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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诊疗关键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首都医科大学

推荐意见：                                                                  

    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是一组严重威胁国人生命的高致死性疾病。既往手术死亡率

和并发症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手术难度大、技术不成熟不规范、风险评估模型不可靠

且多学科协作机制不健全。《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诊疗关键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

项目的主要贡献和创新点为：1）建立主动脉弓部病变外科治疗新策略，提高了手术

治疗效果；2）建立妊娠合并主动脉夹层危重孕产妇多学科救治策略，显著提高了母

胎存活率，显著提高了母胎存活率；3）建立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围手术期脏器并发

症防治技术体系，显著减少了手术并发症；4）建立规范化诊疗及协作体系，提升了

我国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的诊疗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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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一）项目背景

       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是一组高致死性疾病，主要包括累及主动脉弓部的主动脉

疾病、有合并症（如合并妊娠等）的主动脉疾病等，临床上这类患者占 50%以上。

其中，以主动脉夹层合并上述情况最为危急凶险，发病 24 小时自然死亡率可达 30-

50%，严重危害国人生命健康。既往手术死亡率和并发症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手术难

度大、技术不成熟不规范、风险评估模型不可靠且多学科协作机制不健全。

    （二）主要技术内容和创新点

       1. 建立主动脉弓部病变外科治疗新策略，提高了手术治疗效果。国际上首创直

视支架象鼻手术技术治疗累及主动脉弓和降主动脉的复杂主动脉病变，术后内漏和

再干预率降至 2.6%和 3.7%，显著优于腔内治疗（26.7%和 27.6%）；研发保留自体

头臂血管的全主动脉弓替换术，简化了手术操作，术中吻合口由 6 个减少至 3 个，

降低了出血并发症及 ICU 停留时间，节约了医疗资源。

       2. 建立妊娠合并主动脉夹层危重孕产妇的多学科规范化救治策略，显著提高了

母胎存活率。完成全球最大组妊娠合并主动脉夹层患者的救治，率先形成成熟的多

学科团队救治机制，并提出规范化诊疗策略，使此类危重孕产妇死亡率由 30-50%降

至 13%、足月胎儿死亡率由 50%降至 0%。 

       3. 建立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围手术期脏器并发症防治技术体系，显著降低了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1）首次提出新型复合肺保护策略，将肺部并发症从 20-30%降

至 10%以下；（2）率先开展预防性脑脊液测压引流技术、术中脊髓诱发电位监测技

术，将截瘫发生率由 13.3%降至 2.6%；（3）首次发现肾阻力指数是预测主动脉夹

层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准确指标，可指导临床早期干预；（4）首次明确急性主动脉夹

层围手术期凝血因子的变化规律，为出血并发症的精准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5）

牵头完成主动脉疾病多中心数据库建设，并建立精准的主动脉疾病手术风险评估系

统，预测并发症的能力明显优于 EuroSCORE评分。

       4. 建立规范化诊疗及协作体系，提升了我国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的诊疗水平。



牵头制定并发布了《主动脉夹层诊断与治疗规范中国专家共识》等 3 部诊疗规范，

并通过诊疗协作网络向全国推广，手术死亡率由 20%降至 10%。

    （三）成果产生的价值

       发表论文 205篇，其中 SCI论文95篇，总影响因子 262.8，总引用 1302次，

7 项研究被国际指南或专家共识引用。获得国家专利 10 项。主编专著 1 部，参编国

际专著 2 部。牵头制定国内诊疗规范 3 部，参与发布国际共识 1 部。参加国际大会

发言 14次。培养博、硕士研究生 54 名。主办全国学术会议 21次、培训班 13 期，

培训专业人员 2816 人次。向全国 30省（市）共 200余家医院推广诊疗技术和规范，

指导治疗 1.5万余例次，提升了我国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的诊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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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朱俊明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成人心脏外医学中心主任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对项目的整体设计以及创新点 1~4 的研究工

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优化主动脉弓部的外科手术策略、完成全球最大组妊娠合

并主动脉夹层孕产妇的多学科规范化救治、建立围手术期脏器并发症防治技术体系、

创立精准的手术风险评估体系及创建规范化诊疗体系，并主持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

诊疗关键技术和规范的推广工作。是项目主要专利的发明人及代表作的作者。主要

贡献支撑材料见附件 1-6~8、3-1~15、4-1~8、4-11、4-12、4-14~19、8-1~4 和

10-1~10。

姓名：张宏家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北京安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的核心成员，对创新点 2~4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包括妊娠合并主动脉疾病的外科治疗、主动脉疾病围术期血液保护、主动脉疾病数

据库建设以及诊疗技术推广应用。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附件 3-1~15、4-14、8-

