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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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EBV与CMV感染精准诊疗体系的构建及临床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儿童感染病学的应用研究范畴。

  Epstein-Barr 病毒和巨细胞病毒（CMV）均属于疱疹病毒属，人群感染率达 90%以上。儿

童EBV 感染可累及全身各脏器，临床表现多样，误诊率高达 34%；原发性EBV感染的典型临床

表现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其中5-10% EBV-IM患儿可进展为重症，并发噬血细胞

综合征（HLH）时，其病死率高达 50%，因此如何早期预警对改善患儿预后尤为重要；在先天性

CMV 感染患儿中，约 60%患儿存在神经系统后遗症，故寻找 CMV 感染干预的新靶点是治疗的

关键和难点。鉴此，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及江苏省医学会儿科医学科研专项等

多项科研项目资助下，依托苏州大学儿科临床研究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国家重点实验室，

项目组围绕儿童 EBV与CMV感染精准诊疗进行系列研究，并将部分研究成果转化于临床，指导

儿童 EBV与CMV感染的诊治。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

（1）基于临床大样本数据构建了儿童EBV和CMV感染疾病谱，揭示了 EBV感染临床表现与患

儿免疫状态、年龄及病毒载量的相关性，阐述了CMV感染与婴幼儿反复喘息、住院时长及百日咳

患儿不良结局的相关性，为EBV与CMV感染的合理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2）优化 EBV-IM 诊断策略，通过对比分析 EBV 血清学、分子生物学以及非特异性指标在 

EBV-IM 中的灵敏度、特异度、ROC 曲线下面积（AUC），提出了针对不同年龄组、不同病程 

EBV-IM 患儿的最佳检测手段，构建了更为精准、全面、个体化的诊断体系。

（3）建立了儿童 EBV-HLH 早期预警体系，项目组从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指标、

以及 EBV病毒感染时象等方面深入探讨了 EBV-HLH的早期预警指标，揭示了 EBV再活化、高

D 二聚体、高病毒载量是 EBV-HLH 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了儿童 EBV-HLH 早期预警体系，

改善了患儿预后。

（4）先天性 CMV 感染干预靶点的探究及机制研究，项目组借助 THP-1 细胞和重组 

HEK293T 细胞，从分子水平揭示了 hCMVpUL83 蛋白抑制巨噬细胞中 AIM2 炎症小体激活，

促进了病毒的免疫逃逸；提出了pUL83 蛋白是 CMV 感染潜在的干预靶标。

  系列研究发表相关论著 64篇，其中 SCI34篇，中华系列15篇，研究成果受到 Immunity 

Review(IF=32.4)、Nature communications(IF=16.6)、cell Reviews(IF=6.0)等

著名期刊的正面评价，编写相关专著、指南和专家共识 41篇，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4项；培养硕博研究生 40余人；参与国际级学术会议、国家级学术会议并做

专题讲座 65次；举办25场国家级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惠及16家医疗单位，线上培训各级医

生 1 万余人次。借助“感染科小达人”公众号进行推广宣传，阅读量 8 万余次，该治疗技术先

后推广应用于常州市儿童医院、徐州市儿童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等多家省内外专科医院，获得

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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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田健美 1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主任医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总负责人，提出主要学术思想，制定项目的总体研究方案，组织实施，分析结果，是创新点一、二和三

的主要贡献者。在本项目部分成果基础上系统性构建了儿童 EBV 感染的疾病谱，提出了儿童 EBV-IM最佳

诊断策略，构建了儿童 EBV-HLH 早期预警体系。相关研究成功申报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多项

省市级课题，以通讯作者发表相关论文 3篇（见附件 1-1、1-2、1-8），发明专利 4项（见附件 2-1）。该

工作占本人工作量 8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方峰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主要参与者，对创新点一和四具有重要贡献：近年来，申请人所在研究团队致力于先天性 CMV 感染相

关肝功能异常与中枢神经损伤致病机制的研究，揭示了 hCMVpUL83 蛋白可抑制巨噬细胞中 AIM2炎症小体

激活，促进了病毒的免疫逃逸；pUL83 蛋白是 hCMV 感染潜在的干预靶标。相关研究已成功申报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项，卫生部部属医疗机构临床学科重点项目 2相。主编和参编的专著和教材 30余本，并

以通讯作者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4篇（见附件 1-3、1-4、1-5、1-7），该工作占本人工作量 7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石婷 3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副主任医师,讲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主要参与者，是创新点一、二和三的主要贡献者。揭示了 EBV 感染患儿临床表现与患儿免疫状态、年

