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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几种免疫相关皮肤病基础技术攻关与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中国医科大学

推荐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

内容符合报奖要求。

皮肤病发病率高，病种至少2500余种，发病率高，皮肤病占总疾病负担的 1.79%，

其中免疫相关皮肤病患者是最庞大的就诊群体。免疫相关皮肤病研究中仍存在诸

多技术瓶颈，临床诊治中存在漏诊误诊，缺乏有效治疗手段或疗效欠佳。针对上

述关键问题，项目组围绕几种免疫相关性皮肤病，解决了研究中存在的关键共性

技术瓶颈，从表观遗传学等方向探究分子细胞发病机理，努力研发临床诊治技术、

组建特色疾病生物样本库及数据库，推进罕见疑难病例的研究及诊疗，并积极推

动技术转化与应用，产生有益社会效益并蕴含一定规模的医疗经济效益。在同行

中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对地方经济起到推动促进。

该项目在Lancet、Hepatology、JID等高影响SCI收录期刊发表的20篇代表性论文

被引频次311，其中他引频次为286；最高影响因子44.0，影响因子合计 125.839；

获授权专利及软件著作权21项，其中美国专利 1项、日本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3

项；获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专业领域课题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项；培养博士后、

博士、硕士 20余名；研究成果受光明日报报道，项目技术获前欧洲皮肤研究学会

主席 Piguet 教授专题正面述评，获德国红点设计奖，应用技术在国内 10余所医院

及企业推广应用，实现逾百万元经济效益。对照中华医学科技奖授奖条件，推荐

该项目申报参评。

项目简介     皮肤病病因复杂，病种至少2500余种，发病率高，目前免疫相关皮肤病在高

通量诊治新技术研究中仍存在数项技术障碍。针对上述关键问题，项目组解决了

关键共性技术瓶颈，并从表观遗传学、免疫细胞等方向探究分子细胞发病机理，

努力研发临床诊治技术、组建特色疾病生物样本库及数据库，推进罕见疑难病例

的研究及诊疗，并积极推动技术转化与应用，产生有益社会效益并蕴含一定规模

的医疗经济效益。

      1、首次发现血清 miRNA 研究相关不稳定内参照基因，提出解决方案，并应

用相关技术发现 miRNA 等潜在疾病诊断标识物：①国际上首次发现被广泛使用的

血清 MammU6、miR-16 基因表达不稳定，不适合用作内参照基因；首次发现并推荐

miR-374a、miR-374b、Let-7a 作为血清非编码基因候选内参照。②发现 miR-31

有潜力作为乳房外 Paget’s 病的诊断标识分子，发现血清中 miR-483-5p，以及尿

液中 miR-203、aquaporin-2有潜力作为儿童特应性皮炎的诊断标识物。③国内首

次大规模、广区域揭示了 BRAF V600E 在良恶性黑素细胞性肿瘤中的突变规律；发

现多个新致病基因突变位点，并从表观遗传学水平阐释部分基因作用机制。

      2、创新设计皮肤微生态研究属别微生物种类、丰度对比参照分子，成功应

用专利光学干预装置诱导人体抗微生物免疫：①解决皮肤微生态高通量检测在不

同属别微生物种类、丰度比较研究中的技术瓶颈，创新设计专利参照分子并应用；

创新设计了皮肤型 HPV 等温快速分型检测体系。②开展不同波普光学物理微创治

疗研究，首次应用单色激光及混合红外光等治疗罕见皮肤病。发现光热促进



APOBEC3A 和 3G 高表达，从而编辑病毒疣内HPV 早期基因。③创新设计新型红外光

热干预专利设备，成功治愈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性病毒疣及肉芽肿性疾病。

      3、首创低温组织样本包埋存储专利技术体系，构建大规模皮肤疾病样本库、

数据库并开展疑难病例诊治研究：①国际首创低温组织样本包埋与存储专利技术

整体解决方案，实现以皮肤组织为代表的大规模生物样本的快速、批量、规范化、

自动化存储。②在此基础上构建大规模皮肤疾病样本库、尤其是罕见皮肤病临床

研究队列和生物样本库；建立特色疾病数据库、自诊及随访管理库；在柳叶刀等

