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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乙肝肝硬化及相关并发症临床诊疗关键机制的研究与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

推荐意见：                                                                  

    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分析，明确了内脏血管扩张是肝硬化腹水、肝肾综合征、肝

硬化消化道出血、脓毒症等发生的关键因素，收缩血管是肝硬化腹水、肝肾综合征、

肝硬化消化道出血、脓毒症等的关键方案。

     组织肝病和消化、感染、药学和统计等领域专家制定了《肝硬化门静脉高压食管

胃静脉曲张出血的防治指南》、《肝硬化腹水及相关并发症的诊疗指南》、《肝硬

化肝性脑病诊疗指南》、《肝硬化诊治指南》等。其中《肝硬化腹水及相关并发症

的诊疗指南》和《肝硬化肝性脑病诊疗指南》是我国首个肝硬化腹水、肝性脑病相

关诊疗指南。《肝硬化腹水及相关并发症的诊疗指南》其英文版在杂志

《Hepatology International》上发表，《Journal of Hepatology》主编、国际腹水俱

乐部（ICA）主席 Angeli 教授对腹水指南发表述评：“伟大的国家，宏伟的目标”。

     多次在全国及国际肝病学术大会上进行研究成果报告，举办学术讲座，对国内多

家单位展开培训，使肝硬化及并发症关键发病机制、诊疗方案等研究成果在国内医

院得以广泛应用。已发表的论文中，代表性论文 20 篇发表在《Hepatology》等杂志

上，累计影响因子 67.86，单篇最高影响因子 14.679，累计被引 208 次，他引 16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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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前瞻性为主、多中心、开放性临床观察性研究，建立了乙肝肝硬化抗病毒治

疗受试者队列。939 例的乙肝肝硬化队列中，失代偿期肝硬化 317 名，代偿期 622

名。在 622 名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中，经过 3 年的抗病毒治疗，16 例受试者发生失代

偿（4.1%），24 例发生肝癌（5.6%），2 例发生死亡（0.4%）。与未接受抗病毒

治疗相比，肝硬化失代偿、肝癌、死亡 1 年、2 年和 3 年分别下降 40%、54%和

52%。Child-Pugh和MELD评分总体呈下降趋势， 0-26周下降最为明显。52周、

104周和 156周的 HBV DNA阴转率分别为 68.4%、80.8%和 86.7%。肝脏弹性硬度

总体下降，0-78周下降较多，78周后下降趋于平缓。生活质量评分上，两组的均有

所改善。

        555例的乙肝受试者队列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经过 10 年抗病毒治疗，发生

肝硬化、肝癌分别为 7.4%、2.8%，与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受试者相比，5年肝硬化

