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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安徽省转化医学研究院科研基金
2023年度项目指南及其系列项目申报的通

知

各转化医学研究团队、各有关学院、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转化医学研究和发展，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应

用成果转化，结合省转化医学研究院本年度预算等实际情况，依

据安徽医科大学“关于印发《安徽省转化医学研究院建设方案

（试行）》等四项制度的通知”（校办字〔2020〕45号文件）--

安徽省转化医学研究院科研基金实施办法（试行），现发布安徽

省转化医学研究院科研基金（以下简称转化基金）2023年度重点



项目指南及其系列项目申报。

特此通知。

                             安徽省转化医学研究院

                                 2023年10月26日

一、省转化医学研究院科研基金2023年度项目指南

　　（一）指南目标范围

　　指南围绕临床问题和需求，开展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多学

科交叉研究，开展新技术、新方法、新诊疗手段、生物医学装备

新材料研发等临床应用研究，开展创新药物临床试验和评价，临

床病例资源收集与共享，生物医学大数据开发与使用，人工智能

与医学大数据分析等内容。

　　（二）指南核心重点

　　 指南以国家和我省卫生健康发展需求为出发点，紧密围绕临

床重大疾病、关键性技术、卡脖子技术等迫切需要科研攻关解决

的问题，特别是需要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协同攻关，能进一步促

进多学科融合发展，推动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转化基金鼓励整合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学、生命科学、生物

医学工程、生物信息技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多学科研究资

源和力量，以临床问题及需求为导向，以重大疾病和区域高发、

多发疾病及新发急性传染病监测预警及干预策略等为研究重点。



（三）2023年度重点资助研究方向

转化基金设立“转化应用研究、应用推广研究、研究工具和

技术开发”三个研究类别。“转化应用研究”和“研究工具和技

术开发”两个研究类别设重点项目和培育项目，分类申报；“应

用推广研究”类项目采取后补助方式，对研究周期结束通过结题

考核与市场评估，具有一定应用或推广前景的项目给予一定补助

经费不高于培育项目。

根据转化基金项目2023年总体布局， 本年度转化基金重点项

目采用一定范围内的倾向性申报，即在主要面向省转化医学研究

院现有转化医学研究团队（校科字〔2020〕7号文件），平衡兼顾

部分相关学院、直属附院其它研究团队或研究者征集的申报指南

建议中、经专家评审遴选出的重点领域方向上进行引导性申报；

2023年度转化基金培育项目继续采用转化医学科研人员符合申报

条件者自由性申报，其转化医学研究选题不限定于本指南所规定

之重点领域和研究方向。

1.重点项目

2023年度重点项目类别面向以下19个转化医学研究领域或方

向进行申报。分别是：

（1）植入前胚胎发育障碍不孕患者病因及治疗方案的实验室

与临床转化研发



主要研究内容：人着床前胚胎发育异常是不孕症及辅助生殖

反复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表观遗传重编程尤其是DNA羟甲

基化与着床前胚胎的发育密切相关，具体机制亟待明确。通过研

究DNA羟甲基化在人配子发生与植入前早期胚胎发育中的作用及机

制，弥补国内外此方面研究的空白，有望发现植入前配子、胚胎

发育异常新的致病机制，为植入前胚胎发育障碍的不孕症患者提

供新的病因解释和临床治疗方案。研究方向：本研究拟利用高精

度单细胞多组学测序分析技术系统性探索人类配子发生及植入前

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基因表达调控网络和DNA羟甲基化表观遗传

变化规律，探索人早期胚胎表观信息的空间时序性，解析相关基

因在早期胚胎发育的表观调控机制，并进行治疗新方案的临床转

化研发。研究目标：揭示人类配子发生及植入前早期胚胎发育过

程中DNA羟甲基化相关基因表达调控网络从而绘制人类配子与植入

前胚胎DNA羟甲基化表观遗传图谱；为植入前胚胎发育障碍的不孕

症患者发现新的病因解释和研发新的临床治疗方案。

（2）诊疗一体化影像医学关键技术创新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糖尿病是危害中国公众健康的重要疾病。无

