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5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青年科技奖（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不孕不育遗传发病机制与优生遗传转化研究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山东大学

项目简介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不孕不育症影响着全球数以百万计的育龄人群，全球共有约4800万

对夫妻和1.86亿人患不孕不育症。《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目

前已超过5000万，约占育龄人口的12%~18%，即育龄期夫妻中大约每八对中就有一对被不孕不

育困扰，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也给国家医疗卫生健康体系带来极大压力。生殖细胞（精子/ 卵

子）发生和早期胚胎发育异常是引起不孕不育和出生缺陷的重要原因。然而，如何明确生殖细胞

发生和早期胚胎发育异常的致病机制，创新技术提高妊娠成功率是本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和难点。

为使我国辅助生殖医疗处于国际前沿，需重点关注生殖细胞发生机制研究、致力于开发优生优育

新技术新产品、推动新技术及其产品的临床应用。申请人团队聚焦国家和人民关注的热点难题，

在“生殖细胞发生基础研究、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生优育新技术、提高优生率”等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原创性的科学成果，概况如下：

    1.突破生殖细胞生理病理调控机制，为不孕不育诊疗技术开发奠定基础：明确哺乳动物首

个减数分裂同源重组拨动开关的表观识别机器ZCWPW1（Genome Biol, 2022 ; Sci Adv, 

2019 ;Elife, 2020）；

    2. 确定减数分裂性染色体分离障碍及精子畸形的关键致病基因，解析克氏综合征发病的新

机制：鉴定首个克氏综合征致病基因 USP26，颠覆了克氏综合征随机产生的传统理论，揭示性

染色体分离异常导致克氏综合征发生的非经典孟德尔遗传机制（EMBO J, 2021）。

    3.创新研发了高效提升人类胚胎体外发育潜能的培养液，实现技术转化应用：解析配子发

生阻滞相关分子机制，并开发生殖细胞体外培养干预新策略，促进胚胎培养液国产化自主创新

（获中国首张注册证），使优质胚胎形成率提高近一倍（从 14.7%提升到33%），打破进口胚胎

培养液垄断局面，加速了国产替代（Adv Sci, 2019）。

以上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成果相继发表于 Genome Biol（IF 16.5）和

Protein Cell（IF 17.7）等杂志；获发明专利9件，软件著作权1项，胚胎培养液已实现

转化并量产，打破国产胚胎培养液占比不足 1%的进口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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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洪彬 1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教授

山东大学妇儿与

生殖健康研究院

院长助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主要设计者和主持人。负责研究任务的组织、实施和成果总结，对项目创新点一、二和三均作出创

造性贡献：作为主要参与者发现并解析减数分裂同源重组表观调控的新机制，填补了表观遗传调控减数分裂

同源重组命运决定的研究空白；打破传统认知，揭示了一种新型产生克氏综合征子代的非经典孟德尔遗传机

制；研发高效提升生殖细胞减数分裂阻滞恢复的临床干预新策略，为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胚胎培养液奠定

基础。为 8篇代表作中 5篇论文的通讯作者以及 3篇文章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涛 2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副研究员
重大项目办公室

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主要参与人和完成人。负责研究任务的实施、成果总结和发表。对创新点一有重要贡献：对组蛋白

修饰识别分子 ZCWPW1进行了系统研究，证实 ZCWPW1 在雌/雄减数分裂进程中发挥不同作用。为 8篇代

表作中 5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高媛 3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研究员 分子遗传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主要参与人和完成人。对创新点三有重要贡献：转化的专利技术成果《生殖障碍疾病诊疗与出生缺

陷防治关键技术及应用》，针对生殖障碍疾病的精准诊断、治疗，以及出生缺陷相关基因的检测方法等，研

发了早期检测、临床治疗相关技术和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疾病风险预测和诊治，市场前景广阔。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卫 4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

儿童医疗中心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创新点一有重要贡献：在减数分裂异常相关的无精症和少精症发病机理的揭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超 5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

儿童医疗中心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参与人之一，对创新点一有重要贡献：在无头精子症发病机理的揭示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是 8篇

代表作中 2篇的第一/共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路钢 6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人，路钢教授是发起香港中文大学-山东大学“生殖遗传联合实验室”的主要负责人，每

年选派 1-2 名学生到香港中文大学进行联合培养，对项目的专利转化和创新点一、三做出主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建峰 7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助理研究员 山东大学附属生

殖医院科教部副



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助理研究员，主要负责项目创新点一中部分分子生物学实验的展开，以及平台建设和人才的管理。

参与相关动物实验和检测等。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山东大学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研究设计、组织实施和成果总结的主要完成单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主要研

究任务的组织实施单位，为本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主要的研究人员、完善的科研平台和样本资源、大型仪

器设备、和配套经费等重点支持，并且对项目运行管理、项目咨询和监督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服务和指导，是

项目圆满完成的重要保障。

单位名称 香港中文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完成人路钢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在 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第 47位

（Top100 高校），生物医学学院作为香港第一所 Theme-based 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性生物医学院，具有完善

的综合支撑平台，下设七个中心实验室及实验动物中心，并配备有专门的技术工作人员。多项科研成果发表

在Nature、Nature Genetics、Gut、等重量级杂志上。此外，学院还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层次和秘书行政支持团

队为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完成人路钢作为该学院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与该项目方向一致。

生物医学学院作为该项目的依托平台，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全方位的软硬件支持，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完

成。

单位名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参与完成单位，为本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主要的研究人员、完善的科研平台和样本资源，并且对

项目运行管理、项目咨询和监督等进行了服务和指导，保障项目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