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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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儿童革兰阳性球菌分子流行病学及耐药监测与精准治疗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秘书处

项目简介

   G+球菌是导致儿童感染的主要细菌性病原，耐药率高，治疗难度大，重症感染病死率居高不

下，是临床治疗难点和全球公共卫生热点问题之一。但目前针对我国儿童 G+球菌的长期动态监

测及感染防控措施较少。治疗方面，G+球菌毒力和耐药性不断变化影响药物选择，且儿童与成人

PK/PD 特征不同，基于成人数据的推荐方案不足以达到最佳疗效，导致儿童G+球菌感染性疾病

治疗失败率高。 

   本项目组多年来系统、连续、多维度监测中国儿童 G+球菌，尤其是金黄色葡萄球菌（SA）

和肺炎链球菌（SP）的分子分型、耐药性变迁以及所致疾病的临床特点；建 成完整的细菌分子

分型平台及监测体系，阐明分子分型与耐药的关系，并评估 SP 疫苗使用在预防感染和控制细菌

耐药中的意义，全面提升了临床医生对儿童 G+球菌性疾病特征的认识。同时，积极开展儿童重

症 G+球菌感染患儿群体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PopPK/PD）研究，优化给药方案，实现精准

抗感染治疗。 

   研究成果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创新性一：发现 ST59-SCCmec-IV-t437-agr I 型成为我国儿童 SA 临床分离株最常

见克隆，该克隆具有独特的溶血表型及耐药特征；首先报告 agr 功能缺陷株多重耐药率高，并

揭示其毒力因子与耐药表型之间的交互作用。 

   创新性二：在国内率先建成完整的 SP 血清分型实验平台，对已知 92 种型别进行动态监

测，评估了多地 SP 分离株的所有型别构成及其耐药性等流行特征。首先报告了肺炎链球菌结合

疫苗接种对国内儿童临床致病株血清型的影响及非疫苗血清型的构成，指出成人是儿童非疫苗血

清型储存池，为评估疫苗预防感染和控制耐药效能，以及新疫苗研发和优化免疫策略提供了技术

支持和参考依据。 

   创新性三：率先在国内建立了利奈唑胺在重症患儿中的 PopPK/PD 模型。首次发现 AST

对利奈唑胺清除率有显著影响，提出根据 AST 水平调整给药方案并做出推荐。首次将疾病危重

程度、持续肾脏替代治疗（CRRT）、体外膜肺氧合（ECMO）作为影响药物PK 因素的协变量引

入中国重症儿童治疗，提高了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项目的实施为构建中国儿童 G+球菌相关疫苗研发、早期预警、动态监测和个体化精准治疗

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为解决儿童常见细菌感染的预防、重症感染患儿早期“经验性治疗”的盲目

性和地区差异性等问题提供了可用方案；并为制定适合中国儿童的诊治指南提供了一定循证依据。

   

   项目相关研究成果已被 3 项指南共识纳入，出版专著 6 部。本项目相关内容已发表论文

49 篇，其中 SCI 论文 20 篇，最高单篇引用 268 次；10 篇代表性论文累计影响因子

49.2。牵头或作为主要执笔人制定指南共识 5项。通过举办国家级继教项目 10 余项，培训学

员千余人；带教全国各级医院进修医生、药师千余人，助力项目研究成果的应用推广，推动了国

内儿童 G+球菌性疾病诊疗的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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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钱素云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主任医师,教授 名誉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牵头开展该项目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子生物学和耐药及毒力变化的研究，肺炎链球菌疫苗应用后我国儿童常

见感染血清型的变化及相关药物的 PK/PD 研究。主持并顺利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北京市医院管理局重点医学专业

发展计划等各 1 项；是儿童脓毒性休克诊疗专家共识的牵头人，也是相关指南共识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并

针对 G+球菌病开展多项临床研究；在创新点（1）、（2）中起重要作用，是本项目的主要发起者和实施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姚开虎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研究员,教授 科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本项目中的大部分工作。有计划地分步在国内率先建成鉴定全部已知肺炎链球菌血清型的实验平台，

带领工作人员和研究生开展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连续动态监测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以及数据的总