创影像检查用于糖尿病并发症的诊疗过程，可做出疾病诊断，提

供治疗建议，进行风险分层。本研究采用多模态影像新技术，设

计高水平影像-临床研究，为糖尿病的诊疗策略制定提供更多高质



量、可视化的证据。研究方向：糖尿病并发症的早期多模态影像

无创识别、临床干预的疗效评价及机制研究。研究目标：采用多

模态MRI脑成像技术，整合糖尿病临床-脑影像-神经认知研究，探

索糖尿病认知功能损害的神经机制，识别诊治靶点，评估临床干

预疗效，以期延缓病情，改善预后。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模态

磁共振新技术联合基于深度学习能量CT低剂量灌注及下肢血管成

像技术，早期检测糖尿病患者足部微循环障碍，评估组织愈合潜

力，促进糖尿病足防控。利用心脏磁共振多模态成像技术早期识

别糖尿病亚临床心脏受累，联合基于深度学习能量CT低剂量冠状

动脉成像，降低糖尿病患者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风险。

（3）泌尿男生殖系统疾病新技术疗效影响因素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本项目旨在对前列腺癌多组学分子特征进行

深入研究与工具开发。通过多中心的合作，深入刻画前列腺癌的

分子特征及其机制。提出针对前列腺癌患者的精准治疗方案，通

过前瞻队列验证，最终指导临床治疗。研究方向：前列腺癌，多

组学分子特征，临床转化。研究目标：肿瘤的精准治疗是当前肿

瘤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可以为患者制定出个性化、精准、

高效的治疗策略。本项目将关注前列腺癌分子分型及其工具的开

发，构建前列腺癌多中心临床队列，并应用于前列腺癌分型、进

展机制及临床精准治疗，并进行临床转化：综合分析全球现有的



前列腺癌分子特征，开展多中心、大样本量前列腺癌患者队列研

究，刻画基于多组学的分子特征指标。开发在线网站，纳入代谢

组学、微生物组学、影像组学等多组学数据，识别前列腺癌患者

分子亚型，指导临床治疗。开展前瞻性的队列研究，验证分子特

征对临床精准治疗的指导性，总结治疗方案，全国性推广。

（4）神经精神疾病脑科学转化医学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脑血管病致残率、死亡率高，临床上大约

20%的患者开始症状较轻，在进行规范的药物治疗过程中症状继续

加重，最后出现严重瘫痪甚至危及生命。这部分患者该如何治疗

是临床中急需解决的难题，加重后及时进行血管内治疗是否有效

安全尚缺乏相关证据。本研究针对大动脉闭塞性脑梗死短期加重

患者，在加重后及时行抢救性血管内治疗，并与单纯药物治疗对

比，开展多中心临床对照研究。研究方向： 探索经临床与影像学

筛选的急性前循环大动脉闭塞性轻型脑卒中患者，加重后24小时

内进行抢救性血管内治疗联合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目标：寻找进展性脑梗死患者最佳的临床治疗方案；为抢救性血

管内治疗在进展性脑梗死中的临床应用提供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

据。

（5）炎症免疫性皮肤病转化医学创新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基因组、蛋白组及代谢组等组学研究，



发现/鉴定大疱性类天疱疮易感基因/位点或通路及关键分子，并

通过分子、细胞或动物模型等实验探寻相应分子/通路在神经系统

损害发生中的关键作用，并予以转化。研究方向：大疱性类天疱

疮合并神经系统损害发病机理研究。研究目标：发现/鉴定大疱性

类天疱疮易感基因/位点，大疱性类天疱疮疾病发生发展通路及关

键分子。构建汉族人群大疱性类天疱疮及合并神经系统损害病例

与对照的组学数据库。发现大疱性类天疱疮及合并神经系统损害

的关键分子标志物，为临床应用提供指导。

（6）基于研究型病房建设的药物临床试验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是一种基于核俘获

和裂变反应的靶向放疗手段。当前临床应用的BNCT药物均存在应

用范围窄、靶向性不足、肿瘤内富集时间短等缺点，亟需新型硼

递送剂改善创新药物临床使用中的瓶颈问题。本领域资助课题重

点研究以新技术手段如新型硼递送剂等开展肿瘤靶向传递系统

（DDS）创新药物的开发、临床评价及临床转化等相关研究。研究

方向：硼化拉帕替尼作为靶向HER2新型硼递送剂在BNCT临床前研

究中的有效性验证。新型靶向传递系统（DDS）创新药物临床评价

技术的建立及临床转化研究。

（7）炎症免疫性疾病药物转化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钾离子通道介导巨噬细胞免疫代谢调节在酒



