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推荐项目公示材料 

 

一、项目名称 

胰腺重大疾病多学科诊疗体系的建立及关键治疗措施的创新和应用 

 

二、推荐单位（专家） 

中华医学会 

 

三、项目简介 

我国胰腺重大疾病年新增病例数超过 40 万，且发病率逐年上升。重症急性

胰腺炎（SAP）起病急骤，在所有腹部良性疾病中最为凶险，死亡率最高；慢性

胰腺炎临床诊治极为困难，并且属于癌前病变，一旦恶变为胰腺癌，治疗效果极

差。胰腺重大疾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我国为之每年消耗医疗资源超过 200亿元，

成为当今医学亟待攻克的顽固堡垒。为此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对胰腺重大疾病进行

科技攻关。 

本项目围绕上述难题，自 1998 年始组建胰腺重大疾病诊疗团队，进行多学

科联合公关，在历经 16年的不懈努力下，项目组获得了国家和省部级 30余项课

题资助，建立了胰腺重大疾病的科学诊疗体系，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的成果： 

1、创立胰腺重大疾病多学科研究诊治平台及科学诊疗体系：项目组围绕胰

腺疾病病情重、诊治难、预后差等临床难点，于 1998 年组建了胰腺专科疾病联

合公关专业团队，2002 年创立了包括外科中心、专科 ICU、内镜室等多学科诊治

中心，并于 2007 年创立国内首家胰腺疾病研究所，现有开放床位 100 张，是国

际上目前集胰腺外科、重症医学、消化内镜、影像介入与肿瘤专业于一体，规模

最大的胰腺疾病专业诊疗中心之一。通过对十多年来 12000余例胰腺重症疾病数

据的回顾性分析与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建立了胰腺重症疾病的多学科诊疗体系。 

2、率先提出对 SAP 患者的三类法并分型施治，制定 SAP 合并 ACS 的三型分

类标准与 SAP 手术量化评估方法以指导手术：通过临床实验及基础研究，率先提

出 SAP 再分类为一般 SAP 与特重型 SAP，并针对特重型 SAP 制定细化诊疗方案，

降低 SAP 前期死亡率；首次提出 SAP合并 ACS 分型方法并指导手术，将 ACS手术

死亡率由 52%降至 12%；制定了首个 SAP 手术量化评估方法，将 SAP 手术死亡率

降至 6.2%。上述措施使 SAP 总体死亡率由项目实施前的 14.4%降至 6.0%，处于

国际领先地位。 

3、分析研究中国人慢性胰腺炎的临床病理特征，创建保留十二指肠的胰头

全切术：为打断慢性胰腺炎向胰腺癌转化过程，在细胞与分子水平初步阐明了慢

性胰腺炎-胰腺癌炎癌转化的机制，创建保留十二指肠的胰头全切术治疗慢性胰

腺炎。本研究平台数据及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性胰腺炎恶变为胰腺癌风险高达

7.8%，为此项目组建立了我国多中心慢性胰腺炎随访及早期预警数据库，随访慢

性胰腺炎患者 5224 例，发现癌变患者 177 例。对未发生恶变患者实施保留十二

指肠的胰头全切术 558 例，随访期间未发现癌变患者。 

本项目实施以来，项目组成员先后执笔了我国《重症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

2007版、《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2014版，参与了国际胰腺病学会与美国胰腺病



学会（IAP/APA）《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2012 版的编写，创建的保留十二指肠

的胰头全切术写入我国《慢性胰腺炎诊疗指南》2014 版。担任了中华医学会外

科学分会胰腺学组组长及荣誉组长；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胰腺病分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抗癌协会胰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本项目实施 16 年以来，纳入研究病例 12000 余例，在全国 80余家医院进行

推广应用。发表论文 520余篇，他引 6200余次，其中 SCI收录文论文 100余篇，

他引 1000 余次。培养博士近百名、硕士一百六十余名，举办大型学术会议 20

余次，在国际国内学术报告 300余次，通过学术交流及临床推广，极大地促进了

我国胰腺疾病诊治水平的提高，推动了胰腺多学科诊治的学科发展及技术进步。 

 

