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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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外科锁孔微创手术的规范及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针对神经外科新型微创技术-锁孔手术的争议与难题，进行了22年的技术攻关，建立

了神经外科锁孔微创手术技术体系，从术前评估、入路设计、手术适应症确立、手术器械改进、

手术技能阐明、模拟手术疗效验证、专家共识达成等多方面解决了技术发展中的难点和关键问题；

并通过大规模的临床研究，论证了锁孔技术的优越性。

   锁孔手术应用解剖学成果，解决了锁孔手术解剖层面、解剖标志、安全路径等关键问题，填

补了国内外锁孔手术解剖学理论空白，为手术的规范化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攻克复杂动脉瘤、

高难度肿瘤等锁孔手术难题，牵头制定国内外锁孔手术专家共识，明确了锁孔手术的操作规范，

首创中国标准；主编出版神经外科锁孔手术学专著，成为我国神经外科锁孔手术的重要指南；研

发锁孔手术器械及装置，改善了锁孔手术操作便利度，获实用新型专利7项；创建神经外科锁孔

模拟手术系统，用于锁孔手术入路设计、操作培训及效果验证，有效提高了锁孔手术疗效，获国

家发明专利2项，并实现成果转化。以项目组为示范单位，进行技术培训，使我国锁孔微创手术

技术水平快速提升，并得到广泛、规范的临床应用。

   该研究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基金资助，研究成果被国内外期刊广泛引用，研究者3次

进入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该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临床应用广泛，已取得

显著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其申报2023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本世纪是外科微创技术的新时代，神经外科也由显微手术向精准的锁孔微创手术迈进。通过

个体化精准设计，锁孔手术以2.5cm以内的骨孔开颅作为锁孔标志，使手术创面较以往减少十倍

以上，可极大减少入路相关并发症。但作为一种新技术，锁孔手术适应症及手术技能尚不明确，

限制了其广泛的临床应用。项目组对此进行了历时22年的技术攻关，取得创新性成果如下：

   一、建立神经外科锁孔手术技术规范：1、阐明各种锁孔入路的切口设计、显露范围、操作自

由度及手术适应症；创新设计眶上、翼点、颞下锁孔入路；解决锁孔手术解剖层面、解剖标志、

安全路径等关键问题，为锁孔手术规范化开展提供应用解剖学理论基础。2、攻克复杂动脉瘤、

高难度肿瘤等锁孔手术难题，成果入编国际微创神经外科学会教科书。锁孔手术较常规手术时间

缩短 25%，失血减少 35%，并发症下降 23%，住院时间缩短10%。 2464例脑出血外科治疗多中

心研究，论证了锁孔技术优势，不良预后下降5%。牵头制定了国内外锁孔手术专家共识，首创中

国标准；主编神经外科锁孔手术学专著，成为我国锁孔手术重要指南。3、建立锁孔手术围手术

期处理规范，改变剃光头、置管引流等模式，加快早期康复；建立解决颅高压的系列方法及神经

电生理监测指标，确保锁孔手术的安全有效。Journal of Neurosurgery杂志评价：兰青等

临床及解剖研究表明锁孔手术具有最小的组织损伤、快速的康复及美容效果。Surgical 

Neurology杂志主编评价：兰青等锁孔手术处理颅内动脉瘤，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评价，结果都

是非常优秀。

   二、发明锁孔手术专用器械及装置，改善锁孔手术操作便利度，提高其适用性：锁孔手术存



在操作通道狭小、操作自由度受限的问题，常规器械改进迫在眉睫。项目组研发了锁孔手术专用

显微剥离子，增加了术野观察度；使用新型吸引组件，改进了内镜协同显微镜的便利度；发明远

程器械操控装置，为机器人锁孔手术打下基础。获得中国实用新型专利7项。

   三、创建神经外科锁孔模拟手术系统，提供手术培训及效果验证工具：首次开发3D打印个体

化的颅脑病灶模型，用于锁孔入路设计、效果验证，并替代尸头进行解剖研究。有效减少了动脉

瘤术中破裂风险；成功指导跨颅腔巨大肿瘤切除、对侧入路动脉瘤夹闭等锁孔手术；完成国际首

例巨大脑肿瘤模拟切除术；在 3D打印模型上显示无法直观辨认的神经传导束等结构，加强功能

保护。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并实现成果转化。Applied Physics Reviews评价：兰青等

结果表明，3D打印模型用于规划手术路径、模拟肿瘤切除及指导实际手术效果显著。

   以上成果从术前评估、入路设计、手术适应症确立、手术器械改进、手术技能阐明、模拟手

术疗效验证、专家共识达成等多方面解决了锁孔手术的关键技术难点和问题；以课题组为示范单

位，使锁孔手术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及规范应用，取得重大经济及社会效益。研究者3次入选 

Elsevier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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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 DTI的颅内

神经纤维束的三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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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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青 1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对项目具有决定性贡献，负责本项目的整体设计、总体规划、具体研制及临床应用。牵头