精性脂肪肝中的转化研究。构建钾离子通道肝脏条件性敲除小鼠

以多组学为基础，研究差异代谢物其下游靶蛋白及其功能，探讨

钾离子通道通过调节代谢微环境变化从而调控巨噬细胞免疫功能

的机制。以差异代谢物和调控下游靶蛋白为对象，开展靶向小分

子化合物的设计开发。研究方向：钾离子通道敲除小鼠对酒精性

脂肪肝的影响研究；敲除钾离子通道对减轻酒精性脂肪肝小鼠的

多组学研究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多组学靶点的小分子化合物

的设计开发。

（8）肝脏肿瘤诊断试剂的开发应用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肝脏原发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对治疗方法的

选择和预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肝脏原发恶性肿瘤新功能

靶标的结构特点或功能区域，研发灵敏的、特异的酶活性检测方

法。研究方向:肿瘤诊断技术应用。研究目标:开发1-2种蛋白酶学

检测方法。

（9）妇女儿童卫生健康转化医学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阐明近视风险行为聚集与多基因风险评分联

合眼生物学参数对近视发生发展的预警、预测、预防作用，转化

为儿童近视预警和预测模型，开发系列近视防控适宜技术并转化

应用，为控制近视高发低龄化与重度化做出积极贡献。研究方向

鉴定我国儿童近视主要环境与遗传病因；构建我国儿童近视预警



和预测模型。开发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服务包。研

究目标：基于近视风险行为聚集与多基因风险评分联合眼生物学

参数构建我国儿童近视预测预警模型，开发系列近视防控适宜技

术并转化应用。

（10）骨关节炎软骨损伤KAT7靶点发现及新药创制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软骨损伤是骨关节炎（OA）病理过程的中心

环节。组蛋白乙酰化转移酶KAT7可促进软骨细胞衰老和软骨炎性

损伤。本研究拟阐明KAT7在OA大鼠关节软骨损伤中的病理作用，

及其促进软骨损伤的分子机制，并筛选KAT7新型抑制剂。研究方

向：抗炎免疫药理学、骨关节炎、新药创制。研究目标：建立软

骨细胞衰老模型，明确KAT7在软骨细胞衰老过程中的作用。建立

OA动物模型，明确KAT7在OA大鼠膝关节软骨中的表达变化以及靶

向KAT7的sgRNA的治疗作用。利用KAT7-cre小鼠模型和软骨细胞相

关模型，阐明KAT7通过启动子区H3K14ac调控p15INK4b表达的相关

分子机制。筛选针对KAT7靶点的候选化合物。

（11）生物医学材料研究与工程转化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结合3D打印技术开发多功能微针贴片，通过

结合临床药物，构建基于黄褐斑、痤疮、银屑病等皮肤病变，糖

尿病破溃伤口或浅表肿瘤治疗的多功能微针贴片。探究调节微针

贴片的结构和性能，研究其药物释放的动力学、微针材料组成和



疾病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实现药物在局部的控制释放和疾病的

动态调节，为临床的治疗提供重要的应用参考。研究方向：黄褐

斑、痤疮、银屑病等皮肤病变的治疗；糖尿病破溃伤口、调节血

糖的治疗；黑色素瘤的局部治疗。研究目标：研发3-5种多功能微

针贴片，用于各类皮肤病变、糖尿病破溃或黑色素瘤的治疗；申

请发明专利保护；结合3D打印技术实现多功能微针贴片的规模化

制备；阐述药物的释放动力学、以及与微针材料的关系，实现药

物的控制释放和疾病的动态调节；推进在医美领域的应用转化。

 （12）微生物药用资源转化开发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哺乳动物细胞重要磷脂酰肌醇信号分子PI4P

在RNA病毒复制和病毒感染所致炎性小体活化过程具有重要作用。

本项目拟构建宿主细胞涉及RNA病毒复制关键蛋白相互作用网络，

系统研究ACBD3-PI4KB-PI4P信号轴在RNA病毒复制和病毒感染所致

炎性小体活化的分子机制，并通过高通量筛选，发现1-2个以该信

号轴为靶标的小分子化合物，为防治RNA病毒感染提供新的靶点策

略。研究方向：1.研究ACBD3-PI4KB-PI4P信号轴调控RNA病毒复制

的分子机制；2.高通量筛选小分子化合物库，寻找有效抑制RNA病

毒复制的小分子化合物及其作用靶标。研究目标:

