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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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崎病早期筛查体系研究与临床创新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上海市医学会

项目简介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是一类儿童中、小血管炎，发病率约为0.2%，并逐年

上升，早期误诊率可高达26.7%。冠状动脉病变（Coronary artery lesion，CAL）是KD

的主要并发症，包括冠状动脉扩张、瘤形成及狭窄等，目前是我国儿童获得性心脏病的主要病因。

如何做到KD早期诊断、CAL高危因素预判、最佳窗口期治疗及CAL并发症的管理是目前儿科诊

疗中的一个挑战。

    项目组针从川崎病诊断困难、病因未明及远期管理困难的临床问题出发，完成以下工作内容：

    1. 制定《川崎病标准数据集》，建立了高质量的川崎病队列数据，构建川崎病早期诊断模

型及高危预测模型，开发完成川崎病临床辅助决策系统、川崎病远程随访系统。本院采用前述研

究成果后，川崎病患儿的平均确诊时间得以从发热超过五天缩短至四天，从而确保了川崎病患儿

能够接受及时的治疗。

    2.针对川崎病机制研究方面，率先绘制免疫球蛋白治疗前后的川崎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BMC）单细胞转录组图谱；揭示了川崎病发病和治疗过程中外周免疫细胞及其亚型的动态变化，

说明川崎病更可能是由常规抗原而非超抗原触发，对川崎病病原相关研究有指导意义；同时发现

MYC及 Foxp3等基因的变化趋势，探索其成为川崎病诊断生物学标志物可能。同时发现血小板内

miRNA在 KD诊断中的价值，结合miR-15a-5p、miR-941与临床指标建立诊断模型，该诊断

模型预测川崎病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3.5%和 92.4%。以上工作成果已获2022年上海医学

科技奖三等奖及2023年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基于川崎病多组学诊断模型开发的川崎病风险评估软件已被认定为上海市医疗器械创新

产品（2024年第 1号），并已于 2024年成功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沪械注准

20242210456），本产品为全球首创的川崎病风险评估产品，实现临床转化应用。

    以上工作成果分别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和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及国内核心期刊等上共 10篇、其中 SCI收录 5篇，于上海医学2022年第八

期编写出版《川崎病早期诊断与远期管理》专刊。获得专利3项、授权软著 6部、参与制定《川

崎病诊断和急性期治疗专家共识》、《川崎病冠状动脉病变的临床处理建议》。项目组研发川崎

病临床辅助决策系统已推广至上海市九家医院应用，建立川崎病诊疗能力促进与提升专科联盟平

台，同时通过协作网络开展培训。目前全国近千名医生、500余名患者在线使用，进一步提高基

层儿科医生川崎病诊断能力，实现新技术的协同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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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敏 1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川崎病早期筛查体系建立过程中，黄敏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推进项目创新，主要研究制定筛查模型，推进

临床试验，推动多中心研究及推广应用。申请专利 2项、软著 7项。对川崎病临床数据建库，构建川崎病标

准数据专库，以主编身份参与川崎病标准数据集的上海标准制定；设计单细胞测序研究川崎病急性期及恢复

期免疫状态，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论文多篇，对应项目内容 1-3，支撑材料见：代表论文（1-10）；知识产

权（1-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宋思瑞 2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川崎病早期筛查体系研究过程中，宋思瑞配合黄敏教授，以解决川崎病诊治存在问题为核心投

身项目研究。对川崎病临床数据进行整理，参与数据分析，构建川崎病早期诊断模型，及川崎病

高危预测模型，同时参与完善优化川崎病临床辅助决策系统，作为编委制定川崎病标准临床数据

集。同时在基础研究方面，协助完成了川崎病单细胞测序研究，绘制川崎病免疫细胞图谱；参与

完善川崎病易感基因筛查，结合蛋白及细胞因子分析，推动后续生物标志物开发。对应项目内容

1-3，支撑材料见：项目代表性文章（1-2、4-5、7-8）；知识产权（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丽琴 3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川崎病早期筛查体系研究过程中，陈丽琴主要负责项目临床研究及数据采集。参与川崎病早期筛查体系的

