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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破裂急性期颅内动脉瘤的微创手术入路推广及神经损伤机制研究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聚焦颅内动脉瘤这一危重疾病，致力于解决颅内动脉瘤的临床与脑保护机制困惑。针

对蛛网膜下腔出血病情危重、手术创伤大和继发性脑损伤等临床问题，探索出将眶上外侧入路及

其改良应用在于颅内动脉瘤术中、术中微创技术应用于颅内动脉瘤安全夹闭、术中微创技术应用

于预防颅内动脉瘤围手术期并发症、应用人工智能辅助优化治疗策略等个体化的诊治方案。同时

在临床转化医学研究中该团队针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伤和脑血管痉挛的发病机制展开了

系列研究，并发现了一系列多方位的脑保护靶点。

    该项目共发表论文 180 篇，其中 SCI 收录 77 篇，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8 次

和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10 次，培训各级医生 2000 余人次。在本项目学术推广支持下，全国

十余个省份开始将微创眶上外侧入路及其改良应用于颅内动脉瘤手术中，填补了国内在眶上外侧

入路应用中的空白。

    该项目符合推荐条件，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或完成人员排序争议，单位和项目完成人均承诺

不存在学术不端和科研失信问题。同意推荐2023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颅内动脉瘤破裂的致死率、致残率高居脑血管疾病中的第一位。提高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救治

成功率、降低致死致残率、挽救蛛网膜下腔出血所致神经功能缺损是颅内动脉瘤治疗持续面临的

挑战。本项目自2010年至今，在推广破裂急性期颅内动脉瘤的微创手术入路、联合应用术中微

创技术、优化破裂多发动脉瘤治疗策略、探索神经功能保护靶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已取得

以下成果：

一、眶上外侧入路的引入、改良、创新应用及推广

    国内首次报道眶上外侧入路治疗破裂急性期前循环动脉瘤，同时对该入路适应症进行拓展，

提出将其应用于 Hunt-Hess0-Ⅲ级及部分Ⅳ级患者；利用眶上外侧入路经颈内动脉上间隙治疗

部分后循环动脉瘤；进一步改良并应用于大脑中动脉瘤的治疗。与传统手术入路相比，其手术时

间及切口长度缩短40%、并发症风险降低70%且良好预后增加50%。

二、联合应用多项术中微创技术保障动脉瘤夹闭安全有效

    术中利用卷脑棉片技术、基底池和终板池打开等微创技术，减少了脑挫伤、脑积水和脑血管

痉挛的发生；术中应用尼莫地平联合环孢素 A 脑池灌洗预防脑血管痉挛被写入《中国脑血管痉

挛防治神经外科专家共识》。联合应用术中脑微血管超声监测、吲哚菁绿荧光造影、FLOW800 

软件血管荧光半定量分析系统和电生理监测等微创技术，确保颅内动脉瘤精准安全夹闭，尤其在

复杂性颅内动脉瘤载瘤动脉塑型及血管重建中，可将颅内动脉瘤完全夹闭率、载瘤及重建动脉通

畅率提高至100%，并保护穿支血管、减少并发症发生，术后神经功能影响明显降低。

三、人工智能优化破裂多发动脉瘤治疗策略

    对于合并颅内多发动脉瘤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使用人工智能评估各动脉瘤破裂风险、确

认责任动脉瘤位置，准确率100%，良好预后率100%。

四、神经功能损伤机制的转化医学研究

    针对颅内动脉瘤破裂后早期脑损伤和脑血管痉挛的发病机制展开了系列研究，证明了早期脑

损伤与细胞凋亡、炎性反应、自噬、氧化应激及小胶质细胞表型分化等机制相关，脑血管痉挛则



与平滑肌细胞表型改变、炎性反应及自噬相关。并针对脑保护靶点研究，申请了富马酸二甲酯、

SB-3CT的发明专利，相关研究成果写入《中国颅内破裂动脉瘤诊疗指南》。

    自 2010 年至今，在本项目学术推广支持下，全国十余个省份开始将微创眶上外侧入路及

其改良应用于颅内动脉瘤手术中，填补了国内在眶上外侧入路应用中的空白。项目组成员多次在

国际及国内会议做专题讲座，参与制定颅内动脉瘤诊疗相关指南及专家共识 4 项，举办国家级

继续教育学习班 8 次和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10 次，培训各级医生 2000 余人次。项目创新

点被 50 余家三甲医院应用。相关成果在 J Pineal Res、J Neuroinflamm、J 

Neurosurg、中华神经外科杂志等发表论文 180篇，SCI 收录 77 篇，中华系列期刊收录 

40 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10分的文章 2 篇，大于 5 分的文章 27 篇，他引总数 1772 

次。已获江苏省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1 江苏省新技术引进奖2项，发明专利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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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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 1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总负责人，提出了主要的学术思想，制定项目的总体研究方案，组织实施，分析结果，投入的工作量占

本人工作总量的 70%，是创新点一、二、三、四的最主要贡献人，是全部代表论文的第一或通讯作者，是

专利 1 的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尤万春 2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教授,副主任医

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课题主要参与者，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对重要科学发现栏中所列创新点一、二、三、四

内容做出了主要贡献，是代表论文 5、6、7 的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申海涛 3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课题主要参与者，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对重要科学发现栏中所列创新点四做出了主要贡

献，是代表论文 3 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杨兴宇 4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课题主要参与者，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对重要科学发现栏中所列创新点一、二、三内容

做出了主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戴锟 5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课题主要参与者，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对重要科学发现栏中所列创新点一、二、三内容

做出了主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瑜 6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课题主要参与者，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对重要科学发现栏中所列创新点一、二、三内容

做出了主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惠品晶 7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课题主要参与者，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对重要科学发现栏中所列创新点二做出了主要贡

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季骋远 8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课题主要参与者，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对重要科学发现栏中所列

创新点一、二、三做出了主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宗启 9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课题主要参与者，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对重要科学发现栏中所列创新点四做出了主要贡

献。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完成均为项目完成人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期间完成，所有完成人均为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神经外科医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项目研究、应用和推广过程中提供了医疗诊治设备和人员等条件，

对项目的完成起到了组织、管理和协调等作用、具体提供的资源和贡献包括：1）提供良好的科研场地和实

验设备，并在研究人员配备和经费设备配置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2）医院相关部门如科技处等在本项目基

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结合中，在产、学、研结合过程中，在涉及的科研课题申报等方面上给予了全力指导和支

持，在本项目的相关成果和基础建设中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