四、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所有完成单位） 

排名 单位名称 创新推广贡献 

1 

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医院 

本中心自1998年成立胰腺外科专业组，2002年成立胰腺

外科中心， 2007年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创建国内首

家胰腺疾病研究所，研究所下设外科中心，内镜中心，

胰腺病重症监护室及胰腺病基础实验室，在组建多学科

团队方面提供了交叉学科人员、技术及设备的支持，在

成果转化和临床应用推广方面适时给予指导性意见。在

项目组成员的通力协助下，不断创新，完成项目内容，

获得国家和省部级30余项科研项目资助，取得了多项科

研成果，以王春友教授为首的团队，对研究成果在国内

进行了疗效验证及广泛推广，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

其中SCI收录文章60余篇。 

2 
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组建了胆胰外科中心，经过十多

年的发展，成立了以胰腺重症疾病诊疗为主的胰腺疾病

重症监护室。近年来，国家、省部级项目及医院为该中

心提供了大量经费及设备，创建了胰腺病重症诊治平

台。目前该中心已拥有两个胰腺病治疗病区，已成为我

国最大的胰腺病诊疗中心之一。多年来，以姜洪池教授、

孙备教授为首的团队，在重症急性胰腺炎诊治方面提出

了独有的观念及理念，有力地推动了胰腺炎诊疗水平的

提高。共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SCI收录文章30

多篇。 

3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 

上海瑞金医院是我国最早开展胰腺重症疾病临床诊治

及基础研究的单位之一。其中胰腺重症疾病ICU投入了

大量设备、技术等硬件设施及人才配备。在重症胰腺炎

的脏器保护及机械替代治疗，如血滤机、呼吸机应用等

重症监护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由于在重症胰腺炎

临床研究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张圣道教授曾担任我国胰

腺外科学组组长，并执笔撰写了我国《重症胰腺炎外科

诊治指南》2007版，促进了重症胰腺炎临床诊治水平的

提高，共发表论文近200篇，SCI收录文章10余篇。 

 



五、推广应用情况 

课题组在对 2005 年之前病例的回顾性研究的基础上，于 2006 年之后进行了

多方面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前瞻性研究，建立了胰腺重大疾病多学科协作诊疗体系，

并对重症急性胰腺炎与慢性胰腺炎的关键治疗措施进行创新。通过该方案的临床

实施，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严重并发症率由 2000 年之前的 40.7%降至 2006 年

后的 18.9％；病死率由 2000 年之前的 14.4%降为 2006 年之后的 6.0％；创立的

保留十二指肠的胰头全切术应用并随访行手术治疗的所有慢性胰腺炎患者，术后

患者生活质量良好且无患者发生恶变。 

项目组对重症急性胰腺炎进行再分类的方式被国内外同行广泛接受，项目负

责人参与了国际胰腺病协会（IPA）和美国胰腺病协会（APA）在 2012 年《急性

胰腺炎诊治指南》的制定，该指南中明确地对重症急性胰腺炎再分类，将其分为

中等重度急性胰腺炎（MSAP）和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分类方式与该项目组

相似（见附件）。 

项目组公开发表直接相关 SCI 收录论文 100 余篇，他引 1000 余次。通过举

办 20 期国家级胰腺外科新技术与新进展学习班、300 余次全国专题学术讲座、

出版专著、手术演示、远程会诊、技术援助、指导进修及培训、开展多中心协助

研究等形式，将本研究成果推向全国。 

项目研究成果在 87 家大型综合性教学医院和地市级综合性医院的疗效验证

和推广应用，结果表明本方案不仅适用于大型综合医院，也易于在地市级医院应

用，可显著降低重症急性胰腺炎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对慢性胰腺炎炎-癌转

换进行了基础与临床研究，提出了早期预警机制并创建了保留十二指肠胰头全切

术，降低了慢性胰腺炎恶性转化风险。本项目实施后有效的提高了胰腺重症疾病

的诊治水平。 

 

六、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时

间 
奖项名称 

奖励等

级 
主要获奖人 授奖单位 

重症急性胰腺炎的综合救治方

案的系统化与细化研究 
2006-12 

湖北省科技

进步奖 
一等奖 

王春友、吴河水、

熊炯炘、陶京等 

湖北省人

民政府 

降低重症急性胰腺炎死亡率四

个关键措施的推广应用 
2011-12 

湖北省科技

进步推广奖 
二等奖 

王春友、吴河水、

熊炯炘、陶京等 

湖北省人

民政府 

胰腺癌诊断评估与综合治疗抉

择体系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2012-12 

湖北省科技

进步奖 
一等奖 

王春友、吴河水、

熊炯炘、陶京等 

湖北省人

民政府 

胰腺重大疾病多学科诊疗体

系的建立及关键治疗措施的

创新和应用 

2014-12 中华医学奖 二等奖 
王春友、姜洪池、

吴河水、孙备等 

中华医学

会 

 

 



