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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重症急性胰腺炎的诊疗新技术建立和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

推荐意见：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是临床常见危重症，病死率高。项目组发挥中西医结合

优势，在诊断、治疗和发病机制等方面取得开拓性创新成果。 

1.率先制定 SAP 合并 MODS 诊断标准、创建 BJ-MODS 评分，首次纳入胃肠系统功能

评价，与 SOFA 评分效果一致；研发首个病情评估医用计算器、微信评分小程序。

2.首创“理气消胀攻下”的通腑颗粒，治疗 SAP 合并 MODS 患者，病死率由 55.7%降

至 38.6%，并减轻内毒素血症大鼠肠黏膜损伤。

3.首次以“温下”的大黄附子汤治疗 SAP 患者，病死率由 16.8%降至 8.6%；并基于“肺

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治疗 SAP 合并 ARDS 患者，纠正低氧血症。可改善 SAP 大鼠肠

黏膜、肺泡上皮损伤。

4.首次发现：中性粒细胞和胰腺星形细胞对胰腺腺泡细胞胞浆钙振荡的湮灭作用是

胰酶异常分泌关键环节，光动力作用激活腺泡细胞膜“嘎嘣脆”受体逆转该作用；生物

发光的萤光酶与迷你单灌流酶底物后激活该受体产生持续胞浆钙振荡。胰腺腺泡细

胞存在 Ang-(1-7)、Mas 受体表达，Ang-(1-7)-Mas 受体轴下调腺泡细胞 MAPK、激活

PI3K 通路，抑制 SAP 炎症损伤，减轻微循环障碍。大黄素减少腺泡细胞自噬空泡；

改善血管内皮通透性；上调大鼠瘦素表达，减轻 SAP 损伤。

中国中医科学院黄璐琦院士、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澍田教授、

国际休克学会主席姚咏明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马堃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

医院齐文升教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评价该研究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代表性论文 20篇，其中 SCI 论文 11篇，总他引 755 次；获专利 5 项；主编专著 8

部，成果广泛应用，编入 3部“十二五”本科教材。

团队有国家名老中医 1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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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推荐

其申报 2021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是临床常见危重症，我国每年约有 8万人发病，病死率

高达 10%-30%，中西医结合诊疗具有优势和特色。项目组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经二

十年研究，在 SAP 并发 MODS 诊断、病情严重度评分，中西医结合治疗和发病机制

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创新点如下：

        创新点 1.率先制定新的 SAP 合并 MODS 诊断标准、病情严重度评分系统，首

次纳入胃肠系统功能评价，与 SOFA 评分效果一致，能实现早诊断，更利于临床使用，

更有效地诊治 SAP；并研发首个病情评估医用计算器、微信评分小程序，已在全国

数个省市推广应用。

        创新点 2.首次研制“理气消胀、通里攻下”通腑颗粒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西医

治疗基础上合用此方治疗 102例 SAP 合并 MODS 患者，病死率由 55.7%降至



38.6%。有效改善 SAP 患者胃肠功能，保护肠黏膜，降低患者肠黏膜通透性。可减

轻内毒素血症大鼠肠黏膜损伤，减少炎症因子表达。 

        创新点 3.在 SAP 中医治疗“峻下”理念基础上，首次创新性提出“温下”为主的治

疗原则，并改变大黄附子汤用药途径，有效提高了用药安全性和有效性。西医治疗

基础上合用此方治疗 105例 SAP 患者，病死率由 16.8%降至 8.6%；并基于“肺与大

肠相表里”理论，治疗 SAP 合并 ARDS 患者 20例，可纠正低氧血症，缓解病情。可

纠正 SAP 大鼠肠黏膜及肺泡上皮屏障损伤，降低血清淀粉酶和内毒素。

        创新点 4.实验研究首次发现：中性粒细胞和胰腺星形细胞对胰腺腺泡细胞胞浆

钙振荡的湮灭作用，是胰酶异常分泌关键环节，光动力作用激活腺泡细胞膜“嘎嘣脆”

受体可逆转该作用，为其体内激活和应用奠定前期基础。胰腺腺泡细胞存在 Ang-(1-

7)、Mas 受体表达，Ang-(1-7)-Mas 受体轴下调腺泡细胞 p38MAPK/NF-kB、激活

PI3K 信号通路，抑制 SAP 炎症损伤，改善胰腺微循环障碍，为 SAP提供治疗新靶点。

大黄素减少腺泡细胞自噬空泡形成；改善血管内皮通透性；上调 SAP 大鼠瘦素表达，

减轻 SAP疾病损伤。

        客观评价：研究成果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于胰腺领域权威期刊 Pancreatology，

