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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年泸州市人民政府-西南医科大学 

科技战略合作项目申报指南 
 

为科学、合理、高效使用泸州市人民政府-西南医科大学科技

战略合作资金，经泸州市人民政府-西南医科大学科技战略合作

资金及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商议，本年度该科技战略

合作资金以博士单位（点）、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申报和“一

流学科”建设规划为指导，按照《泸州市人民政府-西南医科大

学科技战略合作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2016-2020年)特制订本

申报指南。 

本次项目申报分为五大类：博士单位（点）、硕士学位授

权一级学科申报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重点专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培育项目（自科培育）；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专项

（创新平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地方专项）；哲学社会科

学类（社科项目）。 

一、博士单位（点）、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申报和“一

流学科”建设项目（重点专项） 

围绕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药学三大学科及硕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建设，深入挖掘学科特色和优势，进一步凝练

学科发展方向，为博士点，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及“一流学

科”建设提供支撑。 

说明：该类项目申报者须密切围绕博士单位（点）、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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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申报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将

纳入项目计划任务书并作为项目验收必备条件。拟资助不超过14

项， 申报经费每项不超过20万，实施周期2-3年。 

（一）医学（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

等） 

主要资助核医学精准诊断、靶向治疗及转化医学研究， 糖

尿病及慢性并发症的发病机制与诊治研究，脑血管疾病的发病

机制与诊治研究，心血管疾病防治基础与临床研究，肿瘤发病

机制与诊治研究。优先资助领域： 

1. 放射性核素诊疗一体化探针的设计及临床转化应用； 

2. 糖尿病血管病变的发病新机制、特异性防治靶点、

新药筛选与应用等转化医学研究，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

早期诊断、多学科协同诊断及治疗、预后判断与疗效评

估指标的筛选研究； 

3. 脑卒中的发病机制、表观遗传学、生物信息分析，脑保

护干预靶点和临床转化研究； 

4. 缺血性心脏病、心律失常、高血压病及血管性疾病基

础与临床研究，心血管疾病循证整体防治策略研

究； 

5. 肿瘤诊断与治疗新技术、肿瘤基础与临床及转化医学

研究。 

（二）中医学与中药学 

主要资助以突出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理论为宗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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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多学科队伍，集中研究治疗重大疑难疾病的关键技术以提高

临床诊治能力和疗效，提高中医药防治重大疑难疾病的水平的

研究。重点资助对致死率和致残率高，且严重影响生存质量、

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治疗有优势的慢性病与特色病种。优先资

助领域： 

1.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骨病等

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2. 名老中医经验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3. 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研究与开发。 

（三）药学 

主要资助化学制药、药物制剂、生物制药、现代中药、药

物分析、肿瘤靶向治疗、衰老与再生医学研究开发以及创新产

品成果转化及关键技术服务、泸州特色药用资源系统研究与开

发等研究。资助项目应具有良好研究基础，经实施后能形成有

特色的优势产业和经济价值，培育成为药学（中药学）学科特

色亮点和差异化发展方向，成为地方特色的经济和医药产业增

长点。优先资助领域： 

1. 泸州特色地方中药材研究与保健品开发； 

2. 高效、高选择性药物活性成分分离分析方法的建立； 

3. 有机小分子探针和光敏剂的开发和应用； 

4. 神经精神类疾病防治与药物研发。 

（四）口腔医学 

主要资助口腔颌面部组织再生、口腔粘膜癌变发病机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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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种植体周围炎发病机制及防治以及正畸力加载后相关组

织改建机制及生物力学研究等方向。优先资助领域： 

1. 干细胞与口腔颌面部组织再生； 

2. 口腔黏膜癌变的发病机制和治疗研究； 

3. 正畸力加载后牙周膜及牙槽骨改建及生物力学机制； 

4. 种植体周围炎的发病机制及防治研究。 

（五）生物学 

主要资助肿瘤的应激信号调控及肿瘤耐药机制基础及转化

研究，优先资助领域： 

1. 应激信号调控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及其在

肿瘤治疗中的转化研究； 

2. 新型细胞骨架蛋白家族成员在肿瘤发生发展、肿瘤耐药

以及缺氧耐受等方面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3. 抗感染和抗癌活性天然来源产物的分离提取、结构鉴定

