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公示信息

项目名称 慢性鼻-鼻窦炎发生及复发机制研究与精准诊疗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提名者 山东省科协 提名等级 二等奖

提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其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均符合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填写要求。

该项目阐明了慢性鼻-鼻窦炎发病及复发的相关机制，揭示了嗜酸性粒细胞，哮喘等关键危险因素与鼻窦炎鼻息肉复发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

并结合深度学习、影像组学及临床指标构建了鼻窦炎鼻息肉复发预测模型，建立了新型精准诊疗体系，显著提高了慢性鼻窦炎诊疗水平。

本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及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在 J Allergy and Clin Immun（影响因子 14.2）等高水平杂

志发表论文 17篇。研究成果被 AAAAI Committee Work Group Report等专家共识广泛引用。多次受邀在欧洲 EAACI年会等国内外学术会议报告，

获广泛认可。同时作为主办方举办多期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并主办山东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学术会议等，推广了相关技术。在上海

市第一人民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沂市人民医院、淄博市中心医院、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等 10多家医院推广应用，显著提高了

慢性鼻窦炎诊疗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提名该项目为 2024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_二等奖。

项目简介

慢性鼻-鼻窦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 CRS）在我国患病率达 8%，且易诱发重度哮喘等共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并造成沉重的社会经济

负担。尽管鼻用激素、内镜手术及生物制剂的使用改善了 CRS 预后，但治疗后的复发率仍可达 40%，二次手术率高达 20–50%。深入揭示 CRS

复发机制并筛选新型诊疗靶点，精准预测复发风险，并据此制订个体化诊疗方案，是提高诊治能力、改善 CRS预后的关键。

针对以上关键问题，该项目以影响 CRS发生发展的高危因素为切入点，深入揭示嗜酸性粒细胞、哮喘、变应性鼻炎与 CRS复发的交互作用机

制，筛选诊疗靶点，并融合影像组学、临床指标构建 CRS复发预测模型，创新个体化干预措施，形成新型精准诊疗体系并推广应用，有效提高了

CRS诊治能力，具体如下：

（1）首次系统揭示嗜酸性粒细胞 hPGDS-PGD2轴在鼻窦炎鼻息肉发病中的关键作用，阐明了鼻黏膜微环境通过作用于 CD34+细胞分化过程

而促使 CRS 及哮喘发病的相关机制，并进一步揭示了自噬、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等与鼻窦炎鼻息肉组织重塑的关系，为复发性鼻窦炎鼻息肉、哮喘



等疾病的精准诊疗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2）利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平台的鼻窦炎鼻息肉生物样本库优势，并结合鼻黏膜原代上皮细胞模型，各类分子细胞学技术及生物信息学技术，

筛选获得了包括 AZGP1、AQP9、GAPT、PIP及 PRR4在内的多个 CRS 及相关高危共病的精准诊疗靶点，并发现 CRTH2可作为鼻息肉鼻窦炎复

发精准预测的指标，同时预测他克莫司及 QL-XI-92 等多个潜在治疗药物，为 CRS诊疗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新的靶标。

（3）在新型靶点及机制研究基础上，本项目通过多任务深度学习网络构建了首个自动分割鼻腔鼻窦结构的模型，大大减少传统影像组学手工

标记病灶区域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且能够更全面、准确地挖掘图像信息。并进一步结合深度学习、影像组学及高危因素构建了精准的多维度 CRS

复发预测模型，无创、快速、准确地预测 CRS患者术后复发风险并据此创新个体化诊疗方案，有效提高了 CRS诊疗效果。

该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及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在 J Allergy and Clin Immun（IF=14.2）等杂志发表论文 17

篇。研究成果被 AAAAI Committee Work Group Report等国际顶尖行业共识广泛引用。 并多次受邀在美国 AAAAI年会，欧洲 EAACI年会，中华

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年会等国内外顶尖学术会议报告，获广泛认可。相关技术获山东省医学会新技术奖二等奖，山东省医学会急危重病例

