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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儿童心肌炎发病机制的研究与临床诊疗体系的建立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山东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心肌炎是儿童常见疾病，其诊断和治疗是临床上的难点。项目组应用心脏磁共振

进行儿童心肌炎诊断和随访，寻找外周血中可早期诊断心肌炎的生物标志物，分别

针对感染、免疫等病因，应用个体化治疗方案，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主要研究内容

如下：

    1.开展心肌炎发病机制的研究。构建了心肌炎的免疫信号通路网络、lncRNA-

mRNA 及 circRNA-miRNA-mRNA 关系网络。

    2.开展心脏磁共振(CMR)在儿童心肌炎诊断中的临床应用。迄今已开展 CMR 415

例，其中心肌炎 220 例，暴发性心肌炎 50 例，系统评估了 CMR 在儿童心肌炎诊断

和随访中的价值。

    3.建立儿童心肌炎临床诊疗体系。建立了儿童心肌炎综合诊疗平台和暴发性心肌

炎救治中心，开通急诊绿色通道，多学科通力合作，使暴发性心肌炎的死亡率远远

低于国内甚至国际平均水平。

    4.开展儿童心肌炎多中心临床研究。建立多中心数据库“儿童心脏病流行病学调查

与精准化治疗平台”。开展儿童心肌炎的多中心临床研究，为心肌炎精准医学相关技

术标准与诊疗规范提供依据。

    该项目在国内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培养博士研究生 7 名，硕士研究生 16 名。

选取 20 篇论文为代表性论文，其中 SCI 论文 9 篇，累计影响因子 21.331，共被引

125 次。主编及参编著作 16 部。在国际最具权威性的欧洲心脏病年会大会发言 2 篇

及壁报交流 6 篇，在亚太儿童心脏病会议上大会发言 1 篇，在国内北京、上海等权

威学术会议上广泛交流推广，在山东省内 16 地市推广应用，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

育学习班 6 期共计 2000余人次。该研究为儿童心肌炎的诊疗建立了完善的临床诊

疗体系，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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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属于临床医学小儿内科学领域。心肌炎是儿童的常见疾病，早期症状不典

型，易造成漏诊和误诊，可发展为慢性心肌炎或扩张型心肌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

质量且致死率极高。心肌炎的诊断和治疗仍是临床难点，诊断方面缺乏无创性、特

异性的心肌炎生物学标记物；治疗方面缺乏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无法有效逆转病理

生理过程。项目组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探索攻关，在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山东

省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等课题资助下，在早期心脏磁共振(CMR)研究多数是针对成人患

者，在儿童心肌炎中的应用价值尚不确定的困境下，积极推进和开展 CMR 在儿童心

肌炎诊断中的临床应用研究；同时创新性地确立了关键免疫信号通路，提出新的诊

断标志物和治疗靶点。取得如下创新：

    1.开展心肌炎发病机制的研究。①构建免疫信号通路网络，揭示 CD40/CD40L共



刺激信号在心肌炎发病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②首次构建了 CD40siRNA 慢病毒载体，

验证了 CD40siRNA 对自身免疫性心肌炎(EAM)大鼠的干预作用，发现了心肌炎治疗

的新靶点。

    2.开展心肌炎表观遗传学调控机制的研究。①建立心肌炎标本库，对长非编码

RNA(lncRNA)、环状 RNA(circRNA)进行筛选，构建了 lncRNA-mRNA 及 circRNA-

miRNA-mRNA 的关系网络；②明确 RNA 分子 lncRNANONHSAT253897.1 及

circ_0071542 具有心肌炎诊断标志物和治疗靶点的潜力。

    3.开展心脏磁共振(CMR)在儿童心肌炎诊断中的临床应用。心肌炎诊断金标准为

心内膜心肌活检，由于其有创且敏感度较低，无法广泛应用于临床。本项目已开展

CMR 415 例，其中心肌炎 220 例，暴发性心肌炎 50 例，系统评估了 CMR 在儿童心

肌炎诊断和随访中的价值。①明确 CMR 是儿童心肌炎安全有效的无创性检查手段。

②证实 CMR 及延迟强化扫描可以提高儿童心肌炎的诊断率，并可以动态观察心肌炎

症的变化，获得潜在病因、风险评估及预后等信息。

    4.建立儿童心肌炎临床诊疗体系。①建立山东省立医院儿科联盟，构建山东省儿

童心肌炎综合诊疗平台。②建立儿童重症心肌炎和暴发性心肌炎救治中心，开通急

诊绿色通道，小儿心脏科、超声诊疗科、PICU、心外科、介入诊疗科、麻醉科等通

力合作，使暴发性心肌炎的死亡率远远低于国内甚至国际平均水平。

    5.开展儿童心肌炎多中心临床研究。①建立多中心数据库“儿童心脏病流行病学调

查与精准化治疗平台”。②开展儿童心肌炎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生物样本库建设，建立

心肌炎精准化诊疗平台，为心肌炎精准医学相关技术标准与诊疗规范提供依据。

    该项目在国内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培养博士研究生 7 名，硕士研究生 16 名。

选取 20 篇论文为代表性论文，其中 SCI 论文 9 篇，累计影响因子 21.331，共被引

125 次。主编及参编著作 16 部。在国际最具权威性的欧洲心脏病年会大会发言 2 篇

及壁报交流 6 篇，在亚太儿童心脏病会议上大会发言 1 篇，在国内北京、上海等权

威学术会议上广泛交流推广，在山东省内 16 地市推广应用，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

育学习班 6 期共计 2000余人次。该研究为儿童心肌炎的诊疗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建立了完善的临床诊疗体系，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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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价值

中华实用儿

科临床杂志

2014,

9(13):

