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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门静脉高压诊疗技术体系的创新与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我单位认真评阅了该项目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已完成公

示，相关栏目均符合中华医学科技奖填写要求。

    本项目聚焦急慢性门静脉高压，从建立诊疗新技术入手，以符合中国人特点的个

体化治疗模式为突破口，创新诊疗技术体系并推广应用，同时深挖发病机制服务临

床，显著提高了门静脉高压的整体诊疗水平。尤为重要的是，本项目团队制定了国

内和国际第一篇吡咯生物碱相关肝窦阻塞综合征的专家共识，相关研究成果得到全

国推广，显著提高了疾病的治疗效果，降低了病死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 

    该项目组经过多年耕耘，目前拥有全国最大的肝窦阻塞综合征病例队列，每年开

展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等核心技术例数位居华东第一。本项目成果已在包括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等国内顶级医院在内的数百家单位推广应用；获得授权专利 5 项；发表代表性

论文 20 篇。参与编写中华医学会及中国医师协会门静脉高压相关诊疗指南 6 篇；

获省级医学新技术引进奖 1 项，市级医学新技术引进奖 5 项。

  特推荐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门静脉高压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危重病，其并发症如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6

周死亡率高达 20%，顽固性腹水的平均生存期仅有半年到 1 年，给患者和社会带来

沉重的负担。多数门静脉高压慢性起病，以肝硬化最常见，表现为脾大、腹水、静

脉曲张出血；急性门静脉高压多起病急骤，更为凶险，往往以腹水为突出表现，如

肝窦阻塞综合征，临床医生知之甚少，病死率达 50%以上。由于缺少合适的手段精

准评估患者病情以给予个体化诊疗，同时，既往的研究证据主要来自于西方，缺少

我国本土的数据，严重影响了我国门静脉高压的临床诊疗。

    自 2008年以来，本项目聚焦急慢性门静脉高压，从建立诊疗新技术入手，以符

合中国人特点的个体化治疗模式为突破口，创新诊疗技术体系并推广应用，同时深

挖发病机制服务临床，显著提高了门静脉高压的整体诊疗水平。主要创新点如下：

    1、建立吡咯生物碱相关肝窦阻塞综合征诊疗关键技术体系，实现多项从无到有

的创新和突破。（1）首次提出将肝窦阻塞综合征（HSOS）分为吡咯生物碱（PA）

相关 HSOS 和骨髓移植后HSOS 两类。（2）首次系统阐明PA-HSOS 的临床特征，

证实其是一种严重的急性门静脉高压。（3）建立急性 PA-HSOS 动物模型探索机制，

 确立肝脏硬度的诊断价值。（4）创立该病的“南京标准”，成为全球范围的唯一诊断

标准。（5）首先建立抗凝-TIPS 阶梯化治疗策略，病死率由 50%以上降至8%。

（6）主持编写国际和国内第一篇 PA-HSOS 诊疗专家共识。已在全国推广应用，彻

底改变患者预后。

    2、创新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精准诊疗技术和应用策略并推广。（1）率先在国内开

展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建立基于压力风险分层的门脉高压相关并发症精准诊疗体



系。（2）首次确立符合中国人代谢特点的非选择性 β 受体阻滞剂使用方法。（3）

发现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检测肝脾硬度是无创评估门静脉压力的良好工具。（4）优

化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技术，较早采用联合支架技术，提高通畅率；

开展小直径支架技术，减少肝性脑病发生；国内首创经皮经肝反向导丝技术再通

TIPS支架；首次发现糖尿病史是 TIPS术后肝性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5）发现

TWEAK等门脉高压治疗的新靶点。

    3、整合复杂性门静脉高压的关键诊疗技术并推广应用。（1）创新门静脉高压伴

自发性门体分流的治疗技术，国内首创双支架技术治疗 TIPS 术后顽固性肝性脑病。

阐明布加综合征所致肝硬化的临床特征，达到早诊断早治疗从而改善预后的目标。

（3）确定急诊 TIPS作为致命性大出血救命手段的有效性和安全性。（4）国内率先

开展经颈静脉肝活检术，助力复杂性门静脉高压症和疑难肝病的诊断。

    本中心拥有全国最大的 PA-HSOS病例队列，国内首创多项新技术，每年开展

TIPS等核心技术例数位居华东第一。本项目成果已在包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等国内顶级医院在内的数百家医疗单位推广应用；获得授权

专利 5 项；发表代表性论文 20 篇，共被引 203次。主持编写中华医学会指南 1 篇，

中英文双语发表；参与编写门静脉高压相关诊疗指南 6 篇；参加国际及国内学术会

议数讲座百次；获省市级医学新技术引进奖 6 项。直接培训专科医师超过 8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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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咯生物碱相关肝窦

阻塞综合征诊断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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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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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1140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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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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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resses the

expression of

Smad3/4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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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Rac1 promo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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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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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effects of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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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CCl4 - and

ethanol-induced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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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 Bio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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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3