主编评价“研究者将 ACE2-Ang-(1-7)-Mas 受体轴在 SAP 中研究带入细胞核领域，

Mas 受体在 SAP时核表达增加是个重要发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黄璐琦院士、国家消

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澍田教授、国际休克学会主席姚咏明教授、中

国中医科学院马堃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齐文升教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评价该研究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推广应用：代表性论文 20篇，其中 SCI 论文 11篇，总他引 755 次；申请专

利 6 项，获批 5 项；参编教材及主编专著 11部，发行 44万册，成果编入“十二五”

本科教材《急救医学》106页等 3部；举办学习班 30余次。成果推广至全国 31省

市 310家三甲与二甲医院，救治 11000余名患者，提高 SAP 临床诊疗水平和患者

生存质量。

        团队有国家名老中医 1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 1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 1人，国家卫生计生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人，北

京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卫生领军人 1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1人，北京

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 1人，北京市科技新星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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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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赪宏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主要完成人，负责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对创新点 1、2、4均

有重大贡献。主持 SAP 临床与发病机制的系统性研究，参与 SAP 合并 MODS 诊断

方案制定及病情评估医用计算器系统建立，为通腑颗粒的主要研究人。主持相关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北京市科技计划重大项目子课题

1 项，发表相关 SCI 论文 10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64篇，专著 4部，专利 1 项。

支持证明材料见附件 1-5、4-1、4-2、4-4、4-14—4-19、8-4。

姓名：崔宗杰

排名：2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创新点 4 的主要负责人和科技

设计者，致力 AP 胰酶分泌阻滞的分子机制研究。首次发现并命名“嘎嘣脆”受体，研

究蛋白质光敏剂和生物发光的光动力作用，永久性激活“嘎嘣脆”受体，缓解 AP 胰酶



分泌阻滞。主持相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973 计划子课题 1 项，发表相关 SCI

论文 38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0篇。支持证明材料见附件 4-9、4-12、4-13、8-

1、8-2。

姓名：路晓光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创新点 3 的主要负责人和科技设计者，系统开展 SAP 中西医结合

诊治临床和实验研究。主持大黄附子汤联合西医治疗 SAP 患者的临床效果研究；阐

明大黄附子汤治疗 SAP 并发肺肠损伤的药效学基础。主持相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省部级课题 1 项，发表相关 SCI 论文 8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32篇，专著 5

部。支持证明材料见附件 4-7、4-8、4-10、4-11、8-3。

姓名：张淑文

排名：4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创新点 1、2均有重大贡献，致力于中西医结合诊疗 SAP 临床

与实验研究。主持 MODS 临床研究，制定了新的 SAP 合并 MODS 诊断标准和评分

系统，建立了病情评估医用计算器系统；首次研制通腑颗粒并应用于 SAP 临床治疗，

在多家医院推广应用。主持北京市科委重大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发表相关论文 51

篇，专著 1部，专利 2 项。 支持证明材料见附件 1-1、1-2、4-1—4-6、8-5。

姓名：刘瑞霞

排名：5

职称：研究员,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协助完成相关科研项目申报、实施与总结，对创新点 4有重大贡

献。致力于 SAP 基础研究工作，深入研究 ACE2-Ang-(1-7)-Mas 受体轴在 SAP 发生

发展中的作用。主持相关国自然基金 2 项，省部级课题 3 项，局级课题 1 项，发表

相关 SCI 论文 11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30篇，专利 1 项。支持证明材料见附件 1-

5、4-14—4-19、8-4。

姓名：康新

排名：6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创新点 3有重大贡献。参与大黄附子汤联合西医治疗 SAP 患者

的临床疗效研究；阐明大黄附子汤治疗 SAP 并发肺肠损伤的药效学基础。主持相关



国自然基金 1 项，省部级课题 1 项，专利 2 项。支持证明材料见附件 1-3、1-4、4-

7、4-8、4-11、8-3。

姓名：段美丽

排名：7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创新点 1、2 的实施和推广应用，致力于 SAP 合并 MODS 的

临床诊疗。参与制定新的 SAP 合并 MODS 诊断标准和评分系统；成功将通腑颗粒应

用于 SAP 临床治疗，并推广至多家医院。主持北京市科技计划重大项目子课题 1 项，

发表相关论文 5篇，专著 1部。支持证明材料见附件 4-3—4-6。

姓名：齐文杰

排名：8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创新点 1 的实施和推广应用。参与制定新的 SAP 合并 MODS

诊断标准和评分系统，并推广至多家医院；深入研究大黄素减轻 SAP疾病损伤的相

关机制。参与北京市科技计划重大项目子课题 1 项，发表相关论文 7篇。支持证明

材料见附件 8-5。

姓名：王超

排名：9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创新点 1 的实施和推广应用。收集 SAP 病例的临床资料、数

