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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基于牙体牙髓原生理念的疾病精准防治新策略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四川大学

推荐意见：                                                                  

    牙体牙髓病是口腔科最常见疾病，是“健康口腔”所要防治的首类口腔疾病。针对

目前存在牙体牙髓治疗系统不规范且精准水平差的难题，该项目组进行多年相关生

物学基础和检测技术研究，发现 FGF8 在诱导及维持神经嵴前体细胞功能中的重要作

用，自主创建一套牙菌斑生物膜胞外多糖的检测技术，是对延续几十年传统多糖检

测方法的突破；基于牙体牙髓原生理念，创新性地提出健康美学、健康美学管理诊

疗体系，创建了根管治疗全流程标准化治疗体系，建立全疗效追踪数据库，改进了

根管治疗精准诊疗技术体系及其功能性评价体系，实现了常规治疗标准化、疑难根

管治疗精准化；以牙体牙髓功能恢复为目标，参与牙髓根尖周疾病临床试验规范化

国际指南制定，建立四川省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库，提出不同年龄段防治策略，

并针对根管治疗常见并发症研发 MR＆R 根管治疗并发症微处理系统，该系统于

2016 年转化上市且已更新为二代产品，获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项目负责人举办

国内外交流研讨会、继教班主讲 52 次，组织宣教 129 场，国际大会受邀报告 13 次，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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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体牙髓病位列重点防治口腔疾病的第一位，引起强烈疼痛，严重危害口腔功能

及全身健康。目前牙体牙髓疾病的常规临床治疗方法之一为根管治疗，但常规根管

治疗缺乏精准定位，对牙体组织破坏较大，与天然牙有极大的距离。如何高质量地

恢复牙天然状态是目前治疗的关键。“原生”一词指初始的，未经修饰的，且未经任何

外力、内力改变的个体。原生理念应用牙体牙髓领域，是指天然牙在自然进化中具

有高度自适应性，其结构和生理功能接近完美。原生状态的恢复首先需要理解牙天

然形态及功能，其次在选择治疗技术、器械和治疗位点时，要以微损伤、大程度的

组织保护及功能恢复为目标，最终完成符合原生理念的根管治疗。项目在 5个科技

部和卫健委基金项目支持下，历经 14年攻关，自主提出牙体牙髓原生理念、创建精

准防治新策略并推广应用。

创新点 1：探索牙原生状态、保存情况及机制，提出牙体牙髓的原生理念

       微观上，通过CBCT大数据分析，研究西南人群根管三维形态以及与牙槽骨间

的定位关系，提供牙原生形态的原始数据；宏观上，通过横断面调查西南地区人群

牙保存情况，建立四川省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库；进一步探讨牙原生状态的影响

机制，发现牙胚原生干性及多潜能性再生的关键分子 FGF8、牙菌斑细菌通过细胞焦

亡引发牙体牙髓病发生发展和建立牙菌斑胞外多糖多谱系检测技术。

创新点 2：基于牙体牙髓的原生理念，建立根管治疗精准治疗策略

       基于牙体牙髓原生理念，建立根管治疗（预备-消毒-充填）精准治疗策略，1、

根管预备技术突破：基于大数据根管形态分析，提出定位定深定角的钙化根管精准



疏通技术，完成常规治疗无法达到的根管死角清理；2、根管消毒突破：集成牙菌斑

胞外多糖的多谱系检测技术，发现新的药物配伍——氢氧化钙与樟脑酚协同提升消

毒效果，降低药物毒性。3、根管充填改进：根尖区域的充填策略改进，将充填理想

的根尖止点范围由 2mm改进为 0.5-1mm。4、根管治疗研究方法提升，提出同名牙

标准化对照方法，参与临床试验规范化指南撰写，提升临床治疗及试验的精准性。

由此提出“以健康为先导，美学为方向，预防为要领，微创治疗为手段”的原生状态保

全理念。

创新点 3：创立精准恢复牙体牙髓原生状态的产品，建立初级预防基地——口腔健

康推广和疾病防治基地

       首创 MR＆R 根管治疗并发症微处理系统，获 I 类医疗器械备案注册并上市销售，

可最大程度地保留牙根，高效治疗器械分离等并发症。团队建立了以四川省为基础、

面向全国口腔健康推广基地；在口腔疾病的初级预防方针指引下，建立口腔疾病防

治基地，适时定点开展局部涂氟和窝沟封闭等儿童口腔综合保健干预措施。

       该项目授权发明专利 3 项，参与撰写国际指南和扩展说明各 1 项，自主研发装

置 1个；国内外研讨会、继教班主讲 52 次，宣教 129 场，国际大会受邀报告 13 

次；成果在口腔领域全部 3个A+学科和 60+个口腔专科医院等获推广应用，惠及患

者 2000万，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经过专家鉴定，该项目具有国际领先水平，进