临床研究，纳入受试者完成研究并随访，参与多中心研究及应用推广。参与川崎病临床数据采集，参与构建

川崎病标准数据专库。参与单细胞测序研究川崎病急性期及恢复期免疫状态，同时关注丙球无反应型川崎病

的免疫状态，参与构建丙球无反应预测模型。参与川崎病早期诊断系统的应用转化，推广川崎病早期诊断模

型的应用。参与川崎病急性期miRNA 谱的研究。对应项目内容 1-3，支撑材料见：代表论文（1-2、4-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媛媛 4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川崎病早期筛查体系研究过程中，周媛媛配合黄敏教授，围绕川崎病诊治关键问题开展研究。参与川崎病

临床数据整理与分析，构建川崎病早期诊断模型及高危预测模型，并协助优化川崎病临床辅助决策系统，参

与完成项目代表性文章。参与川崎病急性期miRNA 谱研究，评估血小板miRNA 的诊断性能。参与前瞻性研

究样本的收集与分组设计，优化miRNA 检测流程，提高检测的灵敏度与特异性，推动其在川崎病早期诊断

中的应用。对应项目内容 2,3，支撑材料见：代表论文（1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丹颖 5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中，朱丹颖参与多项川崎病相关课题研究工作包括川崎病的临床样本和临床信息的收集及处理、生物

信息学数据分析等，发现与川崎病及冠状动脉损害形成有关的易感基因，参与丙球无反应评分模型的构建，

论文在 2017 年日中韩小儿心脏病论坛作口头报告、并获得 2017 年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年会暨齐鲁儿童医

学发展论坛优秀论文奖。以第三发明人参与发明本课题相关专利 1项。对应项目内容 1，支撑材料见：代表

论文（2、5、7-8）；知识产权（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光 6
道之精准医学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道之精准医学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研究员 总经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李光主要从事生物信息数据分析工作，在川崎病外周血单细胞免疫图谱构建过程中，负责样本

规划、数据整理极其分析工作，参与发表文章多篇。在川崎病标准数据集构架过程，负责数据归案整理，以

及构建模型，同时探索模型的最优解。同时基于对川崎病患者miRNA 研究中负责筛选早期川崎病标志物。

积极参与推动项目转化，推动医疗器械注册。对应项目内容 1-3，支撑材料见：代表论文（1、4-5、10）；

知识产权（2-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泓 7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主任技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川崎病早期筛查体系研究过程中，张泓教授配合黄敏教授，围绕川崎病的分子机制及精准诊断开展研究。

参与利用实验室指标优化川崎病诊断高危预测模型，并完善临床辅助诊断系统。同时，参与血小板miRNA

谱分析，筛选川崎病潜在诊断标志物，提升智能诊断的准确性。对应项目内容 2-3，支撑材料见：代表论文

（1、4-5、10）；知识产权（1-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振 8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

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

健康研究所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中，王振通过对免疫球蛋白治疗前后的川崎病和正常儿童的 PBMC 单细胞转录组研究，揭示了川崎病

发病和治疗过程中外周免疫细胞及其亚型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提示川崎病可能是由常规抗原触发的。川崎

病单细胞免疫图谱的绘制，为深入理解川崎病的发病和治疗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进一步筛选诊断和预

后的标志物，甚至鉴定川崎病病原体都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资源。这一成果于 2021 年 9月发表于《Nature Co 

mmunications》杂志。对应项目内容 2，支撑材料见：代表论文 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丁国徽 9 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
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

究院
教授 执行所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配合黄敏教授，设计川崎病早期筛查体系的主要研究方向，技术体系，应用推广。以副主编身份参与川崎病

标准数据集的上海标准制定，主要设计和完成了川崎病病程的单细胞测序研究，重点推动了川崎病发病早期

miRNA 谱的研究，推动后续生物标志物开发，设计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川崎病早诊模型，并推广转化及医疗

