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免疫相关性皮肤病临床基础研究及诊疗体系建设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秘书处

推荐意见

本项目针对重大炎症性皮肤病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牵

头，联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及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在多项基金的资助下，深入开展了针

对银屑病、自身免疫性疱病、皮肌炎、硬皮病、青斑样血管病等重大炎症性皮肤病的一系列基础

及临床研究。

经过十余年的积累，项目深入揭示了重大炎症性皮肤病的发病机制，完善了流行病学数据，建立

了严重程度的评价标准，优化了治疗方案，并实现了相关成果的应用与推广。项目共牵头制定6

项炎症性皮肤病领域专家共识，发表本领域论文596篇，SCI 162篇（IF 608.055分），国

内外引用1300余次。获基金53项，资助总额3062万元，授权专利/软件著作权8项。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对指导炎症性皮肤病的诊治、改善预后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学术价值。

经鉴定委员会评审通过，该成果达到国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有较高的应用前景。该成果在全国

多家医院皮肤科成功实现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及社会效益，推动行业内炎症性皮肤病诊

治水平的整体提升。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其申报2023年中

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免疫相关性皮肤病包括银屑病、自身免疫性大疱病 、皮肌炎、硬皮病、青斑样血管病等。皮肤

疾病多数以累及皮肤为主，病情相对较轻，而免疫相关性皮肤病的复杂性、严重度均比较突出，

反复发作，常伴其他系统受累，危害性较大。因此，我们针对此类疾病深入开展了一系列临床及

基础研究。本项目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牵头，联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及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取得以下重要成果： 

1.阐释疾病新规律：开展国内最大规模银屑病合并代谢性疾病的病例对照研究，首次报道中国自

身免疫性大疱病的构成比、BP患者死亡率及合并内脏疾病的概率，揭示 BP病情复发、黏膜受累、

继发感染的危险因素，加深对疾病认识，助力临床早期识别、预防，推动共病筛查，改善预后。

2.揭示发病新机制：多组学研究深入揭示了脓疱型银屑病的发病机制及致病因子，证实IL-36

可作为评估银屑病炎症程度的血清标志物，首次确定了 miR-145-5p在银屑病中的关键作用，为

银屑病诊断及随访提供生物标记物，为寻找银屑病新的治疗靶点提供依据。在国际上率先建立银

屑病的表观转录组学图谱，开辟了 m6A甲基化参与银屑病发病研究的先河，首次从表观转录组学

角度揭示角质形成细胞过度增殖、异常分化、促炎反应的原因，为分子治疗提供新的方向。率先

发现抗BP180NC16A IgG4在 BP发病中起保护作用，胸腺基质淋巴生成素通过树突状细胞参与

BP发病，并首次提出BP合并神经系统疾病的机制，得到国际同行认可，有利于早期识别BP患

者认知障碍、缓解病情进展、改善生活质量、降低死亡率。

3.提出诊治新观点：于国际首次提出红皮病型银屑病严重程度评价标准，对治疗方案选择发挥重

要作用。通过临床试验证明雷公藤多苷与阿维A对中重度寻常型银屑病等效，雷公藤多苷与糖皮

质激素对轻中度 BP等效，开创性应用肿瘤坏死因子-α抑制剂治疗难治性 LV，为免疫相关性皮肤

病增加了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推动民族特色药物的普及和国际化。牵头制定6项权威共识，规

范免疫相关性皮肤病的诊治，促进本领域整体诊治水平的提升。



4.构建诊疗新体系：多维度构建了免疫相关性皮肤病基础及临床研究体系、临床诊疗体系、转化

医学体系。基础及临床研究体系：建立了免疫相关性皮肤病大型生物样本库、临床资料库及影像

数据库，建立了红皮病型银屑病、脓疱型银屑病、青斑样血管病、大疱性类天疱疮临床研究队列，

牵头/参与免疫相关性皮肤病国际/国内多中心及高质量的单中心药物临床试验 30余项，发表本

领域论文596篇，SCI 162篇（IF 608.055分），国内外引用1300余次，获基金53项，资

助总额3062万元。临床诊疗体系：建立了临床-影像-病理综合诊断平台，在国内率先设立免疫

性皮肤病联合门诊及线上专病门诊，推动疾病的精准化治疗及慢病管理。转化医学体系：研发人

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自2018年上线已应用10000+次，实现患者早期自筛，打造集风险筛查、

就诊导航、疾病科普为一体的数智化全病程管理平台，优化疾病诊疗流程。授权专利/软件著作

权8项，合作研发高频皮肤超声仪器已应用于临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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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410136829.4 2016-08-31

一种抗

BP180NC16AIgE间

接免疫荧光检测试剂

盒及检测方法

左亚刚，刘冰，孙

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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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ZL201320360179.2 2013-12-25

带有冷冻头帽的冷冻

头

左亚刚，铁·杜尔娜，

巴桑，孙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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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1921109537.6 2019-07-15 红外 LED照光器械 吴超，晋红中

4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1720275713.8 2018-05-08

多光谱电子皮肤镜装

置
乔伟良，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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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1320010967.9 2013-08-21 重症皮肤病恢复支架

余梦清，孙秋宁，

李军

6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1220749465.3 2013-06-19

重症皮肤病患者恢复

用学步车
李军，孙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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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中国 ZL201721350206.2 2019-10-29

一种便携式液氮治疗

仪

刘晓可，李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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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0SR0652018 2019-11-30