1、8-2 和 10-6。

姓名：孙立忠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心脏外科首席专家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候选人对创新点 1~4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指导主动

脉弓部的外科手术策略的优化、率先开展妊娠合并主动脉夹层孕产妇的救治、发现

主动脉夹层围术期急性肾损伤的有效标志物、建立主动脉手术风险评估模型及牵头

制定主动脉夹层诊疗规范。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附件 1-1~5、3-1~15、4-1~7、4-



10~19、8-1~3、10-1~6 和 10-8。

姓名：刘永民

排名：4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主动脉外科中心一病区主任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的核心成员，对创新点 1~4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包括主动脉弓部手术技术创新、妊娠合并主动脉疾病的外科救治、主动脉疾病数据

库建设以及诊疗技术推广应用。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附件 1-1~3、3-1~15、4-

2、4-3、4-6、4-12、4-14~16、4-18、4-19、8-1~3、10-1 和 10-6。

姓名：黄连军

排名：5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候选人对创新点 4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主要成员参

与起草并发布《主动脉夹层诊断与治疗规范中国专家共识》，并参与诊疗技术的推

广工作。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附件 3-1~15、4-18和 8-2。

姓名：郑军

排名：6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主动脉外科中心副主任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核心成员，对创新点 1、3、5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包括主动脉弓部手术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参与并完成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的诊疗规范及多学科协作网络建立”，参与“主动脉疾病多中

心数据库”及“主动脉疾病协作网”建设。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附件 1-4、1-5、3-

1~15、4-3、4-5、4-6、4-12、4-13、4-15、4-16、4-18、4-19、8-1~3、10-1

和 10-6。

姓名：王嵘

排名：7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候选人对创新点 2、3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妊娠合

并主动脉夹层的高危产妇的术中麻醉实施以及管理、主动脉疾病外科手中率先开展

脑脊液测压引流技术、围术期血液系统保护的研究和推广工作，降低了主动脉手术

围术期截瘫、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率。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附件 3-1~15 和 4-11。

姓名：程卫平

排名：8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麻醉中心副主任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候选人对创新点 3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率先开展围

术期氙气肺保护研究以及脊髓保护研究，为主动脉疾病围术期肺保护及脊髓保护提

供了科学依据，作为负责人牵头制定了《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外科手术麻醉中

国专家临床路径管理共识》。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附件 1-9、1-10、4-9、4-20 和

8-2。

姓名：刘楠

排名：9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心外危重症中心 副主任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候选人对创新点 3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开展主动脉

疾病围术期重要脏器并发症防治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降低了围手术期并发症发

生率，提高了外科治疗效果。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附件 3-1~15、4-10、4-11、8-2

和 10-1。

姓名：金沐

排名：10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麻醉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候选人对创新点 3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开展急性主

动脉夹层围术期呼吸功能不全及氙气肺保护的临床注册研究，其研究成果为复杂重

症主动脉疾病手术中肺保护最优策略提供了参考。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附件 1-

9、1-10、4-8、4-9和 4-20。

姓名：尚蔚

排名：11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候选人对创新点 3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参与主动脉

疾病围手术期重症监护、并发症防治技术及规范的推广工作。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

附件 3-1~15 和 4-11。

姓名：张军

排名：12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妇产科主任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候选人对创新点 2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参与妊娠合



并主动脉疾病危重孕产妇的多学科协作救治并制定分娩策略，提高了此类孕产妇的

母胎救治率。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附件 4-6 和 4-7。

姓名：董秀华

排名：13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候选人对创新点 2、3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参与妊娠合

并主动脉夹层的高危产妇的术中麻醉实施以及管理；参与主动脉外科手术围术期脊

髓保护的临床及科研课题，实施脊髓诱发电位监测技术。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附件

4-12、8-1 和 8-2。

姓名：葛翼鹏

排名：14

职称：副主任医师,讲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候选人对创新点 3、4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参与主

动脉疾病数据库建设，参与建立主动脉手术风险评估模型，参与主动脉夹层专家共

识的起草工作。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附件 4-15~18、8-1 和 8-2。

姓名：钟永亮

排名：15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候选人对创新点 4 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参与《主动

脉夹层诊断与治疗规范中国专家共识》的组织和起草工作。主要贡献支撑材料见附

件 4-18。

主 要完

成 单 位

情况

单位名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是全国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疗研

究中心，为本项目实施提供了可靠的临床研究平台、人才支持及项目管理经验。本

项目依托该平台获得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科研课题支持，为顺利完成项目研究任

务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同时，在医院的支持及监管下，保证了项目实施的合理合

规及可靠可信，同时为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诊疗关键技术的推广和人员培训提供了

支持。候选单位对本项目创新点 1~4 均作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