结分析；完成菌株血清型和耐药表型的研究，毒力、耐药和序列型等分子特征研究，并负责修改和撰写 SCI



论文，是肺炎链球菌防治专家共识的主要执笔统稿人；以第一或共同第一完成本项目相关 SCI 论文 11 篇。

在创新点（2）中起重要作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杨梅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主任药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早期即参加本项目研究，负责项目相关的精准治疗研究。完成利奈唑胺 PopPK/PD 模型建立及蒙特卡洛模

拟工作，制定并优化抗感染治疗方案。指导研究生工作，并完成或参与相关论文撰写。参加多项国内外学术

会议交流活动。在创新点（3）中起重要作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樊超男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副研究员,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本项目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部分工作。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流行菌株，分子分型、毒力因子及致病机

制进行研究，作为主要执行人完成金葡菌相关课题-北自然项目（7172075）的实施工作，撰写 SCI 论文，

完成创新点（1）中的部分工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史伟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参加该项目中肺炎链球菌相关的研究，重点对血清 6 群的菌株和侵袭性菌株及非疫苗血清型菌株开展

了研究。主持完成北京市优秀人才青年骨干个人项目-肺炎链球菌 CC90 克隆群菌株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及耐

药性研究。完成了创新点（2）中的部分工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青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副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肺炎链球菌连续动态监测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行临床肺炎链球菌的收集及血清分型工作；进行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抗 MRSA 增敏剂的研究，评价抗菌组合对儿童来源不同型别 MRSA 菌抗菌活性差异。对

创新点（2）有重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丽娟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本项目中金黄色葡萄球菌连续动态监测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以及数据的总结分析；完成菌株血清型

和耐药表型的研究，毒力、耐药和序列型等分子特征研究，以第一或共同第一完成本项目相关 SCI 论文 4 

篇。完成了创新点（1）中的部分工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颖超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该项目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子分型、耐药性和毒力因子检测及患者入组、数据分析等工作，并参与完

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571948）；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72075）。以第一作者发

表论文 2 篇，对创新（1）、（3）有一定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徐艳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医师 无



儿童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儿童金黄色葡萄球菌及肺炎链球菌感染的流行病学及分离株分子特征进行了研究，参与完成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81571948）；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72075）。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著 1 篇。完成了创新点（1）、（2）中的部分工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科纯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本项目中利奈唑胺 PopPK/PD 研究的患者入组，临床资料收集、数据分析及总结协调工作。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571948）部分工作。完成了创新点（1）、（3）中的部分工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高薇 1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副主任技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项目中临床标本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的培养、分离；利用肺炎链球菌血清丹麦分型

系统对进行肺炎链球菌分型鉴定；建立项目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抗菌药耐药检测流程及

质量控制体系，主导完成对临床分离菌株的抗菌药耐药检测。对创新点（2）有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方伯梁 1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本项目中利奈唑胺 PopPK/PD 研究的患者入组，方案制定及疗效评估等临床工作，总结分析 PICU 中收

治的危重肺炎链球菌疾病患者的临床和药敏特点，以第一作者发表中华系列论文 1 篇。对创新点（2）、

（3）有一定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刚 1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本项目中利奈唑胺 PopPK/PD 研究的方案制定及疗效评估等临床工作，并参与论文撰写。对创新点

（3）有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袁林 1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副主任技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早期即参加到该项目研究，参与本项目相关的实验工作，在肺炎链球菌鉴定及分离株的血清分型、抗菌药敏

感性检测方面发挥作用。对创新点（2）有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峥 1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
副主任医师 科室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该项目利奈唑胺 PopPK/PD 研究的患者入组，方案制定及疗效评估。对创新点（3）有一定贡献。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实施、应用及推广。项目完成人均来自本单位。项目组

通过系统监测、诊疗技术研究应用及成果推广，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建设等工作，已



基本建成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的儿童 G+球菌性疾病领域基础研究、临床应用、多学科合作平台。本单位为

项目实施积极提供相关医疗设备及耗材提供了人员、场地和相关政策支持，为研究成果在各单位的推广发挥

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