据，新的 SAP 合并 MODS 诊断标准和评分系统的执笔人，参与建立病情评估医用计

算器系统，并推广至多家医院。参与北京市科技计划重大项目子课题 1 项，发表相

关论文 6篇，专利 1 项。支持证明材料见附件 1-2、4-1、4-2、8-5。

姓名：王婧

排名：10

职称：副主任医师,讲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创新点 4 的执行者，致力于 SAP 的实验与临床研究，深入研究

ACE2-Ang-(1-7)-Mas 受体轴减轻 SAP 炎症损伤的分子机制；研究大黄素减轻 SAP疾

病损伤的相关机制。主持完成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表相关论文 7篇。支持证

明材料见附件 4-14—4-17。

姓名：齐海宇

排名：11



职称：副主任医师,讲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创新点 4 的执行者，致力于 SAP 的实验与临床研究，深入研究

ACE2-Ang-(1-7)-Mas 受体轴减轻 SAP 炎症损伤的分子机制。发表相关论文 5篇。支

持证明材料见附件 4-14—4-17。

姓名：安玉苹

排名：12

职称：副研究员,副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创新点 3 的执行者，发现并研究光动力作用对“嘎嘣脆”受体的永

久性激活作用。支持证明材料见附件 4-9。

姓名：崔立建

排名：13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创新点 4 的执行者，利用细胞及小鼠 SAP模型，证实 ACE2-Ang-

(1-7)-Mas 受体轴通过抑制 p38 MAPK/NF-kB 通路减轻 SAP 炎症反应。支持证明材

料见附件 4-15—4-19。

姓名：于晓政

排名：14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创新点 4 的执行者，致力于 SAP 发病机制及药物干预研究，研究

ACE2-Ang-(1-7)-Mas 受体轴下调 p38MAPK/ NF-kB 通路减轻 SAP 炎症损伤的分子机

制。支持证明材料见附件 4-18、4-19。

姓名：王雪岩

排名：15

职称：其他,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在读博士）

对本项目的贡献：创新点 4 的执行者，致力于 SAP 的实验研究。利用小鼠 SAP模型，

证实 Ang-(1-7)改善 SAP 微循环障碍。支持证明材料见附件 4-19。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创新点 1、2 的主要实施单位。本单位牵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妇产医院参与，制定了 SAP 合并 MODS 新的诊断标准和评分系统，建立了病情



评估医用计算器系统；首次创制通腑颗粒治疗胃肠功能障碍合并症，并用于临床治

疗。丰富了临床 SAP 合并 MODS 诊疗方案，并将其成功在多家医院推广应用。 

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共同合作，开展了 SAP 的临床与基础多项研究。

单位名称：北京师范大学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创新点 4.1 的主要实施单位。致力于急性胰腺炎胰酶分泌阻滞的

分子机制研究。首次发现浸润中性粒细胞、驻在胰腺星形细胞之活动对胰腺腺泡细

胞表面受体的湮灭作用，以及这一湮灭作用对急性胰腺炎发生发展的影响。并据此

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光动力作用所产生的单线态氧分子，永久性激活

胰腺腺泡细胞基底部质膜所表达胆囊收缩素 1型受体（“嘎嘣脆”受体）。研究了基

因编码的蛋白质光敏剂的光动力作用，激活“嘎嘣脆”受体的分子和细胞生理学基础，

及其对急性胰腺炎胰酶分泌阻滞的缓解作用。

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联合开展 SAP 发生发展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研

究，在分子机制研究和开发中药临床应用取得创新性成果。

单位名称：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创新点 3 的主要实施单位。首次提出改变大黄附子汤(DHFZT)用

药途径，提高用药安全性和有效性；主持 DHFZT联合西医治疗 SAP 患者的临床效果

研究，降低病死率，减少平均住院费用，改善了 SAP 患者的预后；进一步治疗 SAP-

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疗效良好；阐明 SAP-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复杂致病机制，阐明

DHFZT治疗 SAP 并发肺肠损伤的药效学基础。 

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等单位共同合

作开展了 SAP 的诊疗新技术建立和推广应用。

单位名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排名：4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创新点 4.2 的主要实施单位，对创新点

1、2均有 重大贡献。参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牵头制定的 SAP 合并新

的 MODS 诊断标准和评分系统；首次创制通腑颗粒治疗 SAP 合并胃肠功能障碍。

首次发现胰腺腺泡细胞中存在 Mas 受体的表达，ACE2-Ang-(1-7)-Mas 受体轴抑制

SAP 炎症损伤和微循环障碍，为 SAP 治疗提供新靶点。

与北京师范大学、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共同合

作，开展了 SAP 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