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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儿童肢体畸形的矫正与功能重建的应用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湖南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在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和湖南省科技计划等支持下对儿童儿童肢体畸形尤

其是先天性胫骨假关节、发育性髋关节脱位、先天性胫骨假关节和各种先天性手、

足畸形的规范化诊疗等开展了研究，y 研究内容包括先天性胫骨假关节的联合手术治

疗和独创的包裹式植骨方法、改进儿童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的保守治疗方法、Ponseti

技术治疗新生儿期先天性马蹄内翻足，采用 Ilizarov 技术治疗儿童僵硬性马蹄内翻足、

并指分离器的研制和在儿童并指的应用等内容，项目研究成果对儿童肢体畸形的外

科诊疗有切实的指导意义，有利于提高儿童肢体畸形的治疗效果，降低儿童肢体畸

形的致残率，提升患儿生活质量，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项目成果获得国家专利 10

项，发表论文 20 篇，编著专著 2 篇。推荐该项目参评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1、研究内容（目的、方法、结果）：

       目的：创新并规范儿童肢体畸形的矫正与功能重建的方法。

      方法：

    （1）先天性胫骨假关节的联合手术治疗和独创的包裹式植骨方法应用及推广。

    （2）儿童发育性髋关节脱位保守治疗方法的改进和推广。

    （3）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序贯治疗的长期随访研究。

    （4）并指分离器的研制和在儿童并指的应用推广。

       结果：

    （1）先天性胫骨胫骨假关节的联合手术治疗和独创的包裹式植骨方法应用。设

计免负重可行走的专利支具，推迟假关节发生年龄，为手术治疗创造良好条件；创

新的包裹式植骨、髓内棒固定和 Ilizarov 外固定架固定联合手术治疗先天性胫骨假关

节，提高了愈合率，疗效满意。

    （2）儿童发育性髋关节脱位保守治疗方法的改进。创新发育性髋关节脱位的骨

盆截骨方法-“髋臼坐骨切迹周围骨盆截骨术”。联合国内多家儿童骨科单位，对低年

龄患儿行髋关节闭合复位后的临床治疗转归进行长期有效随访，通过多中心研究发

现术前牵引并不能降低复位失败率及股骨头坏死发生率。

    （3）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序贯治疗：开展 Ponseti 技术治疗新生儿期先天性马蹄

内翻足，采用 Ilizarov 技术治疗儿童僵硬性马蹄内翻足，临床疗效显著。

    （4）并指分离器的研制和在儿童并指的应用推广：国内首次应用自行设计、研

制的 “并指分离撑开器”治疗儿童并指畸形，取得满意疗效。

      2、科学创新点：

     （1）创新性的包裹式植骨联合髓内棒髓内固定和 Ilizarov 加压固定方式治疗难治

性先天性胫骨假关节。联合手术技术不仅明显的明显的缩短愈合时间，也降低了再

骨折发生率，尤其适用于多次手术失败的病例。使得患儿避免截肢，提高了患儿生

存质量。



    （2）首次对儿童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保守治疗及相关辅助措施进行了长而有

效的临床回顾探索，为改善临床治疗转归提供了新的理论。

    （3）对于僵硬性马蹄内翻足畸形，Ilizarov 外固定矫形技术具有四维、微创、可

重复、适用范围广泛等优点，对于矫正儿童僵硬性马蹄内翻足效果显著，尤其适用

于 8 岁以下儿童的重度僵硬马蹄内翻足。

    （4）国内首次应用自行设计、研制的 “并指分离撑开器”治疗儿童先天性并指畸

形，规避了传统方法治疗的并发症，取得良好的效果。

      3、科学价值：

     项目形成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和相关理论，获得代表性国家专利 10 项，发表相关

论文 20 篇（中华系列杂志文章 12 篇，SCI 文章8篇），主编出版儿童骨科专著 2

本。获评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第三届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二等奖、第十六届

湖南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在多家医院推广，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通过技术推广、

学术会议交流、继续教育学习班、培养进修医师和下基层指导工作等形式，培养了

大批专业儿童骨科医师，提升了区域内儿童肢体畸形的外科诊疗水平。提高了患儿

的生活质量，减轻了国家及家庭的经济负担。项目对儿童肢体畸形的外科诊疗有较

好的指导意义，将对规范和提升全省儿童肢体畸形的治疗起重要作用，产生了较好

的社会效益。

     4、社会效益：

    以湖南省儿童医院为主阵地，在全省范围及邻近省份内推广应用该项目成果，提

升和规范全省儿童肢体畸形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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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梅海波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骨科科室主任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为项目负责人,对整个项目进行了整体设计，对重要科学创新点

1-4 有创造性贡献。领导并参与了创新项目 1~4 的实施，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实践，

并开展了很多国内乃至国内外开创性的工作，特别是先天性胫骨假关节、并指的治

疗方面。第一作者论文 8篇（论文 7-8，10,15-20），通讯作者论文 19篇（论文

1-7,9-20）。主编专业书籍 2本（《儿童骨与关节损伤》、《儿科临床综合征与骨

关节畸形》）；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 项（专利序号 1），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8项

