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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早期诊断标志物及风险预测模型在 GDM精准化

诊疗中的应用

二、推荐单位及推荐意见：

推荐单位：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

推荐意见：

该项目在本院强大的 GDM临床管理模式的支撑下，除了利用多种诊断标志物进

行早期诊断外，同时结合 GDM专病门诊、营养门诊、运动门诊、一日化病房、孕妇

瑜伽、中医产科等，更好地达到了降低 GDM发病率，改善母婴预后的目的。该项目

着眼于新技术大范围临床应用的价值，宏观地评价了新技术对于改善孕产妇保健的影

响，具有社会、经济、卫生层面的意义。通过筛选和验证获得的一批早期诊断标志物

已在省内外多家合作单位联合开展，年平均检测例数接近 1000例，门诊及住院至今

共检测孕妇 5000余例。该技术已经推广辐射至省内外多家围产保健单位，获得较好

的社会及经济效益。因此，推荐该项目申报南京市预防医学奖。

三、项目简介：

项目简介：

妊娠期糖尿病（GDM）作为发病率最高的妊娠期代谢性疾病，受到了普遍关注。

GDM不仅近期易引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产后出血、巨大儿等并发症，而且母儿远

期患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大大增加。积极寻找健康有效的 GDM早期防治手段，无论对

GDM产妇本身还是其子代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鉴于 GDM早期诊断尚无统一标

准，且孕早期宫内高糖环境与出生体重增加、新生儿胰岛素水平增加显著相关，积极

筛选 GDM特异、敏感的早期诊断标志物并识别 GDM高危人群，是 GDM早期精准

化防治的重要切入点。

本研究应用多组学从环境、基因多态性、非编码 RNA、蛋白、多肽、肠道菌群

等多个维度，进行分子标志物筛选，经过验证获得了一批具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的



GDM早期诊断分子标志物，并结合临床相关指标构建了 GDM及 GDM巨大儿的风险

预测模型。与原单一诊断标志物或单一诊断标准相比，GDM预测模型的应用显著提

高了早期诊断的准确性和敏感性，为 GDM高危人群的筛查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从而及时采取更具个性化的防治方案。

我院 GDM集束化管理模式是基于我们构建的 GDM及 GDM巨大儿风险预测模

型的基础上，筛选获得 GDM高危人群，由经验丰富的产科、产前诊断、检验科、医

学研究中心、营养科、妇女保健科、中医科、儿童保健科组成的多学科诊疗体系（MDT）。

该管理模式从时间上贯穿了产前→产时→产后；从内容上，提供了一系列的具有循证

医学依据的治疗和护理措施，包括 GDM专病门诊、护理门诊、营养门诊、一日病房、

孕妇学校、孕妇瑜伽、中医产科、GDM产后妇女保健、儿童保健随访等在内的多种

特色临床服务，尽可能优化 GDM的诊疗和保健系统，建立有明确的实践性、目标性

和序管性的集束化管理模式，经实际临床应用验证，显著降低了 GDM的发病率和相

关的并发症发生率。

项目组还探讨了 GDM及 GDM巨大儿的发病机制。我们建立了 GDM样本库，

包括胎盘、脐静脉血，以胎盘作为研究的基础、脐血作为关键的影响途径，应用最新

的基因芯片、液相色谱-串联质谱等技术，开展了 GDM巨大儿胎盘、脐静脉血差异

lncRNA、miRNA、circRNA、多肽、蛋白的筛选工作，对获得的差异基因、蛋白、多

肽进行深入的联合功能研究，探讨其与胰岛素抵抗、胎儿生长等的相关关系，系统阐

述 GDM及 GDM巨大儿发生的机制。

该项目研究成果已获国家发明专利 8项，软件著作权 2项；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

进奖二等奖和南京市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二等奖各 1项。共发表论著 50篇，其中 SCI

期刊收录论著 34篇，SCI总影响因子 149.5，合计他引次数 734次。立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5项、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面上项目）2项，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第三

