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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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管癌放疗损伤精准预警防控体系的建立和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秘书处

推荐意见

1.项目背景

    70%的食管癌患者确诊即为中晚期，放疗是主要治疗手段之一，由于国内尚无放疗前预测模

型，放疗导致的个体放射性损伤程度无法预判，亟需建立一套包括放射性损伤预测和分层管理、

个性化辅助治疗方案的体系。。

2.项目成果

    该项目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放疗损伤预测因子，国内首次建立基于干细胞机制分析预测因子的

食管放疗损伤预警模型，同时优化了放疗辅助方案，为同步靶向治疗确定新靶点。该项目建立的

全流程食管癌综合治疗体系，包括放疗前预警、放疗过程分层管理、放疗后中西医辅助治疗方案，

是国内首个食管癌放疗全程管理体系；在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Int J Oral

Sci、Exp Mol Med、Stem Cell Res Ther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6篇，单篇最高

IF:38.104分，累计IF: 187.783。

3.项目意义

    该项目在国内首次建立了基于干细胞机制分析预测因子的食管放疗损伤预警模型，填补了国

内领域空白，临床意义及创新性显著。通过预警模型精准评估，完成对患者的风险分层，可对高

危人群实施密切监测及个体化调整放射治疗计划，建立了放疗前中后全流程的中西医结合辅助治

疗方案。同时，还发现了多个关键效应细胞群体，并为同步靶向治疗确定了新靶点，优化了放疗

辅助方案。

    全流程食管癌放疗综合治疗体系是预警模型预测、分层管理监控、中西合力护航的全流程食

管癌综合治疗体系，为个性化治疗提供了依据，明显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和生存质量。在3家国内

知名医院应用300余例患者，受到广泛好评，社会效益显著。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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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食管癌大国，70%的食管癌患者确诊即为中晚期，5年生存率仅 10-20%。放疗是食

管癌主要治疗手段之一，但其导致的个体放射性损伤程度无法预判、联合治疗方案和疗程不清晰，

缺少全程管理体系，患者生活质量差。

    项目团队在15年超过4000例食管癌随访数据库基础上，通过研究损伤后效应细胞和分子

机制等方法，总结临床治疗经验，构建了含有 6个预测因子，4个分子机制，1种新预警模型，1

个新管理流程的食管癌综合治疗新体系。项目团队在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Exp Mol Med和Molecular Therapy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6篇，单篇最高影响因

子38.104分，累计影响因子187.783。研究放射损伤早期因子以及肿瘤关键靶点的研究获得了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 1项，军队重点科研项目及重大课题 2项，省部级课题 3项，总经

费达 1600万元。

    项目主要取得了3个方面的创新成果：一是破解了放射性食管炎无法预知的难题，在国际上

首次发现损伤后关键预测因子，在国内首次建立基于干细胞机制分析的食管癌放疗损伤预警模型。

 二是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放射性食管炎奠定理论基础，优化了放疗期间的伴随用药，通过干细胞



机制研究发现放疗后导致复发的关键效应细胞群体，为放疗同步靶向治疗确定新靶点。三是建立

了预警模型预测、分层管理监控、中西合力护航的全流程食管癌综合治疗体系，在放疗的前中后

三个阶段开展了预防性调整、规范化监测、标准化巩固的全流程管理，在有效控制肿瘤的同时，

减少放射性食管炎，提高生活质量。

    该体系是国内第一个通过预警评分模型评估在放疗前及时调整放疗计划的体系，真正实现了

一级预防，也是第一个对高危人群进行中西医结合预防治疗的全程管理体系，摸索并明确了食管

癌放疗伴随用药的方案和疗程，明显提升了食管癌放疗患者整体生活质量，填补了食管癌放疗领

域放射性食管炎预防治疗的空白，对于控制严重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在解放军总

医院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知名医院中得到推广应用，为300余例患者提供了个性化放疗及

联合治疗方案，避免了严重放射性食管炎，症状缓解有效率达到95%，每名患者节省医疗开支近

3万元，获得应用单位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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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彭亮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教

授
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建立总医院食管鳞癌数据库，对食管癌耐药复发进行了机制探索，同时聚焦食管癌放疗后导致的食管炎及肺

炎，积极开展临床干预措施探索，并从干预机理方面开展了深入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临床中开展中西医结

合干预治疗，制定标准干预治疗方案。完成了从食管癌预后模型、分子机制分析、治疗关键因子、有效干预



手段等多层面进行系统研究，建立了食管癌放疗后损伤机制研究及干预治疗的综合体系（对应科技创新中第

一、二、三创新点）。获得应用单位的一致好评。项目代表作中 5篇主要论著是一作及通讯作者（附件 7-1-

1,2,4,6,7）。主持了各项延伸课题如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子课题等项目过程中，有序衔接各个课题，

