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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                                                                  

    本项目通过系列基础和临床研究提出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新病理学分型，分析了自

身免疫反应在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发挥的作用，明确了不同分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

床表现、发病机制，规范了该病的诊断和治疗，针对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和术式， 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切除 ，降低费用，提高疗效。应用该分型指导 3144 例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术式选择，术后随访 1-10 年（平均 5.3 年 ），优良率 92.3%，复

发率 1.2%，较既往复发率（3-15%）明显降低，提高了疗效。已用该分型评估和指

导手术一万多例，约三分之一患者避免了内固定，平均每例节约耗材 3.6 万元 ，三

千例节约 1 亿 8 百万元，平均住院日自 7.6 天缩短到 3.1 天。并且已在全国 30 多家

大学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等大型三甲医院推广应用。作为国家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举

办全国学术会议 80 余次，参会 3 万余人，包括 2 届院士论坛、连续 6 届全国椎间盘

疾病研讨会。培养全国骨科医师进修班学员 2000 余名。该项目开展实施过程中已

获相关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 8 项。发表相关论文 89 篇，20 篇代表性论文

被 SCI 引用 176 次，他引总次数 220 次。参与制定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腰椎间

盘突出症诊疗指南》。同意推荐该项目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简介     （一）研究背景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严重影响健康的高发病率、高致残率疾病，国内外流行病学调

查显示发病率为 2.2-15.2%，国内患者 0.4-1.2 亿，其引起的腰腿痛和功能障碍是致

残和丧失劳动能力的直接原因，10-15%需介入或手术治疗，在美国其治疗费每年达

140 亿美元，在我国腰痛是造成第三位经济负担的疾病。

    腰椎间盘突出是形态学描述，突出大小与症状并不一致。目前该病的分型多是基

于影像学，病理学分型也根据突出形态和部位，且标准不一，不能反应病理实质，

容易导致过度治疗和手术扩大化，增加并发症。

    本项目通过 16 年系列基础和临床研究发现该病具有不同的发病机制和病理变化，

创立了新的病理学分型，针对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和术式， 避免不必要的

手术切除，降低费用，提高疗效。

（二）创新点

    1. 揭示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具有不同类型的病理实质和发病机制：损伤疝出型是在

损伤和退变基础上的疝出和自身免疫反应炎症过程，退变突出型是在长期应力刺激

下的退变和增生反应过程；Modic改变与损伤疝出型显著相关，可能与髓核疝出引

起终板下免疫反应有关。

    2. 创立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新病理学分型：包括损伤疝出型、退变突出型、椎体

后缘 骨软骨病伴椎间盘突出、椎间盘囊肿，阐明了各型的发病机制、病理改变、临

床表现和治疗原则，形成规范的诊治体系。

    3. 建立了基于新病理分型的术式选择策略：损伤疝出型采用微创髓核摘除术，退



变突出型采用微侵袭减压、一般不需摘除椎间盘，避免了不必要的手术切除，减少

并发症，达到精准和微创化治疗，提高了疗效。

（三）应用推广

    1. 应用该分型指导 3144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术式选择，术后随访 1-10 年（平均

5.3 年 ），优良率 92.3%，复发率 1.2%，较既往复发率（3-15%）明显降低，提高

了疗效。已用该分型评估和指导手术一万多例，约三分之一患者避免了内固定，平

均每例节约耗材 3.6 万元 ，三千例节约 1 亿 8 百万元，平均住院日自 7.6 天缩短到

3.1 天。

    2. 已在全国 30 多家大学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等大型三甲医院推广应用。作为国

家继续 医学教育项目举办全国学术会议 80 余次，参会 3 万余人，包括 2 届院士论

坛、连续 6 届全国椎间盘疾病研讨会。培养全国骨科医师进修班学员 2000 余名。

    3. 获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 8 项。发表相关论文 89 篇，其中 20 篇代表性

论文被 SCI 引用 176 次，他引总次数 220 次。参与制定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腰

椎间盘突出症诊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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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为整个项目提供技术开发和应用的 基本条件，使该项目

能够顺利开 展并推广应用，医院相关部门提供了大量的设备支持、人员配备和相关

技术支 持。天津医院所属天津市骨科研究所为天津市唯一一家针对骨科领域进行深

入基础 、临床和临床应用研究的专业科研机构，保障各项课题研究是实施。 

    本项目历时 16 年完成，本单位主要贡献包括：提出课题的总体设想以及科研设 



计方案，进行课题申报，获得基金资助；充分利用病人资源，完成临床部分研 究；

对课题进行必要的监管，保障课题顺利实施，监控进度，保障科研经费的合理使用；

对本课题所需设备和人员提供支持，为本课题提供软件和硬件保障 。

单位名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骨科学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重点学科，集中了大量自全国各地

的骨科疾病患 者；本单位作为大学附属综合医院，具备较强的科研实力和完善的科

研平台 ，保障项目的实施。 本单位主要贡献包括：共同提出课题的总体设想以及

科研设计方案；收集临床病例和手术标本；对本课题所需设备和人员提供支持，为

本课题提供软件和硬件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