累积发生率下降了 16.3%，5年肝癌累积发生率下降了 2.2%，10 年肝硬化累积发生

率下降了 32.6%，10 年肝癌累积发生率下降了 7.2%。

       1417 名乙肝患者的肝穿结果显示，Scheuer系统炎症分级G0-1 为 784人，G2

为 454人，G3 为 179人；纤维化分期 S0-1 为 656人，S2 为 360人，S3 为 190

人，S4 为 211人。乙肝初治患者经过 48周的抗病毒治疗后，65.5%的患者发生了

Knodell 评分下降，25.3%患者 Ishak评分下降，显著肝纤维化从基线期的 15.8%下



降到 48周的 9.2%。

       肝硬化门脉高压致使血管活性物质分泌增多或活性增强使内脏血管扩张，明确

了肝硬化引起的内脏血管扩张是肝硬化腹水、肝肾综合征、肝硬化消化道出血、脓

毒症等发生的关键因素，收缩血管是肝硬化腹水、肝肾综合征、肝硬化消化道出血、

脓毒症等的关键方案。

       作为牵头人，组织肝病和消化、感染、药学和统计等领域专家制定了《肝硬化

门静脉高压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的防治指南》、《肝硬化腹水及相关并发症的诊疗

指南》、《肝硬化肝性脑病诊疗指南》、《肝硬化诊治指南》等。《肝硬化腹水及

相关并发症的诊疗指南》和《肝硬化肝性脑病诊疗指南》是我国首个肝硬化腹水、

肝性脑病相关诊疗指南。《肝硬化腹水及相关并发症的诊疗指南》英文版在

《Hepatology International》上发表，《Journal of Hepatology》主编、国际腹水俱

乐部（ICA）主席 Angeli 教授对腹水指南发表述评：“伟大的国家，宏伟的目标”。

       多次在全国及国际肝病大会上进行研究成果报告，举办学术讲座并进行了全国

培训，使肝硬化及并发症诊疗方案等研究成果在国内医院得以广泛应用。已发表的

论文中，代表性论文 20 篇发表在《Hepatology》等杂志上，累计影响因子 67.86，

单篇最高影响因子 14.679，累计被引 208 次，他引 16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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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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元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北京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系主任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课题负责人完成多项乙肝肝硬化及失代偿并发症相关的国自

然、科技部重大专项及北京市科委课题。分析我国肝硬化及相关并发症患者的临床

特征,建立我国肝硬化患者临床队列，为肝硬化及其并发症关键机制的研究提供基础。

作为牵头人，组织肝病、消化、感染、药学和统计等领域专家制定了《肝硬化门静

脉高压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的防治指南》、《肝硬化腹水及相关并发症的诊疗指

南》、《肝硬化肝性脑病诊疗指南》、《肝硬化诊治指南》等。课题总负责人，负

责选题、方案设计、技术路线实施、成果推广应用。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的一、三、

四、五部分做出实质性贡献，工作量占日常工作的 60%。

姓名：赵景民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病理诊断与研究中心主任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参与完成多项乙肝肝硬化及失代偿并发症相关的国家自然基

金、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及北京市科委课题，课题分析了我国肝硬化及相关并发症

患者的临床特征，有助于高危人群的筛查、预防控制策略的制定。建立肝硬化患者

病理组织标本库，探究肝炎患者肝纤维化进展的具体机制，为肝硬化患者肝纤维化

机制研究提供技术基础。通过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等明确了 CXCL16 在肝星状细胞

中的自分泌在肝纤维化进展的影响，还证明了 IL-22 可能通过激活肝星状细胞来促

进肝纤维化的纤维化进程。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的一、二部分做出实质性贡献，工作

量占日常工作量的 50%。

姓名：于岩岩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感染疾病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参与完成多项乙肝及肝硬化相关的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及北

京市科委课题。课题分析了我国肝硬化及相关并发症患者的临床特征，有助于高危

人群的筛查、预防控制策略的制定。建立了我国肝硬化患者的临床队列，为肝硬化

及其并发症关键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对肝硬化患者进行随访，并分析数据，探

究肝硬化患者发生失代偿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开办全国学术会议及培训班并将研究

成果介绍给基层临床医生。参与课题设计、实验方案制定、研究成果总结及推广。

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的一、三部分做出实质性贡献，工作量占日常工作量的 50%。

姓名：王艺瑾

排名：4

职称：副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主要参与肝硬化患者肝纤维化机制的研究，为肝硬化患者肝

纤维化机制研究提供技术基础。通过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等技术明确了 CXCL16 在

肝星状细胞中的自分泌在肝纤维化进展的影响。证明了 IL-22 可能通过激活肝星状

细胞来促进肝纤维化的纤维化进程。参与我国肝硬化患者的临床队列研究，为肝硬

化及其并发症关键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对肝硬化患者进行随访，并分析数据，

探究肝硬化患者发生失代偿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的一、二部分做

出实质性贡献，工作量占日常工作量的 40%。

姓名：徐京杭

排名：5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感染疾病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参与完成多项乙肝及肝硬化相关的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及北