诊治奖二等奖，山东省研究型医院协会科技进步奖-青年创新奖；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疑难危重抢救成功病例奖一等奖等。

同时作为主办方每年举办“鼻内镜基础技术及高级进阶”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并主办山东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学术会议等。牵

头成立山东省康复医学会鼻内镜分会及山东省研究型医院协会鼻科学分会，较好的推广了成果。并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临沂市人民医院、淄博市中心医院、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等 10多家医院推广应用，显著提高了 CRS诊疗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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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次

姓名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贡献

1 冯昕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本项目的主要贡献人。负责项目的设计、组织与实施，是该项目 3项支撑课题的申请人和负责人，对于关



键技术体系的构建，研究难点重点的突破发挥主导和指导作用。在该项目中具体贡献为：阐明了慢性鼻-

鼻窦炎复发相关机制，揭示了嗜酸性粒细胞，哮喘等关键因素与鼻息肉复发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成功筛

选了靶标并构建了复发预测模型，建立了新型精准诊疗体系，并促进了推广应用。

2 李学忠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参与发现了 CRS复发相关危险因素并揭示其致病机制，筛选 CRS复发的精准诊疗靶点并协助开发了早期

预测 CRS复发及患者预后的模型，协助创新了针对 CRS的个体化手术干预措施。

3 段晨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参与了项目实施，研究对象收集及应用的推广等，参与发现了 CRS复发相关危险因素并深入揭示其致病

机制，参与筛选 CRS复发及其高危共病的精准诊疗靶点，为复发预测及个体化治疗打下了基础。

4 蔡晓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参与发现了自噬相关基因在慢性鼻-鼻窦炎发病中的作用机制，主要负责项目的资料采集和信息整合，为

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指导和保障，参与并促进了项目的推广应用。

5 王学海 威海市立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参与了项目的实施及应用推广，主要发现了自噬相关基因在慢性鼻-鼻窦炎发病中的作用，为后续精准预

测 CRS复发及患者预后，针对患者进行个体化干预措施打下了基础。

6 张立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参与发现了慢性鼻-鼻窦炎患者术后嗅觉恢复的影响因素及精准手术方案的制定，协助完善了相关影像资

料收集，为筛选靶标并构建复发预测模型，建立新型精准诊疗体系起了促进作用，最终促进了应用的推广。

7 李安宁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为本项目构建结合深度学习影像组学特征和临床高危因素的多维度 CRS复发风险预测模型做出了重要贡

献，经济、无创、快速、准确地预测 CRS术后复发风险，为项目的顺利实施起了重要的作用。

8
刘大昱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青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揭示了自吞噬及其影响因素在慢性鼻窦炎伴发哮喘中的作用及其调控机制，为后续早期预测 CRS复发及

患者预后打下基础。

9 叶萍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参与发现了 CRS复发相关危险因素并深入揭示其致病机制，参与筛选 CRS复发的精准诊疗靶点，为后续

早期预测 CRS复发及患者预后打下基础。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委属（管）医院，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山东大学的直属附属医院，首批委省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综合类）牵头和



主体建设单位，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输出医院，在 2021年度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医院位列全国第 13位，进入 A++行列。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

用推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研究主要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耳鼻咽喉科及国家卫健委耳鼻喉科学重点实验室（山东大学）完成。齐鲁医院耳鼻咽喉科始建于 1924年，是我国耳鼻咽喉

科学的发源地和奠基地之一，也是首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山东省首批“泰山学者”建设工程岗位。目前是山东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主委单位，牵头

成立了医师协会、省医药教育学会、康复医学会、健康管理协会等学术团体的耳鼻咽喉专委会，每年有 5项以上依托医院申请的国家级及省级继续教育项目，

极大的促进了本项目的推广应用。每年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学习班，并多次举办鼻科学高峰论坛等学术会议。实验室固定资产在 1亿元以上，技术力量雄

厚、设备先进，目前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与国内外许多一流的实验室建立有合作关系，充分保证课题基础研究部分的顺利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