明晰宿主细胞中ACBD3-PI4KB-PI4P信号轴调控RNA病毒复制的分子

机制；发现1-2种可有效干预RNA病毒在宿主细胞内复制的小分子



化合物及其作用靶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与申请发明专利。

（13）心律失常手术全过程的数字化改造及人工智能分析系

统研发

主要研究内容：心律失常手术全过程的数字化改造及建立心

律失常手术中的人工智能分析系统。改造心内导引系统(针、鞘、

导丝)的物理特性，使之可以在三维电解剖标测系统中被标测和定

位，经相关软件数字化重建后实现三维系统下的可视与导航，从

而完成手术中所有介入器械的可视化，最终使心律失常手术全过

程的全三维化，结合超声技术后，最终实现不依赖传统X线技术的

绿色电生理手术。心律失常手术逻辑的核心在于心腔内电学特性

的分析，但在房颤等复杂心律失常手术中，心内电学基质不仅极

为庞大紊乱而且快速多变，即使经验丰富的医生也难以迅速判断

其触发和维持的机制，此时电脑技术的高速精密特性将具有明显

优势，如果建立能够实时分析细小高频而数量庞大电位的分析系

统，将有效提高房颤等复杂心律失常的分析能力和治疗水平，通

过深度学习和不断进化，最终实现心律失常手术全智能化治疗。

研究方向:心律失常手术数字化；心律失常手术智能化。研究目标

实现心律失常手术全程数字化可视化，建立实时分析心内电学特

性的人工智能系统，从而使房颤等复杂心律失常手术更加精准、

高效和绿色。



（14）腹膜透析相关腹膜炎常见致病菌的快速诊断转化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常见致病菌表面

的特异性靶标，制备并裁剪出具有高度亲和力和特异性的适配体

通过共价偶联制备磁适配体，通过磁适配体-菌多色荧光适配体夹

心法，实现准确、快速、便捷的多重致病菌检测。研究方向:腹膜

透析相关性腹膜炎常见致病菌的快速诊断。研究目标:开发出一款

随带随用、操作简单、一学即会的检测试剂盒，实现15分钟内快

速诊断，解决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致病菌诊断周期长、精准用

药难、费用高的一大难题，有效避免长期广谱抗生素的使用，减

少细菌耐药及难治性腹膜炎的发生，减轻患者疾病负担。

（15）关于嵌合体抗原受体T细胞耗竭的肿瘤免疫疗法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 :嵌合抗原受体T(CAR-T )细胞治疗是最具前景

