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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视网膜母细胞瘤综合治疗策略的构建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北京大学

推荐意见：                                                                  

    视网膜母细胞瘤(retinoblastoma，RB)是婴幼儿最常见的眼内恶性肿瘤，梁建宏教

授领导的团队历经 20 年，对 RB 的干预策略、应用基础研究、行业规范等进行系统

探索，构建了完整的 RB 防治技术体系并获得良好推广，重要进展如下：

1. 推动诊疗技术的更新及行业规范制定及推广：建立完善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综合治

疗体系，创建了先进、实用、可推广的诊治规范，成功向国内其他医疗单位推广，

患者的生存率以及保眼率大幅度提高，研发了国内首部 810nm 波长大光斑间接眼底

镜激光仪，并率先将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联合抗肿瘤化疗药物应用于视网膜母

细胞瘤的治疗，提高了难治型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治疗效果。

2. 基于 RB 治疗策略的应用基础研究：发现 RB 房水中与疾病发生发展相关的多种细

胞因子和蛋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肿瘤的分子途径和固体分子靶点，为 RB 的治疗和

早期诊断提供新的策略。并发现相关药物治疗的机制，为眼内注射药物治疗 RB 提供

理论依据。

3. 代表性论著情况：包括牵头制定国内指南 1 部，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发表中英文

相关论文 11 篇，其中 SCI 论文 3 篇。

4. 应用推广情况：以 RB 治疗策略参编眼科学研究生教材 1 部。参加全国各种学术

会议做 RB 治疗主题演讲 100 余次，组织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进行 RB 治疗策略授

课 20 余次，培训眼科专业医师500 余人等。

项目公示未收到异议，同意推荐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视网膜母细胞瘤(retinoblastoma，RB)是婴幼儿最常见的眼内恶性肿瘤，严重危害

患儿的生命及视功能，全球发病率约为 1:15000-1:18000。在我国，每年新发病例

超过 1100人。在本世纪初，由于各地医疗水平发展差异，对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认

识和诊疗技术不足，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患者的初诊时间和病程普遍偏晚，治

疗效果较差。而彼时多数医疗单位仍把眼球摘除作为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主要治疗手

段。

    为了控制肿瘤发展，降低我国患者眼球摘除率以及因肿瘤转移造成的致死率，本

项目从临床需求出发，探索疾病干预机制，深入思考 RB 治疗的核心目标与关键技术，

创新性构建 RB 治疗策略，力求探索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有效治疗方案，并于全国范围

内推广，以提高国内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诊疗技术。新的治疗策略实施以后，本研究

显示，建立完善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综合治疗体系，提高患者的总体存活率和保眼率，

使得患者总体存活率达97%，早期(Ⅰ-Ⅱ期)、中期（Ⅲ-Ⅳ期）和晚期（Ⅴ期）肿瘤

眼球保存率分别达 100%、76%和 14.3%。迄今为止，在我院接受有效救治的患者已

超过500 余人。

    本项目历时 20 年，对 RB 的干预策略、应用基础研究、行业规范等进行系统探索，

构建了完整的 RB 防治技术体系并获得良好推广。研究成果借助多种形式进行推广,



包括牵头制定国内指南 1 部，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发表中英文相关论文 11 篇，其中

SCI 论文 3 篇。以 RB 治疗策略参编眼科学研究生教材 1 部。参加全国各种学术会议

做 RB 治疗主题演讲 100 余次，组织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进行 RB 治疗策略授课

20 余次，培训眼科专业医师500 余人等。

    除了构建 RB临床治疗策略，本项目还针对 RB 治疗策略进行了应用基础研究：

（1）通过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技术分析 RB 患者房水蛋白，发现 PEDF与 RB

发病存在关联，为寻找 RB 治疗的新靶点提供了理论依据。（2）对 RB 患者眼房水

进行多因子分析，发现 RB 患者 IP-10、IL-6、IL-7、IL-8、IFN-γ、PIGF-1、VEGF-

A、β-NGF、HGF、EGF、FGF-2 水平升高可能与 RB 有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肿瘤的

分子途径和固体分子靶点，为 RB 的治疗和早期诊断提供新的策略。（3）卡铂和贝

伐单抗联合应用通过抑制 PI3K/Akt 和MAPK/ERK途径，在体内外对晚期人视网膜母

细胞瘤具有更大的抗肿瘤作用，为眼内注射药物治疗 RB 提供理论依据。（4）应用

基因捕获技术联合 Sanger测序可有效筛选 RB 患者 RBI 基因突变,发现了 2例 RB 患

者新的 RB1 生殖细胞突变,补充了 RB1 基因突变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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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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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梁建宏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的总设计和主要实施完成人，是本单位眼内肿瘤组组长。

主要贡献为项目策划、课题主持与开展、数据分析、技术推广、方案实施与总结、

手术操作，对本项目主要技术创新点的一、二、三点有重大贡献。建立了视网膜母

细胞瘤的综合治疗体系，提高视网膜母细胞瘤患者的生存率及保眼率，开展视网膜

母细胞瘤遗传学与基础学研究，并积极推广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综合治疗规范；同时

拥有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将其实用化（见附件 1、2）。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完成

论文 9篇（见附件 1-6,9-11）。培养硕士研究生 2 名；积极开办全国性学习班并举

办全国性会议（附件 14、15），牵头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视网膜母细胞瘤诊疗指南

