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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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肢体创伤性骨与软组织缺损修复重建体系的建立和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严重肢体创伤是极具挑战性的临床问题，治疗难点在于如何提高保肢成活率，同时恢复肢体

的功能。本研究围绕严重肢体创伤中软组织缺损修复、骨组织缺损重建两大核心科学问题开展了

基础与临床系列研究，取得了多项成果：1、在促进皮瓣成活和促成骨方面发现新机制；2、构建

严重肢体创伤早期创面修复的系统化治疗体系，提出肢体软组织缺损修复数字化、微创化技术体

系；3、构建创伤性大段骨缺损重建的程序化、分阶段技术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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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严重肢体创伤是极具挑战的临床问题，如何提高保肢率和恢复肢体功能是治疗的两大难题。

本研究围绕严重肢体创伤中软组织缺损修复、骨骼缺损重建两大核心科学问题开展了系列基础与

临床研究，取得了以下成果：

    1、在软组织修复及骨重建过程中，多种肌肉因子参与调控并发挥重要生物学性能，本研究

围绕肌肉因子鸢尾素（Irisin）开展系列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1）皮瓣移植术后的再灌注损

伤及 Choke II 区新生血管不足是穿支皮瓣失败的重要原因，通过构建大鼠穿支皮瓣模型，将

鸢尾素应用于皮瓣移植术后，通过体内外研究发现鸢尾素可激活PI3K/Akt 信号通路促进血管

内皮细胞增殖，减轻穿支皮瓣移植术后缺血再灌注损伤。另外使用鸢尾素预处理可促进 Choke 

II 区血管新生，增加皮瓣远端成活率。（2）体内外研究发现鸢尾素可以通过抑制氧化应激和核

因子 κb 配体受体激活剂（RANKL）的产生，促进骨生成，并双向调控骨稳态，为促进骨缺损重

建提供潜在的治疗策略。

    2、构建严重肢体创伤早期创面修复的系统化治疗体系，利用数字可视化技术实现皮瓣移植

的精准化、最优化。（1）国际率先构建 7 天内通过皮瓣移植结合终末内固定完成创面早期修复

的系统化治疗体系，显著降低手术次数、感染率和治疗周期。（2）国内外首次使用联合定位技

术、数字可视化技术对皮瓣穿支血管进行精准定位，根据受区形态重建个性化数字皮瓣，利用混

合现实技术实现皮瓣切取的微创化、透明化，实现创面“缺多少、补多少”的精准修复。（3）采

用游离皮瓣修复大创面、带蒂皮瓣修复局限性创面的系列皮瓣移植，实现供区损伤最小化、受区

修复最优化。（4）国际上首次提出小腿螺旋桨穿支皮瓣的穿支到创面之间的安全距离，为小腿

螺旋桨穿支皮瓣的设计和切取提供有效帮助。

    3、建立创伤性大段骨缺损分阶段、程序化重建体系。（1）率先采用“二期三阶段”方法治

疗严重开放性肢体创伤。（2） 针对创伤中不同类型的骨缺损、骨不连等相关问题，研发了系列

具有自身知识产权的新型骨材料。（3）国内最早报道诱导膜技术并进行改良。率先提出“骨水泥

间隔体外分块成型”方法，克服了传统体内成型骨水泥高热损伤、取出困难、破坏性大等缺陷；

创新性提出“包裹植骨技术”修复方法，克服了传统游离植骨易松动、骨吸收强，不愈合率高的缺

陷，为大段骨缺损修复提供了新方案；率先提出根据骨缺损体积进行 3D 打印设计并切取所需植

骨量、仅在皮质骨区域植骨的“精准取骨和精准植骨”新理念。（4）开创性的采用“单骨重建”联

合下尺桡关节融合技术治疗合并大段骨缺损的前臂撕脱离断，简化手术操作程序，改善前臂旋转

功能的同时维持腕关节的稳定性。

    本研究建立了严重肢体创伤骨与软组织缺损修复重建体系，并在国内外广泛推广应用。显著



降低治疗周期和感染率，大大提高了严重肢体的保肢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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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 2022 1 

0027300.3
2022-12-02

骨缺损用包裹松质骨

植骨的网状骨水泥间

隔及其制备方法

马运宏，卜凡玉，

殷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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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骨缺损的交锁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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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2 1 

0673702.0
2023-11-17

一种可提供手指持续

牵引的医用牵引装置

刘军，奚彬，李鑫，

唐文，殷渠东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芮永军 1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党委书记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带领团队开展严重肢体创伤救治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提出严重肢体创伤创面早期修复的系统化治疗，并牵头

发表专家共识一项；率先提出严重肢体创伤修复的两期三阶段治疗体系，在省内外积极推广，极大的提高了

严重肢体创伤救治的保肢率；利用数字化技术设计复合组织皮瓣实现对创面的精准修复；带领团队明确穿支

皮瓣的安全距离，降低穿支皮瓣的坏死风险；对于骨缺损的修复，提出外固定转为内固定修复的治疗方案并

在临床中推广应用，提高了患者舒适度缩短了治疗周期，大段骨缺损植骨方案的选择，倡导精准植骨；对于

前臂严重开放骨折伴尺桡骨大段毁损，开创性采用“单骨重建”联合下尺桡关节融合技术，保证腕关节稳定同

时保留前臂的功能，周期短、恢复快。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刚 2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手外科副主任、

 科教科科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首次证实了鸢尾素可通过促进上皮细胞增殖，达到减轻皮瓣缺血再灌注损伤，并揭示其作用机制，发表了代

