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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果找市场”揭榜挂帅 2025 年第
二批榜单

榜单 44：dd-cfDNA 检测新技术在器官移植术后监测中的临床应用及产业化

技术成果简介

描述成果的创新性、先进性及关键技术指标。（300 字以内）

早期预测及诊断器官移植术后排斥和长期规律的监测

移植物损伤并及时进行干预治疗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移植

物的丢失，提高移植物的长期存活率，从而达到患者获益的

目的，且还可缓解目前器官供给不足的现状。然而，术后移

植物排斥反应与损伤监测问题尚缺乏较好的解决方法。该项

目创新性地将多重引物 PCR 技术、片段分析技术和多重数

字 PCR 技术相结合，构建个体化 dd-cfDNA 检测的新方

法。该方法具有低成本、操作简便、结果准确、个体化和易

于推广等特点，能够在大多数移植中心独立开展，不依赖于

三方检测平台，绕开二代测序这种高技术壁垒、高成本的方

法，可将 dd-cfDNA 检测费用降低。目前项目所需技术都已

非常成熟，自研基因分型试剂盒及多重数字 PCR 检测试剂盒

已经过临床样本验证，满足临床需求

拟转化（研究）内

容

描述相关成果转化以及技术更新迭代的内容，如标志性产品

研制、技术应用场景、应用示范及规模等。（300 字以内）

1）构建诊断新方法：本项目将在前期研究工作基础之

上，整合多重引物 PCR 技术、片段分析技术及多重数字 PCR

技术，构建个体化、精准化的 dd-cfDNA 检测新方法。

2）建立长期监测体系：该新方法将大大降低检测成本，

使 dd-cfDNA 作为常规监测器官移植后损伤的指标成为可

能，联合临床其他指标，应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早期排斥风

险预测模型，建立器官移植患者个体化、精准化的长期随访

监测体系。

3）联合多中心制定 dd-cfDNA 行业标准：目前国内尚

缺乏 dd-cfDNA 的检测应用的行业标准及专家共识，现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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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各移植中心所参考的均是国外对该指标应用的专家共识

及临界诊断值，该新方法一旦构建成功，可联合国内多家器

官移植中心，构建中国自己的行业诊断标。

4）开发 1-2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用于个体化、

精准化检测 dd-cfDNA 的分子诊断试剂盒；申请 1-2 项发

明专利；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 4-5 人次；发表高质量

SCI 论文 1-2 篇；辅助培养；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 4-5

人次；发表高质量 SCI 论文 1-2 篇；辅助培养硕士研究生

1-2 名。

本项目适用于各实体器官移植术后患者的长期排斥监

测、治疗效果评估、用药指导及协助器官移植术后损伤类型

的鉴定，该项目还可应用于骨髓移植后供者嵌合率的检测。

其产品可在各大移植中心、慢病管理中心、三方检测机构等

进行推广。

转化后预期经济需要看项目推广情况，但可以对标美国

市场，该项目在美国市场份额约 3 亿/年。目前该项目的市

场检测价格在 2500~4500 不等，高昂的检测费用增加了病人

经济负担。本项目的落地，可大大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增

加患者术后器官健康监测的频率，可及时早期发现排斥，挽

救移植器官，为病人挽回不必要的损失。

考核指标

提出具体考核指标，如：技术参数指标、人才培养指标、专

利、论文等科研成果情况、应用示范目标、产业化目标（新

增利润或销售收入）等。

1）利用多重引物 PCR 技术、片段分析技术及多重数字

PCR 技术相结合构建检测平台。

2）个体化、精准化针对不同受者分别进行供体基因检

测，绕开二代测序，降本增效的同时能做到绝对定量及相对

定量。

拟合作方式及拟

合作金额

技术许可

35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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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归属

明确发榜方和揭榜方在合作过程中各自提供的技术、资料、

数据等，以及共同研发和转化过程形成的技术成果和知识产

权归属

该专利是以独占许可的方式进行转化，转化后该专利知

识产权仍归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所有。

对揭榜方的要求

提出时间节点（几个阶段）、揭榜方资产、人才团队、科研

条件，落地转化区域等要求。

通过 ISO 15189 医学实验室认证。

联系人及联系方

式
曾老师 13648012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