杂志发表不典型梅毒等感染/非感染疑难免疫性疾病诊治案例。

      该项目在Lancet、Hepatology、JID等高影响SCI收录期刊发表的20篇代

表性论文被引频次311，其中SCI他引频次为286；最高影响因子44.0，影响因子合

计125.839；获国内外授权专利及软件著作权21项，其中美国发明专利 1项、日本

发明专利2项、中国发明专利5项，软件著作权3项；获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专业领

域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项；培养博士后 2名，博士 8名，硕士 15名；研

究成果受光明日报报道，获前欧洲皮肤研究学会主席 Piguet 教专题正面述评，获

德国红点设计奖，相关技术在国内 10余所医院及企业推广应用，实现逾百万元经

济效益，在同行中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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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 人 情

况

姓名：齐瑞群

排名：1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1-3 做出重大贡献；首次设计并实施了不同种属微

生物种类丰度比较的创新分子；首次创新了低温组织样本包埋存储体系；研究了



血清 miRNA 研究相关技术：获得系列免疫相关皮肤病诊疗技术专利于组织样本库

的构建。是本项目所有专利、著作权的贡献人（附件 1-1 至 1-10）。以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在 Hepatology,J Invest Dermatol 等杂志发表本项目相关 SCI 论文 4 篇

（附件4-1，4-2，4-5，4-10）。成果获得省部级科技奖 2项，市科技奖2项（附

件9-1，9-2，10-10）。推动项目技术合作和应用4项（附件10-12至 10-15）。

姓名：郭昊

排名：2

职称：讲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1、3 做出重要贡献；参与温热上调 DNAJA4 影响

M2-PK 诱导抗 HPV 病毒感染免疫机制研究，首次发现并报道了 miR-31 可作为乳房

外 Paget 病的潜在诊断标志物，总结了 Paget 病及其鉴别诊断疾病的临床理特征

和防治策略，参与疑难重症皮肤病研究与诊治，发表与本项目相关的 SCI 论文 3

篇，代表性论文发表在Lancet等杂志（附件4-2，4-19，4-20）,获国际荣誉称号

1项（附件 10-9）。

姓名：徐学刚

排名：3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1-3 做出重要贡献；利用基因芯片和 PCR Array 技

术筛选出与雄激素性脱发密切相关的 LncRNA、mRNA 及相关信号通路分子；开展

了罕见病研究项目并建立了相关数据库和样本库；进行了物理微创手段诊治皮肤

罕见病的研究。是本项目 1项专利的发明人（附件 1-5）。发表本项目相关第一/

通讯作者SCI论文 5篇（附件4-6至 4-8，4-11，4-16）。

姓名：杨阳

排名：4

职称：讲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2 做出创造性贡献；协助项目组进行红外光热诱导

抗病毒免疫相关实验方案的摸索及方法改进，参与临床试验的组织开展、样本收

集、实验研究及数据分析；以第一作者发表与本项目相关 SCI 论文 2篇（附件 4-

17，4-18），参与本项目专利 1项（附件1-8）。

姓名：马蕾

排名：5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室主任

工作单位：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1有创造性贡献；参与 BRAF 基因检测相关课题，提

出 IL-17/Treg 失衡对特应性皮炎发病的作用：发表与本项目相关论文 4篇，其中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 3篇（附件4-12至 4-14）。



姓名：高兴华

排名：6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1-3 有创造性贡献；指导项目组设计不同种属微生