层次培养对象 3名。

通过筛选和验证获得的一批早期诊断标志物及风险预测模型已在省内外多家合

作单位联合开展，年平均检测例数接近 1000例，门诊及住院至今共检测孕妇 5000余

例。该技术已经推广辐射至南京、无锡、连云港、常州、宁波、武汉等多家围产保健

单位，获得较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技术路线：

创新点：



创新点一：GDM 精准化诊疗新探索：多种分子标志物的筛选、鉴定和应用

本研究从基因、蛋白、多肽等多个维度，进行分子标志物的筛选，经过验证获得

了一批具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的 GDM早期诊断分子标志物。与既往研究相比，一方

面，将 GDM诊断时间窗由原先的孕 24-28周提前了妊娠 16周，给临床早期干预提供

了充足的时间；另一方面，与原单一诊断标志物或者单一诊断标准相比，多种标志物

的联合应用提高了早期诊断的准确性和敏感性。

创新点二：GDM 精准化诊疗新探索：新发 GDM 相关菌群标志物的初步识别

目前相关 GDM菌群的研究多为横断面研究，尚缺乏基于前瞻性队列的针对肠道

菌群与新发 GDM关联的病因研究。GDM患者的肠道菌群很可能在确诊前的孕早-中

期就表现出某些特征,相关生物标志物可能与新发 GDM存在因果联系，有望为 GDM

的早期诊断和干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我们团队创新性建立了前瞻性出生队列，构建

孕早-中期孕妇、新生儿肠道微生物样本库（约 1500例），对孕早-中期的孕妇肠道菌

群与 GDM 关联性进行分析，以初步识别与新发 GDM相关的新型生物标志物。

创新点三：GDM 临床集束化管理模式的应用——风险预测模型联合多模式临床管理

我院 GDM 集束化管理模式是基于我们建立的多种早期诊断标志物筛选的基础

上，筛选获得 GDM高危人群，由经验丰富的产科、产前诊断、检验科、医学研究中

心、营养科、妇女保健科、中医科、儿童保健科组成的多学科诊疗体系（MDT）。该

管理模式从时间上贯穿了产前→产时→产后；从内容上，提供了一系列的具有循证医

学依据的治疗和护理措施，包括 GDM专病门诊、护理门诊、营养门诊、一日病房、

孕妇学校、孕妇瑜伽、中医产科、GDM产后妇女保健、儿童保健随访等在内的多种

特色临床服务，尽可能优化 GDM的诊疗和保健系统，建立有明确的实践性、目标性

和序管性的集束化管理模式，经实际临床应用验证，显著降低了 GDM的发病率和相

关的并发症发生率。

项目产出：

该项目研究成果已获国家发明专利 8项，软件著作权 2项；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

进奖二等奖和南京市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二等奖各 1 项。共发表论著 50 篇，其中 SCI

期刊收录论著 34篇，SCI总影响因子 149.5，合计他引次数 734次。立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5项、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面上项目）2项，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第三

层次培养对象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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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申请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中国 2022101597160 ZL202210159716.0
血清外泌体 RNA在妊娠糖尿病性巨大儿

筛查或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中国 2022101289352 ZL202210128935.2
一种妊娠糖尿病性巨大儿高危孕妇筛查

或早期诊断试剂盒

中国 2019103504845 ZL201910350484.5
与妊娠期糖尿病辅助早期诊断相关的血

清/血浆多肽标志物

中国 2019103513242 ZL201910351324.2 一种妊娠期糖尿病辅助早期诊断试剂

中国 2019103504629 ZL201910350462.9
与 GDM辅助早期诊断相关的血清/血浆

多肽标志物

中国 2018110390312 ZL201811039031.2
与妊娠期糖尿病辅助早期诊断相关的血

清/血浆多肽标志物及其应用

中国 2010105209265 ZL201010520926.5
一种与妊娠期糖尿病相关的血清/血浆

miRNA标志物及其应用

中国 2021109305221 ZL202110930522.1
一种人脂肪干细胞分泌多肽 ADSCP2及

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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