的肿瘤免疫疗法之一，但在实体肿瘤中疗效不佳，且治疗血液肿

瘤也面临高复发风险，其原因均被认为与CAR-T细胞衰竭密切相关

靶向干预T细胞的关键功能基因或可克服CAR-T细胞耗竭。

研究方向:CAR-T细胞耗竭。研究目标:通过靶向干预T细胞的关键

功能基因克服CAR-T细胞耗竭并增强其抗肿瘤能力。

（16）不同基因型DBV和变异株感染的临床识别、预后判定的

转化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由大别班达病毒



(DBV)感染所致的新发传染病，基因差异与死亡率有关。制定基因

分型标准，体外构建不同基因型/变异感染性质粒，了解其感染性

复制能力及致病性，并研发基因分型试剂盒用于临床检测和判定

预后。研究方向:不同基因型DBV和变异株感染的临床识别、预后

判定及机制研究。研究目标:分析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患者

DBV序列及与临床预后的关系，识别与预后可能相关的基因型和重

要基因变异。采用基因进化树分析及同源性比较建立DBV基因分型

标准、各基因型参照株及识别其型变异特征。构建不同基因型/点

突变的感染性质粒，通过细胞和动物实验，了解其感染性、复制

能力及致病性，寻找影响疾病预后的关键变异位点，研发基因分

型/特异性变异检测试剂盒，用于评估临床预后。

（17）抗菌抗炎双活性多肽的构建及其在牙周炎防治中的应

用与开发

主要研究内容 :牙周炎是导致人类牙齿脱落的主要疾病，其

防治目前面临着巨大挑战，研究拟构建"抗菌--抗炎"双活性多肽

制剂，通过观察其对牙周致病菌的生长和粘附的影响，评价其调

控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的释放水平，干预与调控牙周炎的细胞信

号通路，阐明双活性多肽制剂用于改善牙周炎症和修复组织缺损

的作用机制，实现对牙周炎的有效治疗,项目的成功实施将为牙周

炎的防治提供新策略。研究方向:多肽，牙周炎，口腔生物材料。



研究目标: 开发一种治疗牙周炎的“抗菌-抗炎" 双活性多肽制剂

 发表相关学术论文，申请一项关于多肽制剂治疗牙周炎的国家发

明专利;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服务于临床应用。

（18）关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转化医学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是常见的临床问题，给

青少年的心身健康 带来严重的影响。这一问题虽然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但导致青少年出现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机制尚不明确，

而且缺乏有效的临床干预手段。本领域将重点关注青少年非 自杀

性自伤流行病学调查、机制和干预手段研究。研究方向:1.青少年

非自杀性自伤流行病学调查;2.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影像学研究;

3.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干预手段有效性、安全性临床研究。研究

目标:了解全省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流行病学数据，探明影像学机

制，开发出有效干预手段，促进背少年心身健康。

（19）助力胃癌早期诊断、肿瘤分期、精准治疗及预后监测

的转化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超灵敏ctDNA液体活检及人工智能模型助力周

癌早期诊断，肿瘤分期，精准治疗及预后监测。采用双分子标签

特异标记的多组学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对早期胃癌患者。外周血

中ctDNA及CTC进行基因突变和甲基化图谱分析，结合周镜活检病



理组织DNA/RNA测序数据实现胃癌的早期诊断，肿瘤分期，靶向或

免疫治疗方案的优化选择及MRD的预后监测。研究方向:

采用用NGS技术结合生物信息分析研发适合临床应用的胃肠道 肿

瘤ctDNA定量及测序技术，为ctDNA临床肿瘤诊断尤其是在早期诊

断提供新线索。全面系统性地通过比较分析胃肠道肿瘤不同分型

的原位肿瘤，转移肿瘤，CTC,ctDNA基因表达与突变图谱的研究，

揭示胃癌早期发病分子机理，寻找肿瘤无创性早期诊断生物标记

物(ctDNA,mRNA,IncRNA).提供肿瘤分期及分型的分子依据。通过

胃癌特异性基因突变图谱分析，为胃癌靶向用药或免疫药物治疗

提供依据。通过外周血ctDNA液态活检技术实现MRD预后监测和复

发转移风险评估。研究目标:完善并探求新的胃癌早期诊断的

CtDNA技术; 对于胃癌早期无创诊断生物标记物进行研究和比对，

有望找到新的标记物;开展新型胃癌症靶向药物的临床研究。

2.培育项目

2023年度培育项目不设定研究领域和方向，申请者自由选题

申报。

　　二、2023年度资助计划

　　2023年度拟资助加附院自筹重点项目共19项，经费资助总强

度20万元/项；拟资助培育项目加附院自筹若干项，经费资助总强

度8万元/项。资助确切项目数和资助经费将根据申请情况和年度



预算实际而定。转化基金项目要求至少由2个团队实验室或学科课

题组交叉联合组成。资助期限为3年，项目申请书中研究期限应填

写“2024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三、申请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申请人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基础研究或临床研究课题的经历，有足够时

间组织开展项目研究工作，年龄不超过50周岁（须1973年9月20日

后出生）。

　　2.申请人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学术水平，治学严谨，无

不良学术行为，控制项目申请内容的重复性（查重），遵守国家

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和沟通协作能力。 

3.转化基金实行合作申报，各项目均须由安徽医科大学在职

教学科研人员和直属附属医院在职临床医生或科研人员组建团队

联合申报，团队成员一般不少于5人，鼓励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如

有需要，也可联合校外单位科研人员参与。

4.重点项目必须由大学或附属医院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

上职称的专任教师、科研人员或临床医师牵头申报，且主持过省

级或以上科研项目。具有胜任研究任务的科研团队，能提供保障

项目实施的科研条件。 

5.培育项目申报者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 



6.项目主持人或参加人员同期只能申请或参加1项转化基金项

目，已有本基金在研项目者，在结项前不得再申报。

　　（二）申请注意事项

　　申请人和各单位应当认真阅读并执行本项目指南、关于印发

《安徽省转化医学研究院建设方案（试行）》等四项制度的通知

（校办字〔2020〕45号）中的《安徽省转化医学研究院科研基金

实施办法（试行）》中相关要求,文件可在省转化医学研究院网站

下 载 h t t p : / / a h i t m . a h m u . e d u . c n / 2 0 2 1 / 0 3 0 2 / c 7 2 8 3 a 9 1 5 1 3 /