协和银屑病诊疗数据

库智能管理系统
晋红中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晋红中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负责人，负责对项目整体的设计、统筹，协调整个团队开展免疫相关性皮肤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组织

相关课题组开展系统工作，带领团队取得了一系列临床及基础研究成果，推动了免疫相关性皮肤病的规范化

诊治和慢病管理、诊疗技术的普及推广，牵头制定了《寻常型天疱疮诊断治疗专家建议》、《糖皮质激素治

疗免疫相关性皮肤病专家共识》、《成人皮肌炎诊疗专家共识》等，对本项目所有创新点均做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左亚刚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室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自身免疫性疱病的研究。首次证实类天疱疮的早期阶段血清及疱液中的抗

BP180NC16A IgE 抗体水平均不与病情平行；证明嗜酸性粒细胞可作为监测类天疱疮病情变化的血清标志物，

牵头制定了《寻常型天疱疮诊断治疗专家建议》、《糖皮质激素治疗免疫相关性皮肤病专家共识》。对本项

目的第 2创新点做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孙青 3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银屑病的基础研究。深入探索了非编码 RNA 在银屑病发病中的关键作用，首次对

miR-145-5p 和MLK3 在银屑病中的作用进行的研究，确定了 miR-145-5p 有望作为银屑病的潜在治疗靶点，

为非编码 RNA 在银屑病临床治疗的应用提供了方向。研究了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及血清外泌体在调节银屑

病角质形成细胞活化和皮肤炎症中的作用。对本项目的第 1创新点做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承新 4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

中心
主任医师,教授 科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银屑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深入研究角质形成细胞在银屑病发病中的作用及具体分子

机制，发现 MEK/ERK1/2 激活是正常角质形成细胞中 Shh 信号介导的增殖和凋亡机制的一部分，有助于阐

明正常角质形成细胞中 Shh 通路的调节机制和相关皮肤病的发病机制。研究影响生物制剂疗效的因素，助

力银屑病用药决策。对本项目的第 1创新点做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丽 5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学系教学秘书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自身免疫性疱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创新性的发现类天疱疮并发神经系统疾病的机制：

 证实二者并发并非偶然，存在神经系统疾病先发、类天疱疮后发的时序性。发现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症、

帕金森患者血清中存在类天疱疮抗体，且结合在类天疱疮致病表位 BP180NC16A。对本项目的第 2创新点做

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超 6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重症银屑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协助开展了国内最大样本量的银屑病合并代谢综合征

的流行病学研究，协助研究发现 52.5%的中国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患者存在 IL36RNc.115+6T＞C突变，突

变与严重程度相关，通过全基因组甲基化测序初步揭示了 DNA甲基化在发病中的作用，初步发现银屑病合

并代谢综合征的机制。对本项目的第 1创新点做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文明 7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参与重症银屑病的发病机制研究。发现 IL36γ可通过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调控寻常 型银屑

病中角质形成细胞的分化与炎症反应。对本项目的第 1创新点做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亚男 8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协助发现大疱性类天疱疮并发神经系统疾病的机制，证实二者并发并非偶然，存在神经系统疾

病先发、大疱性类天疱疮后发的时序性。发现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患者血清中存在大疱性类天 

疱疮抗体，且结合在大疱性类天疱疮致病表位 BP180 NC16A。对本项目的第 1、2创新点做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海朦 9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重症银屑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协助开展了国内最大样本量的银屑病合并代谢综合征



贡献 的流行病学研究，通过动物实验初步发现银屑病合并代谢综合征的机制。对本项目的第 1创新点做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孙秋宁 1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参与硬皮病的发病机制研究。发现 CTLA-4 多态性可能与局限性硬皮病有关，

RHOB、FAM167A-BLK、CD226、CD247、HLA-DQB1可能是中国汉族人群系统性硬化症的易感基因。对

本项目的第 4创新点做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洁 1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室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创新性地以 PASI 评分结合皮肤镜表现作为银屑病的严重度评价指标，并参与研发人工智能辅

助诊断系统。对本项目的第 1创新点做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军 1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负责自身免疫性疱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回顾了我院自身免疫性疱病的流行病学资料，首次揭示

了中国人群大疱性类天疱疮的死亡率及合并内脏疾病的概率，并获得项目相关实用新型专利 1项。对本项目

的第 2创新点做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思哲 1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协助开展了自身免疫性疱病的基础研究。证实在大疱性类天疱疮发病中 TSLP 发挥作用与树突

状细胞相关；并协助证明嗜酸性粒细胞可作为监测大疱性类天疱疮病情变化的血清标志物。对本项目的第 2

创新点做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闫建军 14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协助开展了银屑病的基础研究，确定了 miR-145-5p 在银屑病中的关键作用，为银屑病诊断及

随访提供生物标记物。对本项目的第 1创新点做出了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睿 15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皮肤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

中心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协助开展了银屑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对本项目的第 1创新点做出了贡献。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为本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病人资源，并为本项目提供了经济、技术、场地、科研

人员、科研指导等各方面支持。在研发和推广方面，本单位通过以下方式对本项目进行支持：为研究的顺利

开展提供良好的实验环境和设备；通过培训班及接收进修医师等形式，让国内同道接受最新研究成果，培养

本领域人才；将有价值的免疫相关性皮肤病的诊疗方案逐步推广应用于临床，惠及广大患者。



单位名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为本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病人资源，并为本项目提供了经济、技术、场地、科研人员、科研

指导等各方面支持。

单位名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为本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病人资源，并为本项目提供了经济、技术、场地、科研人

员、科研指导等各方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