一步确立我国在牙体牙髓病学的国际一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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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胡涛

排名：1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口腔预防科主任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该项目研究工作的总体设计者，主持完成基于牙体牙髓原生理

念的疾病精准防治新策略，是创新点（1）探索牙原生状态、保存情况及其相关机

制，提出生物的原生理念，创新点（附件 4-

1~3、5、10、12、13、16、17、20）（2）基于生物原生功能理念，建立根管治

疗（预备-消毒-充填）精准治疗策略（附件 4-4、8、9、11、17~19），创新点

（3）建立维护生物原生状态的初级预防基地——口腔健康推广和疾病防治基地的

主要提出者（附件 10-7、8）。

姓名：程然

排名：2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项目的实施工作，是创新点（1）根尖周炎发病新机制

研究的完成者（附件 4-2）；是四川流行病学保健数据库及口腔保健数据库建设的

主要完成人（附件 10-6）。

姓名：高原

排名：3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创新点（2）中根尖 1/3 段疏通策略提出（附件 4-7）及创新

点（3）MR＆R 根管治疗并发症微处理系统研发、转化、推广的完成人（附件 1-

1、2、10-8）。

姓名：程立

排名：4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创新点（2）更短距离（0.5-1mm）根充止点的临床工作要领

提出的主要完成者（附件 4-18）；参与建立四川省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库及

四川省口腔保健数据库（附件 10-6）。

姓名：张茹

排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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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创新点（1）中 rnc基因缺失突变株构建者，提出 rnc基因可能为

龋病生态防治的新靶点（附件 4-10）；参与部分根管形态学与牙根骨开窗相关研究

的开展（附件 4-17）。

姓名：雷蕾

排名：6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创新点（1）致龋细菌关键毒力因子精准测定方法及龋病病因

的防治机制/致龋微物生态调节，主要探讨细菌毒力因子-胞外多糖的调控因素研究

的主要执行者；参与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一项（附件 1-3）。

姓名：邵美瑛

排名：7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华西第四医院口腔科主任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创新点（1）中牙胚间质细胞前体状态及多潜能性维持机制

（4-13）；创新点（2）符合根管原生解剖特征的临床研究和根管治疗标准化检验

方法建立及 Ca(OH)2消毒效果改进的主要完成人（附件 4-8）；

姓名：周学东

排名：8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该项目研究工作的指导者，全程参与项目实施及督导工作，为

本项目顺利完成提供建设性建议；是 MR＆R装置主要研发成员之一（附件 1-1）。

姓名：徐珏

排名：9

职称：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创新点（2）符合根管原生解剖特征的临床研究和根管治疗标准

化检验方法建立的主要完成人（附件 4-8）。

姓名：薛超然

排名：10

职称：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发明专利《用于根管治疗的导航装置及其制备方法》

（201610141109.6）的第一完成人（附件 1-2）。

姓名：吴芳龙

排名：11

职称：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研究方向为口腔黏膜病的流行病学及癌变机制的研究，对四

川省口腔黏膜病流行病特点及其防治有了较好的实践及积累（附件 10-6）。

姓名：罗晶晶

排名：12

职称：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致力于影像学手段辅助牙体牙髓疾病



的诊断治疗、对牙体牙髓疾病等口腔疾病的诊断及其防治有了较好的实践及积累；

为口腔健康教育及口腔疾病防治基地的建立做出贡献（附件 10-7）。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四川大学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项目的所有研究均在四川大学完成，项目完成人完成工作单位

均为四川大学，四川大学对该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具体贡献如下：

1. 依托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临床优质资源及目前全国口腔医学领域唯一的国家

级研究平台——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创立了以牙体牙髓生

物原生功能理念为核心的牙菌斑生物膜胞外多糖的检测新技术、牙体牙髓病防治新

靶点及修复重建技术、技术规范和体系。

2. 依托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参与国际指南及其扩展说明的编写，充分利用继

教班、国内外学术会议等形式开展以原生功能恢复为目标的牙体牙髓整体技术的推

广应用。

3. 四川大学作为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组成团队、

联合攻关、协同创新，为基于生物原生功能理论的牙体牙髓疾病精准防治新技术的

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条件和人才物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