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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儿童危重心脏病诊治关键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青岛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儿童心脏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和后天获得性心脏病，已成为危害儿童健

康的重要疾病。该项目针对先心病胎儿“过度引产”的现状，作为国内最早独立开展胎

儿心脏介入手术治疗的团队，该项目实现了亚洲地区最小孕周的手术纪录，手术量

稳居国内首位。针对低龄、低体重先心病患儿传统手术存活率低的问题，对传统开

胸体外循环手术技术改进，实现部分复杂先心病婴幼儿一期根治；创新性应用双冠

脉导丝技术建立复杂心脏病介入治疗轨道；最早应用动脉导管支架植入术替代早期

外科体肺分流姑息治疗的单位之一；经颈静脉路径封堵婴儿大型房间隔缺损；研发

改良介入器材，在婴幼儿先心病介入手术中发挥积极作用。川崎病所致冠脉动脉病

变(CAL)已成为我国儿童后天获得性心脏病的首位病因。该项目开展了儿童川崎病流

行病学研究，积极探索了 CAL 发病机制，提出高危患儿应全面评估 CAL，执行分级

规范治疗。

      本项目建立了适用于胎儿及婴幼儿大部分心脏病诊治的核心体系，已在多家心

脏中心临床应用，中远期随访效果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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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心脏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和后天获得性心脏病，是危害儿童健康的

重要疾病。活产儿先心病的发病率居所有出生缺陷的顺位第一，是婴儿的首位死亡

原因。低龄、低体重先心病患儿常合并心力衰竭、低氧血症等并发症，基础条件差，

传统手术救治成功率低。同时，先心病产前筛查率明显提高，导致先心病胎儿“过度

引产”现象严重。因此，迫切需要改进治疗模式，改革治疗思维，使婴幼儿及胎儿危

重先心病尽早得到救治。另一方面，川崎病所致冠状动脉病变（CAL）已成为我国儿

童后天获得性心脏病的首位病因，可引起冠脉内血栓形成甚至闭塞，造成心肌缺血，

严重者猝死。目前川崎病所致 CAL 流行病学、具体机制研究较少，继发的冠脉病变

诊治缺乏统一规范。

       本团队近年着力探索危重先心病宫内手术治疗和围产期综合管理，积累较多经

验，已实现产前超声诊断技术、胎儿麻醉技术、关键技术操作、围产期孕妇管理策

略等关键技术突破，创造了亚洲地区最小 26孕周的胎儿心脏介入手术纪录，也是目

前国内唯一常规开展胎儿心脏介入手术治疗的中心，手术量居国内首位。本项目负

责人主持撰写的《中国胎儿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专家指导意见》已成为胎儿心脏

手术的操作规范，保持国内领军地位。本项目在常规介入操作基础上改进，创新性

应用双冠脉导丝技术建立复杂心脏病介入治疗轨道；动脉导管支架植入术可作为右

心发育不良疾病早期外科体肺分流姑息治疗的替代方法；研发改良的手术器材在低

龄、低体重先心病介入手术中发挥积极作用。传统外科手术需开胸和（或）体外循

环，手术并发症较多，低龄、低体重儿死亡率高。本项目积极改进外科手术技术，



实现一期根治婴幼儿法洛氏四联症、主动脉弓中断等复杂先心病，术中采用低体外

循环预充量技术，大大提高患儿手术救治成功率。本项目率先对我国华东地区川崎

病进行流行病学研究，提倡川崎病致 CAL 高危患儿应全面评估，并对治疗措施进行

规范，为患儿远期规范管理方案提供详细的临床依据。本项目对研究患儿进行了严

格的随访评估，取得了可靠、科学的临床资料。本项目核心技术体系受到国内同行

高度认可，在国内多家儿童心脏中心推广应用，技术安全稳定，使更多危重患儿受

益，必将成为今后我国儿童危重心脏病治疗发展的新趋势。

       本项目负责人近5年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代表性论文

20篇，其中专家述评 2篇，授权国家专利5项。近3年出席国内外权威学术会议

10余次，均受邀作大会发言，推广胎儿及新生儿危重心脏病治疗技术，获得同行专 

家认可。先后受聘为中华儿科学会心血管学组委员兼新生儿心脏病协作组组长、中

国儿科医师协会心血管委员会委员兼胎儿心脏病协作组组长、中华儿科学会围产医

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先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该研究成果在国

内 10余家单位推广应用，临床治疗效果满意，社会效益良好，对推动国内胎儿心脏

介入技术发展，促进我国儿童复杂先心病防治工作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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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泮思林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的设计和主持人，在课题前期立项、设计实施中作为主帅