器械注册。对应项目内容 1-3，支撑材料见：代表论文（1、4-5、10）；知识产权（2-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谢利剑 10 上海市儿童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谢利剑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项目设计及课题调研，参与指导论文 5 篇，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1 篇，以第一作

者发表论文 2 篇，其中参与设计单细胞测序研究川崎病急性期及恢复期免疫状态研究并以共同第一作者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表，以副主编身份参与川崎病标准数据集的上海标准制定，共同制定团体标准 1 项。

对应项目内容 1-3，支撑材料见：代表论文（1-3、6-8、10）；知识产权（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肖婷婷 11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川崎病早期筛查体系研究过程中，肖婷婷教授主要参与项目设计及调研。主要贡献如下：参与设计川崎病

早期筛查体系的研究方向，并展开课题调研，参与多中心研究及应用推广。对川崎病临床数据建库，参与构

建川崎病标准数据专库，以编委身份参与川崎病标准数据集的上海标准制定。参与开展川崎病急性期



miRNA 谱的研究，推动后续生物标志物开发。推动临床试验及川崎病早期诊断系统的应用转化。对应项目

内容 1-3，支撑材料见：代表论文（1-3、5-8）。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上海市儿童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上海市儿童医院临床信息系统建设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为上海首家国家卫计委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

准化成熟度测评“四甲”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医学信息平台，承担了多项国家和上海市研究课题，在大数据

分析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上海市儿童医院在 2015 年成立了生物医学信息中心，专注于临床信息与生物

信息有机整合的精准医学研究。中心已经建立各类型学数据分析平台与疾病表型分析平台，研究分布式计算

中的隐私保护和数据保护算法，以及生物医学中可以高效使用的数据挖掘算法。作为主要单位，依托信息及

生物信息分析平台，上海市儿童医院在既往承担的川崎病相关课题中与上海各家医院建立了很好的协作网，

是完成该课题的基础。同时本课题组具备博导、硕导、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各个级别的人员，具备很好的人才

基础。相关院级课题资助推进项目进展。

单位名称 道之精准医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道之精准医学（上海）有限公司给予本项目研究大力支持。公司研发部门为本项目提供了数据治理平台、高

性能计算机集群，支撑和保障了项目中模型构建。公司研发实验室提供了组学仪器设备和实验技术人员得支

持。基础研究方面代表性工作是与上海市儿童医院合作完成了川崎病外周血单细胞免疫图谱构建，样本规划、

数据整理极其分析工作。这为深入理解川崎病的发病和治疗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进一步筛选诊断和预

后的标志物，担负川崎病相关产品的转化工作。完成了川崎病风险评估软件的注册报证工作。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给予川崎病基础研究大力支持。研究所组学与信息技术平台为本项目提供

了高通量测序仪、单细胞制备系统等组学研究相关的仪器设备和实验技术人员支持。研究所生物医学大数据

中心为本项目提供了高性能计算机集群，支撑和保障了项目中大规模数据的存储和计算分析。代表性工作是

与上海市儿童医院合作完成了川崎病外周血单细胞免疫图谱构建。这为深入理解川崎病的发病和治疗机制提

供了重要依据，也为进一步筛选诊断和预后的标志物，甚至鉴定川崎病病原体都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资源。这

一合作成果于 2021 年 9月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代表文章 1）。

单位名称 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是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和数个国家生物医学数据项目的承担单位，承建和管理国

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中心长三角分中心，建有人类生物信息安全实验室，支撑泰州队列，上海表型组队列，

上海遗传肾病队列等知名队列数据，现运维超过 50PB 的存储资源，超过 5000 核的计算资源，同时是生物信

息，人类遗传，表型组等多个领域行业协会的标准化委员会的秘书处。本单位在数据安全合规，数据标准制

定，应用体系推广等方面为与上海市儿童医院川崎病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