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项目公示内容

一、项目名称：炎性关节病多维度疾病负担评估及综合防治

策略研究

二、推荐单位（专家）及推荐意见：

该项目从炎性关节病的多维度疾病负担评估、遗传易感性鉴定、

环境与行为生活方式因素识别和临床管理开展了系列研究，具有明确

的科学问题、创新的研究视角和扎实的研究基础，相关成果在炎性关

节病的早期防治、优化管理、预后评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

应用价值。综上，推荐该项目申报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项目简介：(项目简要介绍，技术路线，创新点及项目

产出。）

简要介绍

炎性关节病是一类以滑膜组织炎性增生、关节软骨和骨骼进行性

破坏为主要特征的慢性炎症疾病，包括类风湿关节炎（RA）、骨关节

炎（OA）、痛风（Gout）等，其综合患病率高达 18.9%。该病确切病

因尚不清楚，一般认为是遗传易感性、环境暴露、行为生活方式等多

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该类疾病无法治愈，需终生治疗且预后不佳，

可导致关节破坏、畸形和功能丧失，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

功能。本团队历时 10余年，开展炎性关节病多维负担评估，并探讨



了遗传、环境、行为生活方式因素对炎性关节病发病和疗效的影响。

明确了该病多维疾病负担变化趋势；解析了其发病的遗传基础，发现

多个易感基因；揭示了影响炎性关节病发生发展的环境与行为生活方

式因素；提出新的潜在治疗靶点；探讨了其在临床管理中的作用。

技术路线

炎性关节病多维度疾病负担
评估及综合防治策略研究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

研究成果

成果意义

现场流行病学研究 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p多维疾病负担评估

p空气污染影响因素研究

p行为生活方式影响因素研究

p疾病的风险预警与临床管理

p重要脏器并发症影响因素研究

p疫苗接种安全性评估

p易感基因的搜寻

p生物学标记的鉴定

p免疫学机制的初步探讨

n 炎性关节病疾病负担持续升高

存在明显地区、国家差异

n 高浓度NO2和SO2会增加RA、

痛风入院风险

n 吸烟、雌激素替代疗法、初潮

年龄延迟、提前绝经是炎性关

节病发病的危险因素

n 建立安徽省自身免疫性疾病监

测数据库

n Telitacicept可用于SLE靶向精

准治疗

n COVID-19疫苗接种对SLE、

RA安全有效，抗核糖体P0抗

体可用于SLE心血管发症监测

n 鉴定出多个与RA、SLE易感

性及临床特征相关的基因多态

性位点

n 发现多个可用于SLE辅助诊断

的生物标记

n 阐明部分靶标与AS、SLE发

病关联，修正既往因果误判

★鉴定易感基因与识别生物标志

物，有助于鉴别高危人群和疾

病早期诊断，为深入解析其遗

传机制提供了关键线索

★明确环境与行为生活方式等危

险因素，有助于揭示炎性关节

病健康不公平的成因，为构建

综合预防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系统评估临床诊治与预后相关

的影响因素，为实现炎性关节

病的分层治疗、风险预警及优

化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创新点及项目产出

近年来，潘海峰教授团队围绕炎性关节病的疾病负担、遗传机制、

环境因素、行为生活方式及临床管理策略开展了系统性研究，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成果，以下从多个维度总结其代表性研究进展。

（1）炎性关节病多维负担评估



团队利用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数据，系统分析了自身免疫

性疾病和肌肉骨骼疾病的流行病学趋势。研究发现：女性育龄期肌肉

骨骼疾病负担显著增加，1990-2019年间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且存在

明显的地区差异，提示需加强针对性防控。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全球负

担持续增长，其中高收入国家具有较高的疾病负担，而中低收入国家

则存在疾病管理能力不足，导致健康不平等问题突出；此外，自身免

疫性疾病患病率呈现明显地区差异，其中欧洲、美洲地区患病率显著

高于亚洲与非洲地区，RA患病率表现出持续升高趋势。上述研究为

全球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强调了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

加强早期筛查的必要性。

（2）炎性关节病遗传易感性研究

团队采用孟德尔随机化（MR）分析、基因表达谱和全基因组关

联研究（GWAS），探索了遗传易感性机制：UBASH3A基因多态性

与 RA易感性相关，提示该基因可能参与 RA发病。神经肽 Y（NPY）

在 SLE 患者中高表达，可能与疾病进展有关。长链非编码 RNA

（lncRNA）在 SLE 患者血浆中表达异常，以此为基础构建 lncRNA

诊断模型 AUC达 0.996，可作为新型生物标志物。明确脂联素（APN）

与 SLE 发病无双向因果关联，DKK-1与 AS的发病无关联，修正既

往因果误判。这些发现深化了对炎性关节病遗传机制的理解，为精准

医学提供了理论支持。

（3）炎性关节病环境与行为生活方式研究

团队重点关注空气污染、吸烟、饮食和激素因素对疾病的影响：



空气污染（PM2.5、NO2等）显著增加 RA和痛风住院风险，并可能降

低骨密度。开展文献综述，系统梳理了环境污染与痛风发病的相关研

究证据。吸烟与体质指数（BMI）升高均与骨关节炎（OA）的发病

风险升高有关，校正 BMI的作用下，吸烟与 OA发病风险升高存在

直接效应。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水平与骨密度呈正相关，PUFA

水平升高可降低骨折风险。雌激素替代治疗和生殖因素（月经初潮年

龄延迟、提前绝经等）是 RA发病的危险因素。这些研究提示，改善

环境质量和调整生活方式可能有助于降低炎性关节病的发病风险。

（4）炎性关节病的临床管理

团队在临床治疗、疫苗安全性和预后评估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泰

它西普（Telitacicept）在 SLE患者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为

该病的靶向精准治疗提供了新选择。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蛋白

（TRAP1）拷贝数增高可能是 SLE发病和预测疾病进展的危险因素。

COVID-19疫苗接种在 SLE和 RA患者中总体安全，但可能诱发少数

自身免疫现象。抗核糖体 P0抗体与 SLE的心脏受累相关，可能用于

疾病分型。上述研究为炎性关节病的分层治疗、风险预警及长期随访

提供了循证支持，推动临床管理向个体化、精准化方向发展，获国家

发明专利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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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完成人及完成单位情况

排名 姓名 单位

1 潘海峰 安徽医科大学

2 王鹏 安徽医科大学

3 陶莎莎 安徽医科大学

4 吴国翠 安徽医科大学

5 陈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6 许望东 西南医科大学

7 杨小珂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 邹延峰 安徽医科大学

9 梅永君 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 何义胜 安徽医科大学

六、主要完成单位及排名情况

排名 单位名称

1 安徽医科大学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3 西南医科大学

4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 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公示单位： 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