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复杂性肛瘘关键诊疗技术的创新研究与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

推荐意见：                                                                  

    该项目属于中医外科学范围。团队长期坚持中医疗法结合现代先进诊断技术，对

复杂性肛瘘开展临床与应用研究，将关键诊疗技术融入实践，解决难点，形成创新

成果，得到国内外认可。

        该团队率先建立复杂性肛瘘影像学精准评价体系，在国内率先开展磁共振多模

态成像联合经直肠高频线阵型超声诊断模式，制订并优化肛周磁共振扫描参数，确

定 T1 加权频谱预饱和反转恢复增强序列为最佳成像序列，研发并应用一种肠道球囊

导管，提高了肛瘘高低位分型的准确性；首创对口切开旷置结合垫棉疗法治疗复杂

性肛瘘，集微创、规范、加速康复于一体，将现代外科微创理念融入传统肛瘘敞开

术式中，以保护肛门括约肌功能为治疗宗旨，通过“对口切开”，将大切口变为小切口

以缩小创面范围，通过“旷置”充分保护正常肛门括约肌，并结合中医传统外治“垫棉

法”促进新生组织粘连以缩短愈合时间；率先建立术后中药熏洗疗法的标准操作规范

体系，应用多中心、随机、阳性对照、析因试验设计研究，明确了肛瘘术后熏洗药

物的组方、药物浓度、药物温度的最佳选择以及熏蒸及洗浴时间的合理控制，制订

了统一的熏洗操作流程、熏洗治疗的适应症及统一的疗效观察标准。

        成果推广应用至全国 15 家医疗单位，应用近 15 年，诊治复杂性肛瘘患者3.3

万余例，手术成功率和临床治愈率均达到 95%以上。主办继续教育项目班 15次，培

训基层肛肠医师 2200余人，接收专科进修医师 200余人。 主编参编专著教材9部，

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20篇，总被引用 295次，其中他引 267次；培养博士研究生

8人，硕士研究生 50余人。主办全国性学术会议 15次，推动了学科的发展。该团

队开展的“复杂性肛瘘诊疗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曾于 2018年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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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属于中医外科学范围。本团队长期坚持中医疗法结合现代先进诊断技术，