角色，统筹安排本项目进行。在前期介入手术器材研发过程中倾注大量心血，先后

多次赴国内多地进行先心病介入技术指导。在国内带领团队率先开展胎儿心脏介入

手术，并积极推广相关技术，对本项目创新点具有突出贡献。对应“四、主要科学发

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的第一项，见附件 1-1、1-2、4-1。



姓名：吕海涛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课题的具体运行。在川崎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所致冠脉病变

机制研究方面做了大量长期的研究，研究成果对课题的立项、实施做了巨大贡献，

成为本项目的重要支撑材料。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

创新点的第三项，见附件4-5、4-6。

姓名：吴蓉洲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儿内科党总支书记、儿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课题的具体实施，在儿童及胎儿心脏介入技术改进提出众多

建设性意见，有利推动课题顺利进行。积极参与川崎病发病机制的相关研究，为课

题完成做出突出贡献。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

的第三项，见附件4-7。

姓名：刘芳

排名：4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心内科主任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负责课题项目中川崎病流行病学及冠状动脉病变的评估诊断

及分级诊治工作，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献，成为课题重要支撑材料，为课题完成做出

重要贡献。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的第三项，

见附件4-4。

姓名：罗刚

排名：5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直接参与项目研究，对重要临床数据的系统收集和综合分析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的第

一项，见附件4-1。

姓名：邢泉生

排名：6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院长

工作单位：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低龄、低体重患儿先心病外科治疗方面具有重要贡献，经

过技术改进大大提高患儿救治成功率和存活率，项目的重点支撑内容。对应“四、主

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的第一、二项，见附件4-1、4-

2、4-3。

姓名：王敦亮

排名：7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麻醉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直接参与项目研究，在胎儿心脏介入麻醉等关键技术和疑难问题

的解决中做出重大贡献。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创新

点的第一项，见附件4-1。

姓名：张蔼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产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的具体实施，对胎儿心脏介入手术孕妇的围产期管理方

面提出建设性意见，对推动技术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对应“四、主要科学发现、技术

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的第一项，见附件4-1。

姓名：武钦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课题的实施中提供具体思路，积极进行组织、协调以及管理，

着重落实课题各个环节的细节工作，使课题不断完善。能熟练掌握并应用复杂先心

病外科手术技术，并协助其推广至国内外各大先心病治疗中心。对应“四、主要科学

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所列创新点的第二项，见附件4-2、4-3。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是省级儿童专科区域医疗中心，青岛大学附

属妇女儿童医院，青岛大学医学部平行二级学科单位，是一所专业特色突出，集医

疗、保健、康复、科研、教学于一体全面发展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本单位作为项

目第一完成单位，为本项目研究提出合理化的要求，并要求相关科室给予配合，保

证了手术成功率的同时，减少创伤，使得患儿能更好的恢复，从而促进了本技术的

顺利进行。本单位充分发挥在地区的领导作用，吸引更多先心病患儿前来就医，促

使本项目更好的发挥技术优势，并总结经验教训，存进本项目核心技术顺利有效发

展。为技术推广做了大量工作，先后组织多次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并组织相关

专家编写本项技术的专家指导意见，减少了其他单位学习实施该技术的风险，增加



成功率。积极组织本项目相关人员至国内外作专题报告。

单位名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作为区域儿科医疗中心，医院全面承担苏

州及周边地区急危重症及疑难病症儿童的诊疗和救治任务，并为苏州市及周边地区

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托底。作为本项目川崎病发病机制研究的重要合作单位，为相关

人员提供了全方位支持，提高了团队的研究能力，也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对于合

作单位的新技术积极支持引入，鼓励开展临床应用，极大的推动了本项目关键技术

的发展成熟，更好的推动了项目的发展，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单位名称：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浙江省属三甲综合性医院，以“诚信、

奉献、求精、创新”为院训，以“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医院和国家级区

域医疗中心”为发展目标。作为本项目的重要合作单位，在本研究项目核心技术的产

生、发展和推广中发挥重要作用。本单位为项目参与者提供更多时间和空间的便利，

提供良好的工作平台。与项目合作单位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政策方面的

便利，使得研究合作更加方便、灵活，极大促进了技术的发展，为本项目技术在国

内的推广打下坚实基础。

单位名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排名：4

对本项目的贡献：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系国家卫生健康委预算管理单位、三级甲

等医院，是集医、教、研、防、管为一体的综合性儿童专科医院，全国儿科学重点

学科、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单位。2017年 1月获批成为国

家儿童医学中心，具有极高的技术和科研实力。本单位为该项目技术发展提供了重

要支持，促进了技术的快速成熟发展。本单位儿童心血管专业作为卫生部临床学科

重点专业，在学科发展中给予重要的政策支持，推动与外单位开展技术合作，为项

目人员的沟通交流提供更多机会。同时本单位支持新技术的引入和应用，为该技术

在国内推广应用提供更高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