七、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

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

具体名称 

国家 

（地

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

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

利有效

状态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所有完成人员） 

姓名 
排

名 

技术

职称 
工作单位 

完成单

位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

奖励情况 

王春友 1 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

院 

华中科

技大学

同济医

学院附

属协和

医院 

为本项目负责人，总体设计和指

导者。在本项目的创新点 1,2,3 

中作出突出贡献。在项目实施中

的工作量占 80%，获得国家及省

部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发表指

导性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40 余篇。参与了国际胰

腺病学会（IPA/APA）关于《急

性胰腺炎诊治指南》及 及国内

《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2014

版制定。 

无 

姜洪池 2 教授 

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

院 

哈尔滨

医科大

学附属

第一医

院 

在本项目创新点 1，2 中有突出

贡献，工作量占 60%，提出了急

性胰腺炎外科干预的“三不原

则”，积极推广急性胰腺炎手术

的“微创原则”和“损伤控制”

等理念，作为作者和通讯作者，

在本研究领域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一项（2000） 

李宏为 3 教授 

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

金医院 

上海交

通大学

医学院

附属瑞

金医院 

在本项目创新点 1，2 中有突出

贡献，工作量占 50%。在重症胰

腺炎平台建设及个体化诊治方

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2010） 

张圣道 4 教授 
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

上海交

通大学

在本项目创新点 1，2，3 中有

突出贡献，工作量占 80%，作为

国家科技进步三

等奖（1997） 



院附属瑞

金医院 

医学院

附属瑞

金医院 

作者和通讯作者，在本研究领域

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终身

致力于重症胰腺炎多学科诊治

的研究，曾担任中华医学会外科

学分会胰腺学组组长，并执笔撰

写了我国《重症胰腺炎外科诊治

指南》2007 版。 

孙备 5 教授 

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

院 

哈尔滨

医科大

学附属

第一医

院 

在本项目创新点 2 中作出突出

贡献，工作量占 60%。主要贡献

在于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液体治

疗及早期微创治疗方面。在本领

域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多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100

余篇。 

无 

吴河水 6 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

院 

华中科

技大学

同济医

学院附

属协和

医院 

在本项目中主要承担项目的临

床实施，在创新点 1,2,3 中作出

贡献，工作量占 60%。获得两项

与项目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支持。发表相关论文 50 余篇 

无 

杨智勇 7 
副教

授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

院 

华中科

技大学

同济医

学院附

属协和

医院 

在本项目创新点 1,2 中有积极

贡献，本项目工作量占 60%。在

本领域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3 项，发表论文 20 余篇 

无 

赵刚 8 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

院 

华中科

技大学

同济医

学院附

属协和

医院 

在本项目创新点 1,3 中作出贡

献，在本项目工作量占 60%。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发

表 10 余篇较高质量的 SCI 论

文。 

无 

熊炯炘 9 教授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

院 

华中科

技大学

同济医

学院附

属协和

医院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项目实施，

在创新点 2 中作出贡献，工作

量占本项目的 60%。发表多篇重

症急性胰腺炎炎症调控及营养

治疗方面的论著。 

无 

陶京 10 
主任

医师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

院 

华中科

技大学

同济医

学院附

属协和

医院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项目的实

施，在创新点 1,2 方面作出贡

献，在项目中工作量占 60%。发

表相关论文多篇。 

无 



周峰 11 

副主

任医

师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

院 

华中科

技大学

同济医

学院附

属协和

医院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项目的实

施，在创新点 1,2 方面作出贡

献，在项目中工作量占 60%。发

表相关论文多篇。 

无 

刘涛 12 

副主

任医

师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

院 

华中科

技大学

同济医

学院附

属协和

医院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项目的实

施，在创新点 2，3 方面作出贡

献，在项目中工作量占 60%。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发表

相关论文 20 多篇。其中包括 

10 余篇 SCI 收录文章。 

无 

殷涛 13 

副主

任医

师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

院 

华中科

技大学

同济医

学院附

属协和

医院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项目的实

施，在创新点 2,3 方面作出贡

献，在项目中工作量占 50%。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发表

相关论文 8 篇。 

无 

杨明 14 
主治

医师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

院 

华中科

技大学

同济医

学院附

属协和

医院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项目的实

施，在创新点 1,3 方面作出贡

献，在项目中工作量占 50%。 

无 

勾善淼 15 
主治

医师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

院 

华中科

技大学

同济医

学院附

属协和

医院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项目的实

施，在创新点 2,3 方面作出贡

献，在项目中工作量占 60%。发

表多篇学术论文，其中 SCI 收

录文章 6 篇。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