龄及病毒载量的相关性，发现了能早期预测儿童 EBV 感染疾病严重程度的生物学指标。通过对比分析 EBV

血清学、分子生物学以及非特异性指标在 EBV-IM 中的灵敏度、特异度、ROC 曲线下面积（AUC），提出

了针对不同年龄组、不同病程 EBV-IM 患儿的最佳检测手段，优化了 EBV 感染的检测手段，有效指导了儿

童 EBV 感染的治疗方案。成功申报市级项目 1项，院级重点项目 1项，以第一作者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3篇

（见附件 1-1、1-2、1-8），该工作占本人工作量 7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兴楼 4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主要参与者，是创新点一和四的主要贡献者，在本项目部分成果基础上开展了 CMV 相关中枢神经损伤

的致病机制研究，揭示了 pUL83蛋白是 hCMV 感染潜在的干预靶标。相关研究成功申报 1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发表相关论文 3篇（见附件 1-4、1-5、1-7），该工作占本人工作量 5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郝创利 5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主任医师 呼吸科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主要参与者，是创新点一的主要贡献者，在本项目部分成果基础上揭示了免疫功能正常的下呼吸道感染

婴儿中 CMV再激活的发生率，阐明了外周血 CMV活化与百日咳患儿不良结局的相关性。相关研究成功申

报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江苏省重点研发项目 3项目及多项市级课题，以通讯作者发表相关学术

论文 1篇（见附件 1-6），该工作占本人工作量 5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林林 6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主要参与者，是创新点一、二和三的主要贡献者。揭示了 EBV 感染患儿临床表现与患儿免疫状态、年

龄及病毒载量的相关性，发现了能早期预测儿童 EBV 感染疾病严重程度的生物学指标。提出了针对不同年

龄组、不同病程 EBV-IM 患儿的最佳检测手段，优化了 EBV 感染的检测手段。以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

作者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3篇（见附件 1-1、1-2、1-8），该工作占本人工作量 5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建琴 7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主要参与者，对创新点一具有重要贡献：EBV 感染可诱导 Th1 型免疫应答、打破免疫耐受，导致血小

板破坏增加。EBV潜伏蛋白 LMP1通过NF-κB通路驱动 B细胞异常增殖，产生抗血小板自身抗体（如抗

GPIIb/IIIa），引起血小板的生成减少。相关研究成功申报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该工作占本人工

作量 5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孙慧明 8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主要参与者，是创新点一的主要贡献者，在本项目部分成果基础上阐明了 CMV 感染与婴幼儿反复喘息

及住院时长的相关性，为 CMV 感染的抗病毒治疗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相关研究成功申报 1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以第一作者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1篇（见附件 1-9）该工作占本人工作量 5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蒋吴君 9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主要参与者，是创新点一的主要贡献者，在本项目部分成果基础上揭示了免疫功能正常的下呼吸道感染

婴儿中 CMV再激活的发生率，阐明了了外周血 CMV活化与百日咳患儿不良结局的相关性。相关研究成功

申报 1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该工作占本人工作量 5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施文心 10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主要参与者，对创新点三具有重要贡献：揭示了高 EB 病毒载量、EBV再活化是 EBV 相关噬血细胞综

合征的高危因素，促进了 EBV-HLH 早期预警模型的建立，该工作占本人工作量 50%。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作为江苏省卫健委直属医院，是一所集医教研防为一体的大型三级甲等儿童医院，是

国家儿科区域医疗中心、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及国

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的核心成员单位，是江苏省儿科学重点学科建设单位。感染性疾病

科作为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苏州市重点学科，设有独立的慢病毒感染门诊（EBV、CMV 感染门诊），承

担苏州及周边地区慢病毒感染患儿的诊治工作，近十年来接诊 1万例以上患儿，拥有丰富的临床资源、完备



的临床样本和数据资料库，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必备的硬件条件。依托苏州大学儿科临床研究院、江苏省卫生

厅转化医学基地及苏州市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平台，以及医院对本项目实施的监督与管理，为本项目的顺

利实施提供了全面的人员、经费及临床、科研场地等支持保障，为本项目的全国推广应用提供了必要的平台。

单位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公共卫生和医院管理研究为一体的现代

化综合性国家卫生健康委委管医院。拥有国家重点学科 11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及建设项目 40个，是国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医院科研实力强大，拥有全重重点实验室 1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个、国家卫健委重点实验室 2个。作为第 2 完成单位，在项目设计、实施和完成过

程中相互合作交流，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