推动食道癌治疗进步。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德猛 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 教授,教授
转化医学研究

中心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本项目中重点利用谱系示踪手段和动物模型鉴定 Bmi1+细胞在小鼠食管癌扮演肿瘤起始细胞的角色，

并且对放化疗抵抗，详见项目创新点二（1）。后续研究中，研究团队还进一步证明还发现 METTL3介导的

m6A修饰通过上调血管形成通路关键基因表达促进恶性肿瘤进展。该项研究发现恶性肿瘤中肿瘤干细胞通过

m6A 表观修饰介导肿瘤进展，为干预肿瘤干细胞中表观遗传修饰治疗新策略提供理论支持，详见项目创新点

二（2）。以上研究为本项目中寻找食管癌治疗的新靶点提供了理论支撑，为后续建立食管癌患者放疗后发

生放射性损伤严重程度的预警模型的关键靶点筛选以及干预治疗提供了理论支撑。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杨竞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从事临床一线工作 19年，具有丰富的消化专业知识和内镜操作技术，熟悉并擅长疑难危重病救治，个

人内镜操作 4万例次，治疗内镜 5000 余例，熟练掌握各种内镜治疗技术，尤其擅长消化道早癌诊治。在食

管癌放疗后损伤机制研究及干预治疗的综合体系中，负责食管癌患者胃镜诊断、活检标本收集、病例随访、

早期因子研究，详见第三创新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建华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食管癌放疗后导致的食管炎及肺炎研究中，在干预机理方面开展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中进行部分细胞学实验

及统计分析工作。在食管癌预后模型、分子机制分析、治疗关键因子等多层面系统研究中负责重要工作（对

应代表作 7-1-3），参与建立了食管癌放疗后损伤机制研究及干预治疗的综合体系。推动食管癌放疗后放射

性食管炎损伤干预的治疗进步.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方平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针对放射性食管炎的中医中药治疗方面：完成放射性食管炎在中医上的辩证诊断分型及证候分析。相关中草

药的药性研究和疗效观察。

负责制订临床患者的入组和入排标准，并针对实际操作进行把关。具体的知情同意书的起草。对所有需干预

的高危人群给与亲自诊治，制定中药治疗方案和剂量调整，对外地患者通过远程会诊方式给与指导建议，对

应代表作 7.1-5，创新点三。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作为主要完成单位，研究团队在早期食管癌、晚期食管癌方面均有多年研究。近 20

年聚焦中晚期食管癌的机制以及放疗后干预治疗。成功分离鉴定了关键干细胞亚群，深入分析分子机制，对

食管癌耐药复发等机制进行了初期探索，在大规模食管癌数据库基础上，筛选关键分子靶标(SOX2,KRT15

等)，建立了食管癌放射损伤新预警模型，同时聚焦食管癌放疗后导致的食管炎汲取中医科多年治疗优势，



中西医结合建立了标准治疗流程，并从干预机理方面开展了深入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临床中开展有效的干

预治疗，通过远程会诊等方式协助推广单位医疗工作者顺利应用，获得应用单位的一致好评。

    解放军总医院 2022 年获批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子课题：食管癌变动态演进机制及个体化精准诊

疗体系构建研究，则是从早诊断的方向进一步完善食管癌的治疗体系。从食管癌放疗损伤预警模型、分子机

制分析、治疗关键因子、有效干预手段等多层面进行系统研究，建立了食管癌放疗后损伤预警及干预治疗的

综合体系，并在临床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单位名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团队主要致力于食管癌肿瘤的机制研究，从代谢、表观修饰、干性调节以及免疫逃逸

等多方面探究食管癌的发病机制，旨在寻找新型有效的靶向治疗手段，从而达到提高食管癌患者生存率的目

的。此外，降低放疗导致的机体损伤也是团队研究的主要方向，我们旨在寻找一种在提高放疗疗效同时还能

降低机体损伤的靶向药物。基于此，项目团队进行了一系列基础实验：1.找到了食管癌的关键元凶-肿瘤干细

胞 BMI1；2.从代谢和表观修饰角度发现肿瘤干细胞干性调节机制；3.明确了放射性损伤修复的关键细胞群体

SOX9。此外，本项目团队还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团队筛选关键分子靶标

(SOX9,SOX2,KRT15,P63,PGJ2,IL-17)，建立了食管癌放射损伤新预警模型，为开展食道癌患者放疗个性化治

疗奠定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