京市科委课题。课题分析了我国肝硬化及相关并发症患者的临床特征，有助于高危

人群的筛查、预防控制策略的制定。建立了我国肝硬化患者的临床队列，为肝硬化

及其并发症关键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对肝硬化患者进行随访，并分析数据，探

究肝硬化患者发生失代偿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参与课题设计、实验方案制定、研究

成果总结及推广。在全国学术会议报告课题研究成果，并在国内多家医院开展培训

班。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的第三部分做出实质性贡献，工作量占日常工作量的 40%。

姓名：刘树红

排名：6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主要参与肝硬化患者肝纤维化机制的研究，为肝硬化患者肝

纤维化机制研究提供技术基础。通过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等明确了 CXCL16 在肝星

状细胞中的自分泌在肝纤维化进展的影响。证明了 IL-22 可能通过激活肝星状细胞

来促进肝纤维化的纤维化进程。参与我国肝硬化患者的临床队列研究，为肝硬化及

其并发症关键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对肝硬化患者进行随访，并分析数据，探究

肝硬化患者发生失代偿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的第二部分做出实质

性贡献，工作量占日常工作量的 30%。

姓名：陆海英

排名：7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参与完成多项乙肝及肝硬化相关的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课题。

课题分析了我国肝硬化及相关并发症患者的临床特征，有助于高危人群的筛查、预

防控制策略的制定。建立了我国肝硬化患者的临床队列，为肝硬化及其并发症关键

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对肝硬化患者进行随访，并分析数据，探究肝硬化患者发

生失代偿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参与课题设计、实验方案制定、研究成果总结及推广。

在全国学术会议报告课题研究成果，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的第一部分做出实质性贡献，

工作量占日常工作量的 30%。

姓名：蒋丽娜

排名：8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主要参与肝硬化患者肝纤维化机制的研究，为肝硬化患者肝

纤维化机制研究提供技术基础。通过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等明确了 CXCL16 在肝星

状细胞中的自分泌在肝纤维化进展的影响。证明了 IL-22 可能通过激活肝星状细胞

来促进肝纤维化的纤维化进程。参与我国肝硬化患者的临床队列研究，为肝硬化及

其并发症关键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对肝硬化患者进行随访，并分析数据，探究

肝硬化患者发生失代偿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的第二部分做出实质

性贡献，工作量占日常工作量的 30%。

姓名：吴赤红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参与完成多项乙肝及肝硬化相关的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课题。

课题分析了我国肝硬化及相关并发症患者的临床特征，有助于高危人群的筛查、预

防控制策略的制定。建立了我国肝硬化患者的临床队列，为肝硬化及其并发症关键

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对肝硬化患者进行随访，并分析数据，探究肝硬化患者发



生失代偿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参与课题设计、实验方案制定、研究成果总结及推广。

在全国学术会议报告课题研究成果，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的第一部分做出实质性贡献，

工作量占日常工作量的 30%。

姓名：刘红杨

排名：10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主要参与肝硬化患者肝纤维化机制的研究，为肝硬化患者肝

纤维化机制研究提供技术基础。通过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等明确了 CXCL16 在肝星

状细胞中的自分泌在肝纤维化进展的影响。证明了 IL-22 可能通过激活肝星状细胞

来促进肝纤维化的纤维化进程。参与我国肝硬化患者的临床队列研究，为肝硬化及

其并发症关键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对肝硬化患者进行随访，并分析数据，探究

肝硬化患者发生失代偿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对主要科技创新中的第二部分做出实质

性贡献，工作量占日常工作量的 30%。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1.全面管理本项目的设计、实施以及实验结果的审查。2.负责本

项目的研究经费、人员组成、组织项目实施。3.协调实验设备、仪器以及实验场所。

4.协调标本收集等。

单位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1.负责本项目部分课题的设计、实施以及实验结果的审查。2、

负责本项目部分人员组成、组织项目实施。3.协调研究所需实验设备、仪器以及实

验场所。4.协调受试者及受试者标本收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