表性论文，同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穿支血管的数字化定位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主持和参与了大量的临床病

例的诊疗，包括皮瓣移植覆盖创

面、骨缺损的重建，并进行了一系列临床技术的改良。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施勤 3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针对创伤中不同类型的骨缺损、骨不连等相关问题，研发了系列具有自身知识产权的新型骨材料：(1)基于成

骨多肽（OPG）构建可注射性双交联网络水凝胶骨修复材料，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项；（2）联合 3D打印和

静电纺丝技术构建微米级聚乳酸（PLA）成骨材料。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殷渠东 4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 获取科研经费和课题； 2. 国内最早介绍钛网包裹植骨和诱导膜技术，率先开展了钛网和线网包裹松质骨

植骨，并创新性提出“包裹植骨技术”概念者； 3. 率先提出“精准植骨”，并发明辅助精准植骨用、仅包裹皮

质骨内外层植骨的钛网和网状骨水泥包裹松质骨植骨的“一阶段诱导膜技术”新方法； 4.  率先报道体外制作

成形骨水泥方式应用诱导膜技术修复骨缺损，率先提出利用增强诱导膜活性一阶段的改良诱导膜技术修复骨

缺损；5. 参加大会发言和在外院积极推广本项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永伟 5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创伤骨科副主

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带领创伤骨科团队开展多项临床工作，通过临床经验总结出多项成果，协助提出严重肢体创伤修复的两期三

阶段治疗体系等重要成果，参加国家级会议发言 20 余次，积极推广本研究内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亚朋 6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率先开展鸢尾素通过 Choke II 血管新生促进跨区穿支皮瓣的基础研究，有关方面研究获得无锡市卫健委青

年课题资助一项，发表了相关 SCI 论文；设计了微血管吻合器降低了皮瓣血管吻合的学习曲线，并获得实

用新型专利；率先提出“单骨重建”联合下尺桡关节融合治疗伴有大段骨缺损的撕脱离断；多次参加大会发言，

推广本项目；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获取科研经费和课题资助。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康永强 7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率先提出皮瓣移植结合终末内固定于 7 天内完成小腿严重创伤后早期创面修复的阶段性系统治疗体系，一

期游离皮瓣移植结合 Masquelet 技术修复小腿开放性骨折后骨与软组织缺损，采用多种复杂形式皮瓣系列性

修复不同形式创面，参加国家级会议发言 20 余次，积极推广本研究内容；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获得省市级

项目 5 项，科研经费 10 余万元。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明 8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率先提出“单骨重建”联合下尺桡关节融合治疗伴有大段骨缺损的前臂撕脱离断，与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3直接相关。参与构建严重肢体创伤早期创面修复的系统化治疗体系与建立创伤性大段骨缺损分阶段、程序

化重建体系，对创新点 2、3均有重要贡献。多次参加大会发言，积极推广本研究内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鹏 9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组首次分析探讨穿支点与创面边缘的安全距离，于国际上率先明确提出穿支点距离创面边缘的最小安全

距离为 3.5cm，填补国内外相关数据的空白，证实在穿支旋转点至创面边缘的距离小于 3.5cm 时，皮瓣坏

死风险明显增加，该研究成果为穿

支螺旋桨皮瓣的设计切取提供了客观数据支持及重要参考依据，使螺旋桨皮瓣坏死风险明显降低。 率先提

出利用 X 线及 CT 数字重建技术计算骨缺损体积，然后定量切取相应体积自体松质骨的“精准取骨”方法，

节省大段骨缺损的植骨量，减小供区损伤。多次参加大会发言，推广本研究。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薛源 10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骨重建与软组织修复过程中，诸多生物学因子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鸢尾素（Irisin）是 2012 年哈佛大学

首次在 Nature 杂志报道的由骨骼肌运动后产生并进入血液循环的活性因子，改善肥胖和维持葡萄糖稳态。

本人围绕鸢尾素开展了骨重建与软组织修复的系列研究，通过体内外实验发现鸢尾通过 αV 整合素受体激活

BMP/SMAD 信号，促进骨生成，并双向调控骨稳态，并能抑制氧化应激缓解 Ti 颗粒引起的骨溶解，为本

项目促进骨缺损重建提供新的的治疗策略，相关成果在权威期刊 Biomaterials Science 发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浩 11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人围绕四肢创伤后大段骨缺损的修复重建开展了系列基础研究，作出了以下贡献：证实成骨诱导的脂肪

间充质干细胞复合丝素蛋白/羟基磷灰石（SF/HA）支架有望成为一种新型组织工程骨填充材料。并且发现

BMP-14 具有增强大鼠 ADSCs 向成骨细胞分化的能力。通过动物实验证实，BMP-14转染的ADSCs 复合

SF/HA 支架可以有效促进体内骨缺损的修复，显示出巨大的应用前景。并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沉默细胞中

的 Noggin 基因再联合 BMP-14 基因共同作用于大鼠 ADSCs，其体外成骨分化能力明显强于 BMP-14 单基

因转染，两者有显著的协同作用。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在本研究实施过程中从基础理论、临床应用推广等方面提供了人才和平台支撑。本研究

的创新内容大部分由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主持完成。本研究形成了严重肢体创伤性骨与软组织缺损修复重建

治疗技术体系，并进行了广泛的

临床推广应用，挽救了 2000 余例濒临截肢的肢体，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单位名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研究中，提供了研发针对创伤中不同类型的骨缺损、骨不连新型骨材料的人才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