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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

推荐意见：                                                                  

    肝硬化是导致全球成年人死因排名第 11 位的疾病，WHO 统计数据表明在 2016

年全球约 125 万人死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作为肝硬化的主要临床表现，造成了极

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

       本项目经过近二十年的科研和技术攻关，通过高质量临床研究评估了介入诊疗

方法在门脉高压及其并发症中的疗效；通过技术研发提升了介入方法在门静脉高压

及其并发症诊疗中的安全性。

     本项目通过整合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平台优势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病源优势，逐

步形成了目前居世界前列的门静脉高压及其并发症介入诊疗核心技术和成果群。取

得的相关成果广泛地应用于全国近二十个省份的近百家医院，极大地改善了门静脉

高压患者的临床预后，为大量门静脉高压的患者提供了更安全、高效、便捷、经济

的诊疗手段，并提升了介入放射学诊疗方法在临床实践中的地位。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本项目已经过公示，

公示期间无异议，推荐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肝硬化是导致全球成年人死因排名第 11 位的疾病，WHO 统计数据表明，在

2016 年全球约 125 万人死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作为肝硬化的主要临床表现，是

肝硬化患者死亡或接受肝移植的主因。门静脉高压可引起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

血、门静脉血栓、肝肺综合征（Hepatopulmonary Syndrome, HPS）等并发症。

       在门静脉高压本身的治疗方面，药物治疗疗效十分有限、肝移植手术受限于有

限的肝源、外科分流手术创伤较大，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TIPS）是目前重要的降压手段。然而 TIPS需经

肝静脉穿刺门静脉，由于缺乏清晰直观的导航，存在误穿动脉等风险，亟需新型导

航方法。在门静脉高压并发症的治疗方面，HPS 目前唯一明确有效的治疗为肝移植，

HPS 的诊断可使患者获得获取肝源的优先权；然而7-22%的患者仍因存在心内分流

等原因无法诊断 HPS；此外有文献报道 TIPS 治疗 HPS 疗效较好，但缺乏前瞻性研究。

门静脉血栓（Portal Venous Thrombosis, PVT）常通过内镜套扎加以治疗，但无法

缓解 PVT，反而可能加重 PVT；有研究表明 TIPS 可预防曲张静脉破裂再出血并清除

血栓使门静脉恢复再通，然而无高级别证据。此外对 TIPS 治疗 PVT 术后是否需长期

抗凝仍有争论，需前瞻性临床证据加以明确。胃静脉曲张在门脉高压患者中发病率

达 20%，其位置特殊出血更严重，但缺乏针对性研究。

       本项目深入研究了介入放射学方法在门静脉高压中的应用，取得成果如下：1.

首次在门静脉高压合并 HPS 的患者中，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比较了 TIPS 手术前后患

者氧合功能水平，发现 TIPS 可显著改善 HPS 患者的氧合功能。此外首次提出使用肺

动脉造影血流通过时间诊断 HPS 的方法。2.首次在门静脉高压合并 PVT 的患者中，

通过 RCT比较了 TIPS 和内镜下套扎预防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出血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发现 TIPS 可更有效地降低再出血、促进门静脉再通。3.首次在门静脉高压合并 PVT

的患者中，通过 RCT比较了 TIPS 术后长期抗凝与不抗凝对患者预后的影响，发现长

期抗凝与否并不显著影响门静脉再通等预后指标，有效避免了长期抗凝的出血风险

和医疗负担。4.研发了 TIPS 术中门静脉穿刺的影像引导技术，提高了 TIPS 术中门静

脉穿刺成功率、降低了手术相关并发症。同时发明了专用防护用具以弥补经颈静脉

介入无专用防具的不足。5.首次在门静脉高压合并胃静脉曲张的患者中，通过 RCT

比较了经静脉球囊闭塞逆行栓塞术（Balloon-occluded retrograde transvenous 

obliteration,BRTO）与内镜下组织胶注射的疗效，发现 BRTO 术后再出血发生率更低、

并发症更少。

       本项目所选出的相关 20篇代表性文献中多篇文献被《Radiology》《Gut》

《Gastroenterology》《Lancet Gastroen Hepatol》及欧洲肝脏研究学会（EASL）肝

硬化诊疗指南正面引用。完成人在北美放射学会（RSNA）、中国介入放射学大会

（CSIR）多次受邀演讲，并获邀参加门静脉高压指南Baveno共识第七版的修订；

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全国范围数十家三甲医院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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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肖

排名：1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负责人开展了门脉高压合并门脉血栓患者经颈静脉肝内门体

分流术（TIPS）后长期抗凝的疗效研究、TIPS 在肝肺综合征(HPS)中的疗效研究、

肺动脉造影血流通过时间诊断 HPS 的实验研究、TIPS 在布加综合征合并 HPS 患者

中的疗效研究、三维路图与二氧化碳造影在 TIPS 中应用的比较研究、在门脉高压合

并胃底静脉曲张患者中 TIPS联合栓塞的疗效研究、实时3DCT 引导下在 TIPS 术中

的应用研究、平行 TIPS 术在 TIPS失效患者中的疗效研究、TIPS 治疗门脉高压合并

HPS 的前瞻性临床研究、3D路径规划软件辅助下 TIPS 的技术改良研究等。主导完

成全部创新点，为 16篇代表性论文（附件 4）通讯作者。

姓名：杨丽

排名：2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开展了在门静脉高压合并门静脉血栓（PVT）

的患者 TIPS 术后长期抗凝的疗效研究、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比较了 TIPS 和内