物种类丰度的检测体系和低温组织样本包埋存储体系：指导免疫相关皮肤疾病的

诊断标志物研究；参与建立特色疾病样本库的建立和管理。是本项目 10项知识产

权的发明人（附件 1-1 至 1-10），参与发表本项目相 SCI论文 16篇(附件4-1 至 4-

11，4-14至 4-16，4-19，4-20)。

姓名：陈洪铎

排名：7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实验室主任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1-3 有创造性贡献；指导项目组开展皮肤免疫的调

控机制研究，尤其是针对朗格汉斯细胞方面；协助设计研发不同种属微生物种类

丰度的检测体系和低温组织样本包埋存储体系；指导疑难重症免疫相关皮肤疾病

诊治研究。本项目 9项知识产权发明人(附件 1-1 至 1-8,1-10)，发表与本项目相关

SCI论文 10篇 (附件4-2至 4-9，4-11，4-19)。

姓名：徐媛媛

排名：8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2有创造性贡献；主持项目：miR-203 靶向SOCS3 调

控 IL-17 诱导的角质形成细胞增殖在银屑病发病机制中的研究，发现 JAK2/STAT3

通路抑制 IL17 诱导的 VEGF 表达，并且项目组发现早期研发的专利紫丹颗粒主要

成 分紫草素可以抑制该现象。发表与本项目相关的第一作者论文 2篇，其中 SCI

论文 1篇（附件4-15）。

姓名：李久宏

排名：9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1、3 做出突出贡献；参与 miR-31 可经：

：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3 有创造性贡献；参与少汗性外胚层发育不良的致

病位点研究，发现 EDA 突变这一新的致病位点；参与疑难免疫相关疾病的诊治研

究。发表与本项目相关的SCI论文2篇（附件4-8，4-9）。

姓名：耿龙

排名：11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2、3有创造性贡献；参与 miR-203 靶向SOCS3 调控

IL-17 诱导的角质形成细胞增殖在银屑病发病机制中的研究；参与少汗型外胚层发

育不良，梅尔克松-罗森塔病等遗传相关皮肤疾病致病位点的研究和诊治。发表

与本项目相关的SCI论文3篇（附件4-6，4-8，4-15）。

姓名：郑松

排名：12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2 有创造性贡献；参与本项目免疫相关疾病诊断标

志物研究，发现遗传性大疱性表皮松解新的致病位点 COL7A1，总结遗传性大疱性

疾病的临床特征和防治要点；参与疑难免疫相关疾病的诊治研究。发表与本项目

相关SCI论文 5篇，其中第一作者 1篇（附件4-2，4-5，4-7，4-18，4-19）。

姓名：张丽

排名：13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2 有创造性贡献；参与本项目特应性皮炎的表观遗

传研究，发现特应性皮炎的 microRNA 表达谱，发表与本项目相关 SCI 论文 3 篇

（附件4-3，4-4，4-14）。

姓名：陈光

排名：14

职称：讲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1、3有贡献；主导了免疫性皮肤病皮肤共聚焦在体

显微镜病例数据库的设计与建立。主持了皮肤 CT 图文报告系统软件系统开发（附

件1-10）。

姓名：冯波

排名：15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总经理

工作单位：辽宁燕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科技创新 2、3有创造性贡献；参与本项目红外光诱导抗病毒

免疫设备的研发，与第一完成人共同实用新型专利 1项，协助成果推广 1项（附件

1-9，10-12）。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项目组完成此项目的整个过程中，医院给予了人力、物力、

财力上的大力支持。不仅保证了项目组有充足的经费支持，而且为项目的顺利开

展和实施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在实验条件方面，在院内建设有国家卫建委/教育

部免疫皮肤病重点实验室以及免疫性皮肤病诊治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拥有完备的实验设备和优良的实验环境，供项目组无偿使用，并有熟练掌握现代

化实验技巧的专业技术人员直接参与或辅导课题组相关人员共同攻克技术难关，

完成相关检测及实验工作；医院设备管理相关部门积极支持课题相关设备装置的

试制研发，积极疏通审批流程，与审计和财务部门配合，快速合规的完成各项手

续；医院依托大学本部配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