3 种天山雪莲药效物质的

合成生物生产装置，规模达到 500 L，年生产量达到 1000 克

以上；3. 针对天山雪莲治疗 RA 药效物质不明的问题，通过

多水平体内外药效实验，发现天山雪莲靶向衰老治疗 RA 的

药效物质 3-5 个；4. 针对天山雪莲治疗 RA 靶标未知的问题，

确证天山雪莲及其药效物质治疗 RA 和延寿抗衰的共同靶标

1-2 个，阐明共性作用机制；5. 针对天山雪莲治疗 RA 真实

世界证据不足的问题，收集 RA 患者和健康人体单细胞测序

和多组学分析血液和关节滑膜组织样本>20 例，绘制 RA 患

者的衰老细胞图谱，发现 RA 患者的致病因子和衰老标志物

各 2-3 种；6. 针对天山雪莲来源 1 类创新药物暂无的问题，

拟获得靶向衰老治疗 RA 的原创靶标 1 类候选中药新药或化

学新药 1 个，力争获批临床批件。 

预期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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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和三级濒危物种，野生天山雪

莲替代品的研发、药效物质阐明和药效靶标确证，将对其全

产业链综合开发和资源保护起到科技支撑，有望成为新疆标

志性新药品牌和科创名片； 

2. 全世界约有 1800 万 RA 患者，我国约有 500 万，新

疆约有 10 万。RA 缺乏治愈药物，随着老龄化加剧，日益严

重威胁人类健康，天山雪莲来源的靶向衰老治疗 RA 中药新

药或化学新药一旦上市，将解决 RA 临床未满足需求，实现

延寿抗衰药颠覆性突破，预计上市 5 年内将取得数亿元以上

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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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项目建议指南： 

项目 1：兵团妇幼人群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及早产发病风

险预警和防控示范应用 

建议单位：石河子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兵团疾控中

心 

项目背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和早产是导致兵团孕产妇

和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除遗传因素外，兵团妇幼人群健

康还受自然环境、行为方式、膳食模式等因素影响，但兵团

目前尚无针对上述风险因素的综合防控技术。基于妇幼人群

队列，精准识别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和早产的健康风险相关因

素，开发早期预警与防控技术，有助于在不同妊娠时期识别

高危孕妇群体，对于指导孕期保健的管理决策、减少孕产妇

及其子代不良结局发生、保障兵团人口数量与质量具有重要

公共卫生意义。 

研究内容：明确自然环境、行为方式、膳食模式等因素

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和早产的影响；构建风险评估体系，研

发“环境-行为-膳食”早期智能预警平台；形成兵团妇幼人群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和早产综合防控适宜技术方案与标准，在

兵团范围内推广应用。 

关键指标： 

1. 建立“环境-行为-膳食”早期智能预警平台 1 个，妇幼

健康风险评估示范区 1 个； 

2. 建立兵团妇幼人群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和早产综合防

控适宜技术方案与标准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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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有效降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和早产发病风险及医疗成本，减轻由综合风险因素导致的母

婴健康负担，具有良好的成本效益比，为兵团人口可持续发

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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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奇数链脂肪酸促进哈萨克族食管癌发生的作用

机制及药物筛选 

建议单位：石河子大学，第四师总医院，北京化工大学 

项目背景：哈萨克族食管癌的平均发病率约为 68.58/10

万，局部地区发病率甚至高达 155.9/10 万，远高于全国的平

均水平 14.95/10 万。哈萨克族血浆奇数链脂肪酸含量显著高

于其它民族，而奇数链脂肪酸可显著促进食管癌细胞恶性表

型。哈萨克族食管癌高发是否与其体内较高水平的奇数链脂

肪酸含量有关、具体的机制是什么、是否可作为潜在的药物

作用靶点。上述问题的解决将为食管癌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

的可行性方案。 

研究内容：明确血清奇数链脂肪酸含量与哈萨克族食管

癌发生发展的关系；探究奇数链脂肪酸是否通过激活 GPR40

信号途径，促进哈萨克族食管癌的发生；筛选针对奇数链脂

肪酸促癌通路的有效治疗药物，并建立纳米药物递送体系。 

关键指标： 

1. 以血清奇数链脂肪酸、GPR40 信号途径关键分子为标

志物，开发食管癌早筛检测试剂盒 1 个。 

2. 以血清奇数链脂肪酸、GPR40 信号途径关键分子为作

用靶标，筛选出针对食管癌的有效治疗药物，并建立纳米递

送方案，申请发明专利 2-3 项。 

预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为食管癌的预防、早诊和治

疗提供新的可行性方案，大幅降低医疗和社会成本的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