镜下套扎（EVL）预防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区域性门脉高压患者

脾静脉开通的实验研究、非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 TIPS 治疗的疗效评估研究；此外，

参与实施了门静脉高压合并门静脉血栓（PVT）的患者 TIPS 术后长期抗凝的疗效研

究、3D路径规划软件辅助下 TIPS 的技术改良研究、肝癌患者 TIPS 术后行多次经导

管肝动脉栓塞化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主要参与并完成创新点 2、3、5。为代

表性论文8、11、13、15、16 的通讯作者。

姓名：罗薛峰

排名：3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开展门脉高压合并门脉血栓（PVT）的患者

TIPS 术后长期抗凝的疗效研究、三维路图与二氧化碳造影在 TIPS 术中应用的比较

研究、实时3DCT 引导下在 TIPS 术中的应用研究、以聚桂醇泡沫行经静脉球囊闭塞

逆行栓塞术（BRTO）的临床研究、区域性门脉高压患者脾静脉开通的实验研究、

非肝硬化门脉高压患者 TIPS 治疗的疗效研究；参与实施了门脉高压合并门脉血栓

（PVT）的患者 TIPS 术后长期抗凝的疗效研究、3D路径规划软件辅助下 TIPS 的技

术改良研究、肝癌患者 TIPS 术后行多次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

究。参与完成创新点 2、4、5，为 8篇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

姓名：曹家玮

排名：4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开展了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在肝



肺综合征（HPS）中的疗效系统评价研究、门静脉减压在布加综合征合并 HPS 的患

者中的疗效研究、 TIPS 治疗门静脉高压合并 HPS 的前瞻性临床研究、3D路径规划

软件辅助下 TIPS 的技术改良研究；参与实施了在门静脉高压合并门静脉血栓

（PVT）的患者 TIPS 术后长期抗凝的疗效研究、肺动脉造影血流通过时间诊断 HPS

的实验研究、实时3DCT 引导下在 TIPS 术中的应用研究、平行 TIPS 术在 TIPS失效

患者中的疗效评估研究。主要参与完成了创新点 1，2，4。为代表性论文

1，2，12，17的第一作者。

姓名：张晓武

排名：5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实施了肺动脉造影血流通过时间诊断肝肺综合征（HPS）的

实验研究、门静脉减压在布加综合征合并 HPS 患者中的疗效研究、 TIPS 治疗门静

脉高压合并 HPS 的前瞻性临床研究。主要参与完成了创新点 1，为代表性论文

2、3的中间作者。

姓名：赵赫

排名：6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开展了肺动脉造影血流通过时间诊断肝肺综合

征（HPS）的实验研究；作为主要设计人员进行了经颈静脉介入操作防辐射屏风的

设计；参与实施了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在 HPS 中的疗效系统评价研究、

门静脉减压在布加综合征合并 HPS 患者中的疗效研究、TIPS 治疗门静脉高压合并

HPS 的前瞻性临床研究、肝癌患者 TIPS 术后行多次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研究。主要参与完成了创新点 1，4。为代表性论文3的第一作者。为专利

1 的第一发明人。

姓名：杨正强

排名：7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科室秘书

工作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研究人员设计了血管造影与介入治疗术中用一次性内裤。

主要参与完成了创新点 4。为专利 2 的第一发明人。

姓名：李金贵

排名：8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实施了在门静脉高压合并胃底静脉曲张患者中 TIPS联合栓塞

的疗效评估研究、实时3DCT 引导下在 TIPS 术中的应用研究以及肝癌患者 TIPS 术

后行多次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主要参与完成了创新点

1、4，为代表性论文 19的第一作者。

姓名：王小泽

排名：9

职称：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实施了在门静脉高压合并胃底静脉曲张患者中 TIPS联合栓塞

的疗效评估研究、三维路图与二氧化碳造影在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中

应用的比较研究、实时3DCT 引导下在 TIPS 术中的应用研究以及肝癌患者 TIPS 术

后行多次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此外还参与设计了经颈静

脉介入操作防辐射屏风。主要参与完成了创新点 3、4，为 9、10、11 等代表性论

文的中间作者。

姓名：王竹

排名：10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开展了在门静脉高压合并门静脉血栓（PVT）

的患者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后（TIPS）长期抗凝的疗效研究，以及肝癌患者

TIPS 术后行多次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参与实施了对 PVT

患者进行 TIPS 手术疗效的随机对照研究、区域性门脉高压患者脾静脉开通的实验研

究。主要参与完成了创新点 2、3。为代表性论文8、14、16 的第一作者。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通过举办全国会议、培训班、国际

会议发言等方式，将项目产出的门静脉高压介入诊疗新技术和成果推广在全世界范

围内进行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本项目实施的主要场所之一，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

供了充分的人员、设备、技术和资金条件；

3、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为项目的开展提供了系统、规范、完整的科研、财务

以及法律保障，为相关项目的实施、开展和应用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项目组

各项研究得以顺利实施的坚强后盾；

4、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李肖教授作为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协调了与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的大量合作项目，牵头了本项目内的主要临床试验及技术研发，所在团

队也为项目的开展提出了大量的原创性理念。

单位名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依托本单位的地域优势，将项目产出的门

静脉高压介入诊疗新技术和成果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了广泛地推广应用；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是本项目实施的主要场所之一，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充分的

病源、人员、设备和技术保障等条件；

3、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为项目的开展提供了系统、规范、完整的科研、财务以及法

律保障，为相关项目的实施、开展和应用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介入诊疗团队，以极大的力度实施了本项目内的多项临床

试验及技术研发，为项目的顺利开展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