（附件 17）。

姓名：程湧

排名：2

职称：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参与本项目实施和完成，主要贡献

为项目策划、课题开展、数据分析、技术推广和手术操作，对创新点一（4、5）和

二（2）具有重大贡献，完成了玻璃体腔注射抗 VEGF药物联合卡铂治疗难治型视网

膜母细胞瘤了的疗效观察并完成了眼外期视网膜母细胞瘤综合治疗后的生存率研究

分析,并完成了抗 VEGF药物和卡铂联合治疗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基础研究。参与发表

论文 6篇（见附件 4-2、3、4、9、10、11）。协助梁建宏教授举办相关学习班和

培训工作，本人在该项目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

姓名：石璇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项目的完成人之一，为本项目的顺利开展与完成提供指导，本

人在儿童眼病研究中经验丰富，积极协助开班全国性学习班并举办全国性大型会议，

积极推广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综合治疗规范。本人在该项目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25%。

姓名：邓洵

排名：4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眼球摘除手术治疗优化：综合借鉴眼整形美

容专业及斜视专业手术操作技术，对手术操作步骤进行一定优化并缩短手术操作时

间，有效缩短患者术后恢复时间。

2.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病理诊断及高危病理因素分析：针对眼球摘除病理标本，在病

理诊断基础上将临床高危因素及病理高危因素进行分析，对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转移

及预后判断提供支持

3.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眼底相与转移相关性分析：针对诊断后随访患者中眼底相视神

经遮蔽情况变化的患者，与最终病理结果显示视神经筛板后侵犯进行相关性分析，

对视网膜母细胞瘤眼球摘除手术时机判断提供支持

4.视网膜母细胞瘤患者随诊信息系统搭建：搭建移动随访系统对视网膜母细胞瘤患

者进行

姓名：朱雪梅

排名：5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临床上协助随访、管理患者，执行治疗方案，采集相关数据，参

与完成《规范开展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基因检测》、《晚期视网膜母细胞瘤视盘遮蔽

与视神经侵犯程度的相关性研究》等文章。不断探索、创新，在原有专利基础上申

请科研课题，促进成果转化，研发更适合临床需求的可商品化推广的可调节光斑头

戴式眼内肿瘤激光治疗装置，提高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诊疗效率。积极开展视网膜母

细胞瘤相关的基础研究。参与每年定期举办的各种学习班、区域或国际性会议，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本项目技术；援藏期间为藏区的眼科医务工作者普及视网膜母细胞

瘤的诊疗知识、进一步推广本项目技术。

姓名：令狐丹丹

排名：6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了中国视网膜母细胞瘤诊断和治疗指南（2019）的书

写、编辑和整理工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视网膜母细胞瘤病例资料的整理工作，积

极开展视网膜母细胞瘤相关的基础研究。参与每年定期举办的各种学习班、区域或

国际性会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本项目技术；

姓名：程翼飞



排名：7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在眼科梁建宏教授、黎晓新教授的带领下，在国内率先开展

儿童视网膜母细胞瘤患者化疗的临床工作，配合眼科的局部治疗，救治了一大批视

网膜母细胞瘤患儿，保住了患儿的眼睛。在此基础之上，总结儿童视网膜母细胞瘤

化疗工作，在国内率先发表相关文章 3 篇，是国内视网膜母细胞瘤全身化疗的开拓

性文献。

姓名：黄旅珍

排名：8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基础研究部分的设计和实施，为项目的完成提供科研

方面的重要指导，对创新点二做出突出贡献，主要完成了抗 VEGF联合卡铂在体内

及体外模型对视网膜母细胞肿瘤的疗效研究，以参与完成了 2 篇 SCI 文章（见附件

4-9、10） ，本人在该项目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

姓名：孟庆娱

排名：9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项目的完成人之一，对技术创新点二、三具有重要贡献，完成

了视网膜母细胞瘤基因突变的筛选，补充了我国 RB1 的基因突变谱，有利于视网膜

母细胞瘤患者家庭的分子遗传学诊断和遗传咨询。积极协助开班全国性学习班并举

办全国性大型会议，积极推广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综合治疗规范，参与本项目研究成

果的数据采集，参与数据分析、成果整理和文章书写。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SCI 文

章 1 篇和中文核心 1 篇，本人在该项目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0%。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作为本项目的完成单位，承担了项目的开展和

实施，也在项目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中做出重要贡献。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拥有与国际同步的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项目完成人并率先

在国内利用巩膜放射敷贴器局部放疗、肿瘤切除联合局部放射治疗、全身化疗联合

眼局部治疗等方式对脉络膜恶性黑色素瘤、脉络膜转移癌、视网膜母细胞瘤等眼内

恶性肿瘤进行保眼治疗，目前眼内恶性肿瘤患者的眼球保存率及生存率处在国内领

先水平。

2.建立完善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综合治疗体系，创建了先进、实用、可推广的诊治规



范，成功向国内其他医疗单位推广，患者的生存率以及保眼率大幅度提高，主要治

疗效果指标达到国际同期水平，研发了国内首部 810nm 波长大光斑间接眼底镜激

光仪，并率先将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联合抗肿瘤化疗药物应用于视网

膜母细胞瘤的治疗，提高了难治型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治疗效果，对提高我国视网膜

母细胞瘤的诊疗技术水平发挥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开办多次市级以及国家级学习班、举办多次区域或国际性会议，建立了覆盖北京、

河北、河南、山东、东北三省、内蒙、甘肃等地区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等儿童眼病防

治网络体系，推广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综合治疗体系，目前已经在多家单位得到应用，

并取得良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