（专利序号 2-4,6-10，）参与本课题工作时间占个人工作时间70%。

姓名：朱光辉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骨科科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项目创新点 1，2，3做出重要贡献。主要参与大部分先天性胫

骨假关节、先天性马蹄内翻足、并指的手术治疗。负责本项目的文献检索、信息收

集、项目成果及奖励申报。第 1作者论文 3 篇（论文 1,2，11）。获得实用新型专

利 1 项（专利序号5），参与本课题工作时间占个人工作时间60%。

姓名：刘尧喜

排名：3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项目创新点 1-3做出重要贡献。主要参与大部分先天性胫骨假

关节的手术治疗。负责本项目的文献检索、信息收集、统计分析。第 1作者论文 5

篇（论文 4，6,12-14）。参与本课题工作时间占个人工作时间50%。

姓名：杨戈

排名：4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科室秘书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项目创新点 1，3，4做出重要贡献。主要参与大部分先天性胫

骨假关节、儿童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手术治疗。负责本项目的资料收集、病例随访

分析及数据统计。第 1作者论文 1 篇（论文 5）。参与本课题工作时间占个人工作

时间 45%。

姓名：严安

排名：5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项目创新点 3，4做出重要贡献。主要参与大部分先天性胫骨

假关节、儿童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手术治疗。负责本项目的资料收集、病例随访分

析及数据统计。第 1作者论文 1 篇（论文 3），参与本课题工作时间占个人工作时

间 30%。

姓名：谢鑑辉

排名：6

职称：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主任护师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全部本项目中患儿的护理工作及心理护理。对创新项目第

2，3 点做出突出贡献。负责本项目部分病例数据收集及统计分析。共同获得湖南医

学科技奖二等奖一项（儿童先天性胫骨假关节联合手术及个体化治疗关键技术创新

研究，证书编号 2019-14-01，附件 9.2）。参与本课题工作时间占个人工作时间



40%。

姓名：刘昆

排名：7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本项目的临床应用和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儿童僵

硬性马蹄内翻足方面。对重要科学创新点 1-5有创造性的贡献。参与完成新术式的

临床实施，负责收集病例资料，并做分析统计。是论文 2第二作者，论文

3,7,12,13,14，17-20第三作者，论文 2,6,8,9,11,16第四作者，论文 1,4第五作

者，参与本课题工作时间占个人工作时间 40%。

姓名：唐进

排名：8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临床应用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参与完成大部分儿童先天

性胫骨假关节的手术治疗。对创新项目第 1、3 点做出突出贡献。是论文 1-4，6-

9，11-14，16-20 参与作者。参与本课题工作时间占个人工作时 30%。

姓名：伍江雁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大部分儿童特发性高弓足和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手术治

疗，并负责收集相关数据。对创新项目第 3 点做出突出贡献。第 1作者论文 1 篇

（论文 9），是论文 1-4，6-9，11-14，16-20 参与作者。参与本课题工作时间占

个人工作时间 30%。

姓名：谭谦

排名：10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项目创新 1-4做出重要贡献。主要参与大部分先天性胫骨假关

节、发育性髋关节脱位、儿童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手术治疗。负责本项目的资料收

集、病例随访分析及数据统计。是论文 5，9，11，14，17-20 参与作者，参与本

课题工作时间占个人工作时间 30%。

姓名：叶卫华

排名：11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临床应用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参与完成大部分先天性胫

骨假关节、儿童复杂足畸形和肢体矫形手术治疗。对创新项目第 2、3 点做出突出

贡献。是论文 3-4，9，11-14，16-20 参与作者，参与本课题工作时间占个人工作

时间 30%。

姓名：易银芝

排名：12

职称：副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骨科护士长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大部分儿童特发性高弓足和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大部分

患儿的心理护理，心理疏导，负责资料收集工作。是论文 16,20 的参与作者。参与

本课题工作时间占个人工作时间 30%。

姓名：胡欣

排名：13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临床应用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参与完成大部分先天性胫

骨假关节、儿童复杂足畸形和肢体矫形手术治疗。对创新项目第 1、2 点做出突出

贡献。是论文 4,16,20 参与作者，参与本课题工作时间占个人工作时间 30%。

姓名：王军

排名：14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湖南省儿童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临床应用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参与完成大部分先天性胫

骨假关节、儿童复杂足畸形和肢体矫形手术治疗。对创新项目第 2、3 点做出突出

贡献。是论文 10第 2作者，参与本课题工作时间占个人工作时间 30%。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湖南省儿童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湖南省儿童医院独立完成了本项目的实验设计、临床应用研究及

实验研究，并对本课题进行立项管理，为实验及科研提供必要的实施设备本单位为

项目实施提供了必要的人员配备、基础及实验平台、仪器设备、临床应用平台及匹

配经费。以本单位骨科和湖南省儿科研究所骨科研究室为依托，项目的关键理论和

技术创新均在我院完成。项目组主要成员均来自本单位，完成了课题总体设计、组

织实施、管理运行，以及总结、推广应用等工作。 以我单位为主阵地，开始推广应

用本项目研究成果，规范全省儿童肢体畸形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