974-

978

0 韩波 0 5

否

20

双源射频发射技术在

3.0TMR 心脏成像中

的优势

中国医学影

像技术

2013,

29(10)

:1715-

1719

0 王光斌 0 0

否

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韩波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儿科主任

工作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主持项目的设计、申报、实施和验收结题。（附件 8-1、8-

2、8-3）

2.作为通讯作者指导完成论文，编写著作。（附件 4-1、4-2、4-3、4-4、4-8、4-



10、4-11、4-12、4-13、4-14、4-15、4-16、4-17、4-18、4-19、10-1、10-

2）

3.主持儿童心肌炎临床体系和心肌炎临床数据库的建立。

4.主持进行项目的查新、查引。（附件 5-1、6-1）

5.对项目进行大力推广应用。（附件 3-1、3-2、3-3、3-4、3-5、3-6）

6.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姓名：王翠艳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作为项目骨干参与项目的申报、设计、实施和验收结题，为心

肌炎患儿进行高质量的心脏磁共振检查，作为通讯作者和参与者完成论文。（附件

4-5、4-6、4-7、4-9、4-20、8-2）

2.参与儿童心肌炎临床体系和心肌炎临床数据库的建立。

3.参与项目的查新、查引。（附件 5-1、6-1）

4.对项目进行大力推广应用。（附件 3-1、3-2、3-3、3-4、3-5、3-6）

姓名：姜殿东

排名：3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作为项目骨干参与了项目的申报、设计、实施和验收结题。

（附件 8-2、8-3）

2.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儿童心肌炎临床体系和心肌炎临床数据库的建立。

3.参与进行项目的查新、查引。（附件 5-1、6-1）

4.对项目进行大力推广应用。（附件 3-1、3-2、3-3、3-4、3-5、3-6）

5.作为临床教师，进行临床技术指导和教学，协助培养研究生。

姓名：王静

排名：4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作为项目骨干参与了项目的申报、设计、实施和验收结题，参

与完成论文。（附件 8-2、8-3）

2.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儿童心肌炎临床体系和心肌炎临床数据库的建立。

3.参与进行项目的查新、查引。（附件 5-1、6-1）

4.对项目进行大力推广应用。（附件 3-1、3-2、3-3、3-4、3-5、3-6）

姓名：朱梅

排名：5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超声诊疗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为心肌炎儿童进行高质量的超声心动图检查，作为项目骨干参

与了项目的申报、设计、实施和验收结题，参与完成论文。（附件 4-14、4-15、4-

16、8-2、8-3）

2.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儿童心肌炎临床体系和心肌炎临床数据库的建立。

3.参与进行项目的查新、查引。（附件 5-1、6-1）

4.对项目进行大力推广应用。（附件 3-1、3-2、3-3、3-4、3-5、3-6）

姓名：吕建利

排名：6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作为项目骨干参与了项目的申报、设计、实施和验收结题，参

与完成论文。（附件 4-12、8-2、8-3）

2.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儿童心肌炎临床体系和心肌炎临床数据库的建立。

3.参与进行项目的查新、查引。（附件 5-1、6-1）

4.对项目进行大力推广应用。（附件 3-1、3-2、3-3、3-4、3-5、3-6）

姓名：贾海琳

排名：7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了项目的实施和验收结题，进行动物实验和分子生物学实

验，作为第一作者完成论文。（附件 4-8）

2.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儿童心肌炎临床体系和心肌炎临床数据库的建立。

3.协助项目的查新、查引。（附件 5-1、6-1）

4.协助进行项目推广应用。（附件 3-1、3-2、3-3、3-4、3-5、3-6）

姓名：赵立健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作为项目骨干参与了项目的申报、设计、实施和验收结题，参

与完成论文。（附件 4-2、4-3、8-1、8-2、8-3）

2.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儿童心肌炎临床体系和心肌炎临床数据库的建立。

3.参与进行项目的查新、查引。（附件 5-1、6-1）

4.对项目进行大力推广应用。（附件 3-1、3-2、3-3、3-4、3-5、3-6）

姓名：伊迎春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作为项目骨干参与了项目的申报、设计、实施和验收结题，参

与完成论文。（4-19、8-1、8-2、8-3）

2.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儿童心肌炎临床体系和心肌炎临床数据库的建立。

3.参与进行项目的查新、查引。（附件 5-1、6-1）

4.对项目进行大力推广应用。（附件 3-1、3-2、3-3、3-4、3-5、3-6）

5.作为临床教师，进行临床技术指导和教学，协助培养研究生。

姓名：张建军

排名：10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儿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作为项目骨干参与了项目的申报、设计、实施和验收结题，参

与完成论文。（附件 4-19、8-1、8-2、8-3）

2.作为骨干成员，参与儿童心肌炎临床体系和心肌炎临床数据库的建立。

3.参与进行项目的查新、查引。（附件 5-1、6-1）

4.对项目进行大力推广应用。（附件 3-1、3-2、3-3、3-4、3-5、3-6）

5.作为硕士生导师，进行临床技术指导和教学，协助培养研究生。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是本研究的主

要承担单位，省立医院中心实验室为山东省重点实验室，为项目的动物实验、细胞

实验和分子生物学实验提供了良好的科研平台。单位科研方面的管理规定，为项目

的完成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本单位为项目的申报、管理和结题验收提供了必要

条件，为本项目全部知识产权和论文的所有单位。承担本课题的小儿心脏科对儿童

心肌炎的临床诊治与研究均居国内先进水平、省内领先水平，吸引了山东省内外心

肌炎儿童就诊，为项目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临床资源。项目组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3 项、青年项目 1 项，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子课题 1 项，山东省自

然科学基金 2 项，山东省科技攻关项目 2 项，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 1 项，济南市科

技发展计划 2 项，并承担山东省卫计委“心肌炎的诊疗技术”适宜技术推广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