制定了国内外锁孔手术专家共识，主编出版神经外科锁孔手术学专著，发明锁孔手术专用器械及装置，创建

神经外科锁孔模拟手术系统，并实现成果转化。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与本项目创新点相关代表性论文 5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7项；举办国家级神经外科锁孔微创手术学习班 21届进行技术

推广。对项目创新点一、二、三均作出重要贡献。见附件 1-1~1-4，1-6、1-9~1-10，2-1~2-9，7-1、7-2、7-

11、7-12、7-15、7-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继宗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天坛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神经外科学院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引领我国微创神经外科的发展，倡导神经外科锁孔微创手术理念，实施脑出血锁孔手术与大骨瓣开颅手术的

对比研究，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科学问题予以指导，并推动了项目成果的全国推广应用；指导制定神经

外科锁孔显微手术中国专家共识。对创新点一作出重要贡献。见附件 1-8， 7-1、7-12、7-14。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康德智 3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进行了颅底肿瘤、动脉瘤锁孔手术的临床应用及推广。常规实施眶上眉弓锁孔入路、

颞下锁孔入路、翼点锁孔入路和乙状窦后锁孔入路等；参与制定国内外锁孔手术专家共识，出版神经外科锁

孔手术学专著，并在福建省内进行技术推广。对创新点一作出重要贡献。见附件 1-2、1-3、1-5，7-1、7-



2、7-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东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

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天坛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脑血管病区主

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神经外科锁孔微创手术技术体系的建立；参与制定神经外科锁孔显微手术中

国专家共识。对创新点一作出重要贡献。见附件 1-7、7-1、7-1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卿 5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主任医师 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系统参与神经外科锁孔微创手术显微解剖学研究，参与动脉瘤锁孔手术的临床应用

实施，参与课题组 3D打印模型在临床应用工作，参与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授课及技术推广等；参编神经

外科锁孔手术学专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项。对创新点一、三作出重要贡献。见

附件 1-4、1-6、1-9、1-10，2-4、2-1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余良宏 6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开展了眶上与翼点锁孔入路显微手术治疗颅内动脉瘤的比较研究，进行了锁孔入路

下无牵拉技术的应用。在福建省内进行技术推广，对创新点一作出重要贡献。见附件 1-2、1-5、7-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恒柱 7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主要开展锁孔入路的设计及解剖实验研究；在扬州地区率先应用锁孔技术并进行技

术推广；参与神经外科锁孔手术国际专家共识的编写。对创新点一作出重要贡献。见附件 1-3、1-4、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延明 8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主要配合项目负责人兰青教授实施颅脑肿瘤病人的手术治疗及管理。对创新点一作

出贡献。见附件 1-4，2-4。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许亮 9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副主任医师 主任助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系统参与锁孔手术的临床实施，负责术中电生理监测、神经导航等工作，参与课题

组 3D打印模型在临床应用；参编神经外科锁孔手术学专著，对创新点一、三作出重要贡献。见附件 1-4、1-

6、1-9、1-10，7-2。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完成提供了充足的人员、资金及平台保障。顺利完成了该项目的

核心应用基础研究、部分技术开发和临床应用研究。主要贡献有：

1、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医院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在科研上，为神经外科成立了“神经解剖研究室”、"微创

神经外科研究所”，为该项目成功开展提供了硬件物质保障。大力引进、更新相关设备，加强相关人员的进

修培训。通过举办多期国家级、省级学习班，有效地推动了神经外科锁孔微创手术技术的临床推广应用。



2、按要求配套资金及时到位，对项目资金的使用建立了必要的审批和监管程序，为该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

了平台。 

3、为创新点一、二、三作出重大贡献。

单位名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是一所以神经外科为先导，神经科学为特色，集医、教、研、防为一体的三

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是世界三大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亚洲的神经外科临床、科研、教学基地。利用自身

优势倡导神经外科锁孔手术理念，推动锁孔技术的全国推广应用，指导制定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会及国际

微创神经外科学会两部锁孔手术专家共识。为创新点一作出重要贡献。

单位名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锁孔技术每年应用于肿瘤手术约 300台，脑血管病约

350台，脑出血约 400台。对比了锁孔手术与常规开颅手术疗效，锁孔手术时间、住院时间以及住院费用明

显下降、手术切口感染率明显降低，获得了患者及家属好评。

举办蛇牌锁孔学习班 10届，每届学习班人员 30人；每年都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联盟（截

止目前为止 10届，每届参与人员约 300人）以及华福神经外科论坛（截止目前为止 5届，每届参与人员约

500人）推广应用，获得了基层医院的一致好评。为创新点一作出重要贡献。

单位名称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锁孔技术每年应用于肿瘤手术约 80台，脑血管病及脑出血约

100台。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为神经外科成立了“神经解剖训练研究室”，提供 LEICA显微镜、神经内镜、电动磨钻、

尸头、手术器械及高端的神经导航系统供其研究团队做解剖研究；在临床上，全力支持其开展此项新技术，

购买了大量的显微神经外科的手术器械、神经内镜、CUSA、气动磨钻、神经导航等设备，为成功开展锁孔

技术提供了保障基础。举办十余次锁孔技术学习班在扬州地区进行技术推广应用，获得了基层医院的一致好

评。为创新点一作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