诸葛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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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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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张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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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2016,

36(12)

, 811-

815

0.98

2

诸葛宇

征
0 30

否

14
土三七致肝小静脉闭

塞病的临床特点分析

中华消化杂

志

2010,

30(10)

, 771-

772

0.98

2
邹晓平 0 13

否

15

肝静脉压力梯度与肝

硬化患者临床特征的

相关性

中华消化杂

志

2015,

35(08)

, 530-

533

0.98

2

诸葛宇

征
0 8

否

16

不同支架经颈静脉肝

内门体静脉分流术治

疗肝硬化食管胃静脉

曲张出血的安全性和

疗效研究

中华肝脏病

杂志

2015,

23(04)

, 258-

264

1.51
诸葛宇

征
0 20

否

17

经皮经肝再通经颈静

脉肝内门体分流术后

支架闭塞一例

中华消化杂

志

2014,

34(01)

, 56-

57

0.98

2

诸葛宇

征
0 0

否

18

双支架限制性分流术

治疗经颈静脉肝内门

体分流术后顽固性肝

性脑病二例

中华消化杂

志

2015,

35(11)

, 778-

780

0.98

2

诸葛宇

征
0 4

否

19

急诊经颈静脉肝内门

体静脉分流术治疗肝

硬化静脉曲张出血的

疗效分析

中华消化杂

志

2014,

34(01)

, 16-

20

0.98

2

诸葛宇

征
0 13

否



20

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

和经颈静脉肝活组织

检查确诊不典型肝小

静脉闭塞病一例

中华消化杂

志

2013,

33(09)

, 636-

637

0.98

2

诸葛宇

征
0 5

否

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 完

成 人情

况

姓名：诸葛宇征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消化内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本项目的主要完成者，指导开展所有研究和技术改进，论文主

要完成者，带领团队完成了本项目中所有的基础研究实验和临床研究，并通过承办

会议推广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的一、二、三

项；附件 4.1-4.7,4.10-4.13,4.15-4.20 的通讯作者；8.1-8.5 课题的承担者，9.1-

9.5 获奖的第一完成人）。

姓名：张峰

排名：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院党务综合工作部副部长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重要成员，主要负责课题实施中的具体环节，同时

负责课题的设计，完成大部分研究及论文发表。参与多项技术推广应用。对“主要科

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中的一、二、三项均有贡献。参与编写共识

（4.1），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4.3-4.7、4.10-4.12、4.19），

作为 重 要 参 与者参 与 研 究（ 4.2 、 4.7、 4.13），作为课题的 重 要 参 与者

（8.1、8.2）。

姓名：张明

排名：3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重要成员，负责部分课题的实施，关键技术的临床

应用和推广。对主要发现的一、二、三项均有贡献。参编共识（4.1），作为研究

的主要完成人，以第一作者身份完成论文 （4.15-4.18） ；作为研究的主要参与者，

合著（4.2-4.7），作为课题的主要承担者（8.1-8.2）。

姓名：邹晓平

排名：4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消化科主任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的主要参与者，组织和协调项目的部分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实

施、论文撰写发表，着力组织本项目的推广应用。对主要发现的一、二、三点均有

贡献。参编共识（4.1），作为研究的主要发起者和指导者，完成论文 4.15，合著

论文 4.2-4.7，4.13-4.20。

姓名：肖江强

排名：5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重要成员，主要负责课题实施中的具体环节，如

HVPG和ＴＩＰＳ技术等，同时负责参项目推广。对主要发现的二、三点有贡献。

作为主要参与者，合著论文 4.4，主要获奖者完成 9.3。

姓名：王倩

排名：6

职称：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科护士长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所有临床技术开展护理配合，研究随访，专科护士培训，开展具

有知识产权的专利申请。多项专利对本项目作出较大贡献。参与部分临床课题设计

及实施。对主要发现二有贡献（1.1-1.5）。

姓名：韩浩

排名：7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负责超声弹性成像在肝窦阻塞综合征诊断和预后评估中的临

床应用，负责先进超声技术在门静脉高压的无创评估中的应用，参与相关技术推广。

对主要发现的一、二有所贡献。参与编写共识（4.1），作为主要研究者第一作者

身份完成论文 4.8-4.9。

姓名：王轶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重要成员，主要负责课题实施中的具体环节，同时

负责门脉高压并发症相关基础课题的设计和实施。对主要发现的一有贡献。参与编

写共识（4.1）,作为主要参与者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完成论文 4.2。

姓名：张玮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负责课题实施中的部分环节，组织技术推广。对主要发现的

一有贡献。参与编写共识 4.1，参与完成论文 4.2。

主要 完

成 单 位

情况

单位名称：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是本项目的唯一完成单位，负责本

项目申报工作。鼓楼医院提供临床医学平台、实验平台和动物中心，提供本研究所

需要的仪器和设备以及所需要的技术支撑。申报成果中，全部工作均来源于鼓楼医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