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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缺血性脑卒中“苏州模式”诊疗体系的建立和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以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缺血性脑卒中为研究

对象，整合神经病学、神经科学、神经外科学、影像学、介入学等，完成了脑卒中 

“苏州模式”诊疗体系的建立和应用。获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包括：绿色通道安全性

及有效性评估策略建立、缺血性脑卒中全流程平台体系建立、脑卒中全面管理体系

建立、脑卒中多学科个体化及前沿治疗、脑卒中急救地图应用等技术在缺血性脑卒

中的临床应用和转化研究。项目成果在 Aging Dis、Oxid Med Cell Longev 等主流杂

志发表论文 18 篇，被 Nat Rev Neurol、Lancet Neurology、Neurology 等著名期刊引

用及证明评价。项目组成员参与制定行业指南、共识 4 部。获得新型实用专利授权

2 项。培养博士研究生 14 名，硕士研究生 65 名。主办国家级学习班 6 次，省级学

习班 8 次，惠及培训人员 1200 人次。应邀在国家脑防委中国脑血管大会进行“苏州

模式”专场论坛。成果应用于 6 家省内外医院。 该项目符合提名条件，不存在知识产

权纠纷或项目完成单位、完成人员排序争议。同意推荐为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脑卒中是国人首位致残和死亡原因，我国 40 岁以上人群现患和曾患脑卒中人数

为 1242 万。病后存人群 70%留有残疾，是因病返贫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现阶段

医疗实践中，存在绿色通道救治效率低下、诊疗模式碎片化、治疗内容单一、医疗

措施碎片化、分级诊疗不明确等诸多问题。因此，探索合理合适的卒中诊疗模式具

有重要意义。

鉴此，项目组在国家级及省市级科技计划的资助下，结合信息化平台及多科学诊疗

技术，整合脑保护基础研究成果，建立缺血性脑卒中诊疗的“苏州模式”并加以应用，

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

（1）结合量表评估、分子标志物以及多模式影像技术，建立了绿色通道安全性及有

效性策略。年静脉溶栓人数由 2010 年的 30 例上升至 2019 年的 387 例，静脉溶

栓 DNT 由 75 分钟下降至 45 分钟。溶栓后症状性颅内出血发生率下降由 6.59%下

降至 5.03%。应邀在 2018 年中国脑血管病大会设立脑卒中区域卒中防控工作体系

建设论坛（“苏州模式”探讨）。

（2）建立了缺血性脑卒中社区筛查、院前急救、院内救治、院外康复及社会回归的

全流程数据管理平台。通用版本作为苏州市“健康市民 531”工程脑卒中中心蓝本推广

至全市。与传统的手动数据上报相比，数据自动采集率上升了 69%。实际应用于

13483 例卒中患者救治过程中，患者3-4.5 小时时间窗内静脉溶栓率由 20%上升至

51%。

（3）提出缺血性脑卒中全面管理概念，并建立了相应数据管理平台。在卒中急性期

即启动卒中后吞咽、抑郁、认知障碍、神经源性膀胱等筛查、评估和相应治疗。筛

查阳性率分别为 24.0%，16.4%，28.00%，13.2%，阳性患者均接受 100%治疗。

床旁启动卒中早期康复执行率 90%，出院后衔接连续康复。



（4）建立了多种场景下的多学科合作模式，提出了基于血小板功能及基因多态性的

个体化抗血小板治疗方案。对缺血性脑血管病进行了机制研究和干预探索。创新点

发表在 Aging Dis、Oxid Med Cell Longev 等杂志。

（5）建立了覆盖全市的“苏州市卒中急救地图”，目前已经扩展至 25 家医院。脑卒

中 3 小时内到院率由 50%提升至 68%。初步建立了以高级卒中中心为核心的区域协

同卒中防治体系，初步实现“脑卒中 3 小时黄金救治圈”建设目的。

        项目成果在 Aging Dis、Oxid Med Cell Longev 等主流杂志发表论文 18 篇，被

Nat Rev Neurol、Lancet Neurology、Neurology 等著名期刊引用及证明评价。他引

120 次。项目组成员参与制定行业指南、共识 4 部。作为四家主要医院之一编写脑

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中国卒中中心报告 2019》。获得新型实用专利授权 2 项。培

养博士研究生 14 名，硕士研究生 65 名。主办国家级学习班 6 次，省级学习班 8 次，

惠及培训人员 1200 人次。应邀在国家脑防委中国脑血管大会进行“苏州模式”专场论

坛。成果应用于 5 家省内外医院。被国家脑防委授予五星高级卒中中心、国家卒中

中心培训基地。综上所述，该项目推动了本领域科学研究进步，为缺血性脑卒中诊

疗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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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方琪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总负责人，提出了主要学术思想，制定项目的总体研究方案，

组织实施，分析结果，是创新点 1，2，3，4，5 的主要贡献者，是 6 篇 SCI 论文

（论文 2，4，6，9，10，11）和 3 篇中华系列论文（论文 14，15，16）的通讯

作者，该项目的工作占本人同期工作量的 80%。

姓名：朱珏华

排名：2

职称：副主任医师,助教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主要参与者，对创新点 1，2，4 具有重要贡献，是脑卒中绿

色通道团队关键成员，全面参与脑卒中中心的信息化建设，是 1 篇 SCI 论文（论文

3）的第一作者，该项目的工作时间占本人同期工作时间的 80%。

姓名：惠品晶

排名：3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主要参与者，是创新点 1，4 的主要贡献者，是 2 篇中华系

列论文（论文 12，13）的通讯作者，该项目的工作时间占本人同期工作时间的

75%。



姓名：苏敏

排名：4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主要参与者，是创新点3，4 的贡献者，是 1 篇 SCI 论文

（论文 1）的第一作者，该项目的工作时间占本人同期工作量的 70%。

姓名：王希明

排名：5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主要参与者，是创新点 1，4 的贡献者，该项目的工作时间

占本人同期工作量的 65%。

姓名：周俊山

排名：6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南京市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创新点 1，2 的贡献者，是 3 篇 SCI 论文（论文 5，7，8）的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该项目的工作时间占本人同期工作量的 60%。

姓名：蔡秀英

排名：7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创新点 1，4 的贡献者，是 3 篇 SCI 论文（论文 4，6，10）

的通讯作者，该项目的工作时间占本人同期工作量的 60%。

姓名：孔岩

排名：8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创新点 1，4 的贡献者，是 3 篇 SCI 论文（论文 2，6，10）

的通讯作者，该项目的工作时间占本人同期工作量的 60%。

姓名：俞立强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创新点 1，4 的贡献者，是 1 篇 SCI 论文（论文 11）的第一作

者，该项目的工作时间占本人同期工作量的 60%。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为课题研究提供所需经费、设备、基础研究试验基地。为本项目

的顺利完成提供了物质、人员和经费以及学术交流平台等全方位支撑，积极参与项

目的管理和督导。将本科研成果-缺血性脑卒中的苏州模式诊疗体系的建立成功应用

于临床，为广大脑卒中患者带来获益。在此课题下，培养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

使我院科研能力和学术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通过来源参观、学习班、进修班、会

议交流等方式，将这一成果推广到全国多个省市并得到了充分的开展，改善了脑卒

中预后和减轻了脑卒中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单位名称：南京市第一医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创新点 1，2 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