及转化研究。 

（六）医学成像和检验技术 

主要资助影像诊断、检验方法技术，临床康复技术的改进和

利用等。优先资助领域： 

1. 利用生物信息学研究，深入探讨疾病的发生发展（分

子生物学和肿瘤标记物等），重点开展组学的研究； 

2. 肿瘤的影像学研究：胆管癌的人工智能影像学研究；

基于磁共振分子成像的慢性肝炎、肝硬化的研究； 

3. 新型细胞因子和康复治疗方案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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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治疗过程中和骨关节疾病术后的作用和分子机制； 

4. 新型耦合剂在冲击波与超声波药物导入过程中的分子

机制。 

（七）医工结合类 

主要资助新型诊疗方法或仪器研究，新型材料与应用研究，

数据挖掘与治理研究等。优先资助领域： 

1. 常见多发癌影像信息提取与癌变分类预测诊断研究； 

2. 新型智能诊疗仪器研究； 

3. 新型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在生物医学方面的应用； 

4. 医疗、教育大数据挖掘与治理。 

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培育项目（自科培育） 

为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质量，围绕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指南，资助前期有较好研究基础并拟申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优先资助已经申报过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专家评议较好，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的项目。 

说明：该类项目获得本资金资助后，申报者在项目执行 

期间须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书。拟资助不超过50项，申

报经费每项不超过10万，实施周期2-3年。 

三、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专项（创新平台） 

为加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围

绕西南医科大学博士点和“一流学科”建设，引领四川省该

学科领域的重大科学研究，并以政、产、学、研、用合作模

式打造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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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助已获得厅局级科研实验室（平台、基地）立项，

且已与企业建立良好服务基础的项目，包括心血管代谢疾病

的研究与转化，临床药物基因组学与循证药学研究及转化，

经典中医医技传承与研究，新药创制，医疗器械开发等相关

领域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说明：该类项目获得本资金资助后，项目执行期间须进

一步加强已获得的厅局级科研服务平台（平台、基地）的建

设；且须申报省部级及以上实验室（平台、基地）；该项要

求将纳入项目计划任务书并作为项目验收的必备条件。拟资

助1项，申报经费每项不超过30万，实施周期2-3年。 

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地方专项） 

（一）科研成果转化、技术转让专项 

为了更好地将科研成果，发明专利等尽快转移转化，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打造全省经济副中心提供科技支撑。 

本专项重点资助已与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基础，已有合作转

化意向，并有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的项目。特别优先资助已

与企业、机构、政府等签订技术转让协议，有巨大市场前景

和社会经济效益项目。 

说明：该项要求将社会、经济效益（不低于500万）纳入项

目计划任务书并作为项目验收的必备条件。拟资助2项，申报经

费每项不超过30万，实施周期3-4年。 

(二)医疗健康扶贫专项（扶贫项目） 

医疗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 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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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举措，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重要实践， 是推进

健康泸州建设必然要求。 

本项目优先资助前期研究基础较好，由我校医学电生理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参与的国家级项目《贫困农村地区人群健康管理》

为支撑的泸州贫困地区全民大健康数据挖掘和科研合作。 

说明：该类项目以“扶贫专项”形式进行招标，以对泸

州市内贫困地区进行全民预防保健，以医疗健康扶贫与科学

研究相结合为导向进行项目申报。拟资助2项，申报经费每

项不超过30万，实施周期2-3年。 

五、哲学社会科学类（社科项目） 

优先资助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一流学科”建设，发挥

高校新型智库作用的研究项目。范围主要包括：战略研究、规划

研究、政策研究、管理研究、重大项目可行性论证、评价研究、

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优先资助领域： 

1.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研究； 

2.新时代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研究； 

3.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4.课程思政实施及创新研究； 

5.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研究； 

6.中华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研究； 

7.“医养结合”问题研究； 

8.医联体及医养联合体问题研究； 

9.“一流学科”背景下机构知识库建设研究； 

10.创新西南医科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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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校博士点建设特色亮点凝练探讨； 

12.泸州市地方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助推研究； 

13.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路径研究； 

14.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15.发展壮大高端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对策研究；  

16.医学人文与医院管理研究； 

17.医事法学研究与司法鉴定法律问题研究； 

18.高校文化建设研究； 

19.社会体育研究； 

20.校院信息化建设与实效研究。 

说明：拟资助不超过20项，申报经费每项不超过2万元，实

施周期1-2年。 

 

 

       泸州市人民政府    西南医科大学 

科技战略合作资金及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