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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医院党委书记、精神医学科汤艳清教授主持的《基于多组学特征谱大模型的

青少年抑郁症早期筛查与精准诊治的研究》项目，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

目资助，获批直接经费260万元。

汤艳清长期坚持精神心理疾病的临床、教学、科研和转化“四位一体”工作，曾获评中组部“万人计

划”教学名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荣誉称号。承担国家科技部重点专项、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等31项，在国际知名期刊Molecular Psychiatry 、Brai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Schizophrenia Bulletin 等期刊发表SCI论文200余篇。在推动医学与人工智能融合

发展的过程中，与阿尔伯塔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东软集团和科大讯飞等形成广泛合作，前期研究成果获评

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主讲的课程《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入选教育部教

育研究中心“拓金计划”，作为副主编及编者参与编写国家级规划教材14部，与东北三省10余所学校共建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联盟。

在临床工作中，汤艳清深刻意识到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早识别、早诊断、早治疗至关重要，希望能做给

孩子们撑伞的人，希望孩子们能远离抑郁、拥抱阳光，这正是本项课题开展的初心。本项课题直指青少年抑

郁症防治工作面临的“机制不清，诊治不精，筛查难行”的三个瓶颈问题，旨在应用复杂网络模体，绘制青

少年抑郁症多组学特征谱，明确复杂交互的病因学机制；借助思维链推理大模型，实现多维数据的融合交

互，构建病因学成因分析技术框架，提升诊治的精准性及可解释性；使用社会心理、生物学指标对语音语义

和面部表情等行为学指标进行特征增强，以实现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快速、无感、低人力成本的早期筛查。

目前，汤艳清团队已建立东北地区最大的多水平、多组学重性精神疾病样本库，应用影像组学—基因组

学—代谢组学等多组学技术建立了脑网络—脑空间转录组—表观遗传的分析框架，并运用深度学习方法确立

了以影像—基因为核心的抑郁症诊断分类方法。

由医院副院长、肿瘤中心刘彩刚教授主持的《乳腺癌转移器官倾向性的调控机制及靶点研究》项目，获

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资助，获批直接经费260万元。

刘彩刚作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肿瘤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不仅在科学研究方面不断突破，还在人才培

养方面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与前瞻性。2024年，刘彩刚培养的博士与博士后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以及

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与面上资助4项，充分体现了其在学术传承与科研创新中的育人成果。

秉承“红医使命”，刘彩刚始终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致力于肿瘤中西医结合协同创新研究。他所提

出的“三步走”研究体系，即“中西医肿瘤临床队列研究—诊疗新途径与新机制探索—肿瘤药物研发”，为

肿瘤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方向。刘彩刚带领团队从多维度解析肿瘤发生、耐药与转移过程中的细胞与分子变

化，力求揭示肿瘤的本质，为攻克这一全球性医学难题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创新治疗策略。

此次《乳腺癌转移器官倾向性的调控机制及靶点研究》项目的成功获批，不仅是对刘彩刚团队科研实力

的高度肯定，更是为乳腺癌转移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发展契机。未来，刘彩刚将带领团队继续深耕肿瘤研

究，立足国际学术前沿，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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