page.htm。

　　1.本项目申请书材料各单位科研部门报送截止日期为2023年

12月5日，过期不再受理，纸质版各团队或各单位科研部门报省转

化医学研究院校知行楼710室，非本埠的直属附院可以由院科研部

门 统 一 快 递 邮 寄 申 报 材 料 。 电 子 版 发 送 电 子 邮 箱

ahitm@ahmu.edu.cn  。  

　　（1）申请人应当按照转化基金项目申请书的填报说明与撰写

提纲要求填写并双面打印申请书及附件材料。

（2）申请书中的研究类别对应选择“转化应用研究”、“应

用推广研究”（后补助方式）或“研究工具和技术开发”，项目

资助类别对应选择 “重点项目”或“培育项目”。

（3）申请人在申请书“项目情况”的项目简介部分，重点项

mailto:4.%E8%AF%B7%E4%BA%8E2021%E5%B9%B44%E6%9C%8830%E6%97%A5%E5%89%8D%E5%B0%86%E7%BA%B8%E8%B4%A8%E7%89%88%E5%8F%8A%E7%94%B5%E5%AD%90%E7%89%88%E6%8A%A5%E9%80%81%E7%9C%81%E8%BD%AC%E5%8C%96%E5%8C%BB%E5%AD%A6%E7%A0%94%E7%A9%B6%E9%99%A2%EF%BC%8C%E7%94%B5%E5%AD%90%E7%89%88%E5%8F%91%E9%82%AE%E7%AE%B1ahitm@ahmu.edu.cn%EF%BC%8C%E8%81%94%E7%B3%BB%E7%94%B5%E8%AF%9D65167602%E3%80%82
mailto:4.%E8%AF%B7%E4%BA%8E2021%E5%B9%B44%E6%9C%8830%E6%97%A5%E5%89%8D%E5%B0%86%E7%BA%B8%E8%B4%A8%E7%89%88%E5%8F%8A%E7%94%B5%E5%AD%90%E7%89%88%E6%8A%A5%E9%80%81%E7%9C%81%E8%BD%AC%E5%8C%96%E5%8C%BB%E5%AD%A6%E7%A0%94%E7%A9%B6%E9%99%A2%EF%BC%8C%E7%94%B5%E5%AD%90%E7%89%88%E5%8F%91%E9%82%AE%E7%AE%B1ahitm@ahmu.edu.cn%EF%BC%8C%E8%81%94%E7%B3%BB%E7%94%B5%E8%AF%9D65167602%E3%80%82


目资助类型申请者应当首先说明申请符合本项目指南中的重点资

助研究方向，以及对解决该重点项目选题核心转化医学研究问题

实现转化医学研究预期目标的贡献。

（4）如果申请人已经承担与本转化基金项目类似或相关的其

他厅级、校级科技计划项目，应当在申请书正文的“承担科研项

目情况”一栏中简要叙述申请项目与其他相关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避免项目内容重复申报。

（5）由于医学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请申请人注意在项目

申请及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医学伦理和患者知情同意等问题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需要时须能提供所在单位或校伦理委员会的

纸质证明。

2.各申报单位（省转化医学研究团队、学院、直属附属医院

等）应当按照要求完成本单位的组织申请以及收取、审核、签章

及报送申请材料等工作。

　　3.本指南及项目申报通知解释权在省转化医学研究院。

　　（三）联系方式

　　安徽省转化医学研究院，办公地址安徽医科大学知行楼710室

联系电话：0551-65167602 



附件：1.安徽省转化医学院科研基金项目申报书（2023模

版）

2.2023年度安徽省转化医学研究院科研基金项目申报

情况一览表（重点项目、培育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