对复杂性肛瘘开展临床与应用研究，将关键诊疗技术融入实践，通过临床多学科协

作诊疗团队（MDT）模式开展复杂性肛瘘诊治，术前运用磁共振（MRI）等手段对疾

病进行诊断和分型，根据诊断分型结果实施针对性手术方式，术后采用中药熏洗疗

法标准操作规程，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解决难点，形成创新成果，得到国内外

认可。

1.率先建立复杂性肛瘘影像学精准评价体系 

    在国内率先开展磁共振多模态成像联合经直肠高频线阵型超声诊断模式。制订并

优化肛周磁共振扫描参数，确定 T1 加权频谱预饱和反转恢复增强序列为最佳成像序

列，研发并应用一种肠道球囊导管，提高了肛瘘高低位分型的准确性，并使复杂性

肛瘘的内口显示率由67%提高到 90%，同时联合经直肠高频线阵超声检查，进一步



明确瘘管的数量、走行及与肛门括约肌、肛管直肠环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制定复杂

性肛瘘的最优化、精准化治疗方案提供可靠的客观依据。在对 53例半马蹄型肛瘘和

8例全马蹄型肛瘘的手术前后结果比较中发现，其诊断符 合率分别达到

94.3%(50/53)和 87.5%(7/8)。 

2.首创复杂性肛瘘对口切开旷置结合垫棉疗法 

    集微创、规范、加速康复于一体，将现代外科微创理念融入传统肛瘘敞开术式中，

以保护肛门括约肌功能为治疗宗旨，结合中医传统外治“垫棉法”，首创“对口切开旷

置结合垫棉疗法”治疗复杂性肛瘘。通过“对口切开”，将 大切口变为小切口以缩小创

面范围，通过“旷置”充分保护正常肛门括约肌，并结合“垫棉”促进新生组织粘连以缩

短愈合时间。为此制订了旷置垫棉疗法、切开挂线法、术后护理及疗效评价等一系

列的标准操作规程，显著提高了手术疗效并减少术后并发症。通过 220例随机对照

临床研究证实，对口切开旷置结合垫棉法能显著缩短愈合时间 6.58天（P＜

0.01），并有效地降低术后疼痛、渗液和发热等并发症的发生率（P＜0.01），在

维护肛门括约功能（直肠静息压、肛管静息压）方面亦有明显作用（P＜0.01）。

3.率先建立术后中药熏洗疗法的标准操作规程 

    通过多中心（5 家）共计 480例随机对照析因方案设计的临床研究证明，采用自

制中药（促愈熏洗方）低浓度（4%）长时间（熏蒸 5min，坐浴 15min）能明显减轻

术后疼痛、渗液和水肿等症状，总有效率达到 99.8%（P＜0 .05），显著改善了患

者术后的生活质量并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率。术后中药熏洗标准操作规程的建立也

成为中医外治法研究的示范。 

    本项成果已推广应用至全国 15 家医疗单位，应用近 15 年期间，共诊治复杂性肛

瘘患者3.3万余例，手术成功率和临床治愈率均达到 95%以上。主办继续教育项目

班 15次，培训基层肛肠医师 2200余人，接收专科进修医师 200余人。 

    本成果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另外还曾获局级科技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主编参编专著教材9部，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 20篇，总被引用 295次，其中

他引 267次；培养博士研究生 8人，硕士研究生 50余人。主办全国性学术会议 15

次，推动了学科的发展，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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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巍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肛肠科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杨巍教授作为本研究的负责人和主持人，将现代外科微创理念融

入传统肛瘘敞开术式中，率先建立复杂性肛瘘影像学精准评价体系，以保护肛门括

约肌功能为治疗宗旨，首创“对口切开旷置结合垫棉疗法”治疗复杂性肛瘘，率先建

立术后中药熏洗疗法的标准操作规程，制订了肛瘘术后中药熏洗疗法的标准操作规

范体系。是8-1,8-2,8-3,8-4,8-5等相关课题负责人，是代表性论文4-1,4-2,4-3,4-

4,4-5,4-6，4-17,4-18,4-19,4-20 的通讯作者，对本项目中 1、2、3项核心技术创

新均有突出贡献。

姓名：郑德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肛肠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加 8-1,8-2,8-3,8-4,8-5等相关课题的申报和结题，是代表性学

术论文4-11,4-12,4-14的通讯作者。

姓名：詹松华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放射科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詹松华教授是该项目研究的主要执行者。肛瘘的术前影像精确评

估是治疗成功的前提。课题组发明了直肠内球囊导管，而且通过调整MRI序列的参

数设置，更加有效、精准显示肛瘘形态、内口、脓肿等情况，促进了本课题成果的

成熟和应用。是发明专利一种肠道球囊导管的主要发明人，参与了 8-1,8-5等相关

课题，是代表性学术论文4-7,4-8,4-9,4-10 的通讯作者。

姓名：汪庆明

排名：4

职称：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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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加 8-1，8-3,8-4,8-5等相关课题申报和实施，是代表性学术论



文4-13,4-15 的通讯作者。

姓名：陆宏

排名：5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加 8-1，8-3,8-5等相关课题实施和临床研究，是代表性学术论

文4-16的通讯作者。

姓名：杨烁慧

排名：6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加 8-1等课题实施和影像研究，参与发表代表性学术论文4-

1,4-2,4-5,4-12,4-16,4-20。

姓名：瞿胤

排名：7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瞿胤应用多中心、随机、阳性对照、析因试验设计研究，明确了

肛瘘术后熏洗药物的选择、药物浓度、温度的制定，熏蒸及洗浴时间的控制，统一

的熏洗操作流程、熏洗治疗的适应症及统一的疗效观察标准，建立术后中药熏洗疗

法的标准操作规程。参与发表4-3，4-4,4-5,4-11,4-12等代表性学术论文，参加 8-

2等相关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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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10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超声一科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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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少军

排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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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志君

排名：15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加课题实施和临床研究，参与发表4-1等代表性学术论文。

主要完

成单位

单位名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排名：1



情况

对本项目的贡献：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为本项目的实施完成提供了完善的

平台，医院提供完备的设施和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在有关科研和临床项目方面

提供了配套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