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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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裂颅内动脉瘤的微创手术入路推广及神经保护体系建立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苏省医学会

项目简介

    破裂颅内动脉瘤是致死率和致残率最高的脑血管疾病之一，提高救治成功率、降低神经功能

损伤是该领域的重大挑战。本项目自2010年起，依托于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神经外科）围绕破

裂颅内动脉瘤的微创手术入路、术中微创技术应用、优化破裂多发动脉瘤的治疗策略及神经保护

体系构建等方面展开系统深入研究，并取得以下主要创新成果：

一、眶上外侧入路的创新、改良及推广

    项目组国内首次采用眶上外侧入路治疗破裂前循环动脉瘤，并拓展适应症至Hunt-Hess 

I-III级及部分IV级患者。此外，该入路被创新性应用于经颈内动脉上间隙治疗部分后循环动

脉瘤，并进一步改良用于大脑中动脉瘤的手术。相比传统入路，该技术使手术时间及切口长度缩

短40%，并发症风险降低70%，良好预后率提高50%。在本项目的推动下，全国十余省份的50

余家三甲医院已广泛应用眶上外侧入路治疗破裂颅内动脉瘤，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技术空白。

二、联合术中微创技术提升破裂颅内动脉瘤夹闭安全性

    项目团队结合卷脑棉片、基底池与终板池打开等微创手术技巧，降低脑挫伤、脑积水风险。

通过术中尼莫地平联合环孢素A脑池灌洗，有效预防脑血管痉挛，并被写入《脑血管痉挛防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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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电生理监测等微创技术，可实现精准、安全的动脉瘤夹闭，还能确保复杂动脉瘤的血管重建与

载瘤动脉通畅率，显著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和神经功能损害。

三、人工智能优化破裂颅内多发动脉瘤治疗策略

    针对破裂颅内多发动脉瘤患者，项目团队首创利用人工智能评估各动脉瘤破裂风险以精确定

位责任动脉瘤，判断准确率高达 100%。借助人工智能辅助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显著提高患者

的良好预后率。

四、破裂颅内动脉瘤的神经保护策略研究

    项目组聚焦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早期脑损伤（EBI）和脑血管痉挛（CVS）的干预及

神经保护策略。EBI方面，筛选 RIP3、HIF-1α等靶点，并验证褪黑素、雷帕霉素、他莫昔芬、

富马酸二甲酯、外泌体 miR-193b-3p等的保护作用。CVS方面，确定CD137为促CVS因子，

PPARβ/δ为保护因子，并发现BAY 43-9006等药物及 CD34中和抗体可改善CVS。多项相关成

果被纳入《中国颅内破裂动脉瘤诊疗指南 2021》。

    项目组成员积极参与国内神经外科领域的规范制定与学术交流，推动相关技术的临床应用与

普及。迄今为止，项目组成员参与制定 4项相关指南及专家共识，多次在国家级学术会议上作专

题报告，分享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同时，项目组还举办 10余次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累计

培训医生3000余人次，致力于培养专业人才。项目组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广泛

发表，包括Stroke、J Neuroinflamm、J Pineal Res及中华神经外科杂志等。累计发表

论文 180余篇，其中 SCI论文83篇（中科院分区一区9篇，影响因子 5分以上27篇）、中华

系列论著39篇。项目已获得江苏省医学科技一等奖2项、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进二等奖2项，

并获得5项相关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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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蒋冠男,尤万

春,陈罡,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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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创新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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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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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医师 科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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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创新点一、二、三、

四做出了主要贡献，是代表论文 3、6、9、10的作者，是专利 5的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孟嘉皓 3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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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创新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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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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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创新点一、二、三、

四做出了主要贡献，是代表论文 4、10的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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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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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创新点一、二、三、

四做出了主要贡献，是代表论文 1、2、3、4、5的作者，是专利 1、2、3、4、5的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海英 6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研究员

脑神经研究室

副主任（主持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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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创新点四做出了主要

贡献，是代表论文 1、5的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周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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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创新点一、二、三、

四做出了主要贡献，是代表论文 5、6、9、10的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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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创新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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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枫 9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在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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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创新点一、二、三做

出了主要贡献，是代表论文 10的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紫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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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创新点一、二、三做

出了主要贡献，是代表论文 10的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卜计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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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创新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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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尤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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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创新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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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海涛 13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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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创新点四做出了主要

贡献，是代表论文 1、5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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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