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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颅咽管瘤临床关键技术和理论的创新及推广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江西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颅咽管瘤是鞍区常见肿瘤，是该领域手术难度最大、并发症最多的顽疾之一。项

目组经过多年的临床攻关，实现了关键技术及理论创新，构建了一整套临床诊疗新

体系，攻克了该疾病治疗的关键技术，实现了颅咽管瘤认识和治疗效果质的飞跃，

实现了颅咽管瘤手术由开颅向经鼻内镜微创的转变。同时提出“二型三类”新分型，以

此为基石提出预判系统，并构建了颅咽管瘤诊疗新体系。新体系的指导下，颅咽管

瘤的经鼻内镜治疗效果较传统术式显著改善。牵头撰写《经鼻内镜颅咽管瘤切除术

专家共识》和《经鼻内镜颅咽管瘤切除术》专著；在 JNS 等国际权威期刊及国内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 14 篇，获实用新型专利 2 项。由院士领衔，含北上广神经外科主委、

内镜专委会主委及开颅代表性专家等在内的科技鉴定小组将上述研究成果评定为“达

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工程院院士及科学院院士均评价“达到国际先进、国内

领先水平”。该成果经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专题授课、全国性培训班、境外培训班和 30

个省市特邀手术演示等，推广到全国和亚太地区。推广应用取得重大成果，应用单

位包括首医宣武医院、华西医院、浙大二附院、齐鲁医院等国内知名医院在内的 70

余家单位。在行业内得到广泛应用，均取得良好治疗效果和重大的社会效益，对该

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和进步做出重大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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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属临床医学外科学神经外科领域。颅咽管瘤是鞍区常见肿瘤，是该领域手

术难度最大、并发症最多的顽疾之一。项目组经过 7 年的临床攻关，攻克了该疾病

治疗的关键技术，并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构建成一整套理论体系，实现了颅咽

管瘤认识和治疗效果质的飞跃。创新点如下：

1. 攻克了颅咽管瘤治疗的关键技术，实现了手术方式的转变：该项目组率先应用经

鼻内镜手术作为颅咽管瘤的首选和主要治疗方式，利用经鼻蝶入路和神经内镜的独

特优势，克服了开颅手术的固有缺陷，实现了颅咽管瘤手术由开颅向经鼻内镜微创

的转变。

2.以下丘脑为核心，提出新分型：肿瘤与下丘脑关系是决定颅咽管瘤疗效的关键因

素，本研究提出的“二型三类”新分型（中央型：1 型、2 型、3 型；周围型：下丘脑

垂体柄型、鞍上垂体柄型、鞍内垂体柄型）、下丘脑损伤和压迫的分型、分级，恰

恰解决了过去众多分型中无法解决的这一核心问题。新分型中将不同类型的颅咽管

瘤精准对应不同的下丘脑损伤类型，并且，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下丘脑损伤产生不同

级别的症状。因此，知道肿瘤类型即可预知相应的下丘脑损伤，然后可以更进一步

预测患者的预后。

3.预测体系的构建：本研究还总结出各类型颅咽管瘤独特的影像学特征，能在术前

准确预判肿瘤类型，再结合创新点二中的逻辑关系，构建成一套对患者有重要指导

意义的诊疗预判系统。



       系统集成以上创新点构建成一套完整的诊疗新体系，在该新体系的指导下，颅

咽管瘤的经鼻内镜治疗效果较传统术式显著改善：全切率从69.0%提高至90.7%、

下丘脑功能明显改善、复发率从 10.3%降至 3.2%、并发症显著减少、平均住院时间

由 15.9天缩短至 13.2天，均优于国外同类技术报道水平。

      该成果经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专题授课（153次、5万余人）、全国性培训班

（17 期、506人）、境外培训班（2 期、74人）和 30 个省市特邀手术演示（273

台）等，推广到全国（包括台湾省）和亚太地区。推广应用取得重大成果，应用单

位包括首医宣武医院、华西医院、浙大二附院、齐鲁医院等国内顶级医院在内的 71

家单位，吸引患者覆盖 20 余省市。

      牵头撰写《经鼻内镜颅咽管瘤切除术专家共识》和主编《经鼻内镜颅咽管瘤切

除术》专著；在 JNS 等国际权威期刊及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4 篇，获实用新型专

利 2 项。

      由院士领衔，含北上广神经外科主委、内镜专委会主委及开颅代表性专家等在

内的科技鉴定小组将上述研究成果评定为“实现了内镜经鼻入路切除颅咽管瘤的关键

技术创新”，“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周良辅院士和赵继宗院士作为第三方

评价均认为项目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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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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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洪涛 1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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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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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洪涛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负责人 2012 年开始带领科室开展经鼻内镜扩大入路手术，

并应用于颅咽管瘤手术，提出诊疗新系统，形成标准的治疗及手术流程，并将这一

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所有创新点中起核心作用，在本设计项目的总体技术方

案中做出实质性、创造性的重要贡献；随着技术的开展，发现并总结出多项疾病发



生发展规律和手术技术，提出新分型，提出新的理论，制定出疾病诊治及预后流程

图，在关键技术和疑难问题的解决中做出重大技术创新；主持经鼻内镜颅咽管瘤切

除术专家共识的撰写和发表，每年到全国各地会诊病例及手术演示 110 余台次，推

动了全国颅咽管瘤经鼻内镜切除术的发展，在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过程中做出创造

性贡献。

姓名：唐斌

排名：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2012 年开始协同项目负责人开展经鼻内镜颅咽管瘤手术，积极

参与到该经鼻内镜手术入路的探索和论证中，密切协助项目负责人新分型和新诊疗

体系的提出，对围手术期患者管理和准备及患者术后管理规范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

作用，并提出一系列创新性改进建议，完善了新诊疗体系的细节内容，在各创新点

中有重要贡献，在本设计项目的总体技术方案的完善中做出了创造性的重要贡献；

完成了一系列相关文献的撰写，并通过全国学术演讲和学习班授课等方式推广了经

鼻内镜颅咽管瘤手术的理念和诊疗新体系，推动了省内及省外颅咽管瘤经鼻内镜切

除术的发展，在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过程中做出创造性贡献。

姓名：谢申浩

排名：3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2012 年开始师从负责人学习经鼻内镜颅咽管瘤手术，密切协助

项目负责人初期论证工作以及后续新分型和新诊疗体系的提出，完成了主要的随访

工作，在患者术后预后评估及预测中做出总结分析，在新诊疗体系的构建中提出建

设性意见，在各创新点中有重要贡献，在本设计项目的总体技术方案的完善中做出

了重要贡献；完成一系列推广应用的幕后工作，协助负责人推动了省内及省外颅咽

管瘤经鼻内镜切除术的发展，在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

姓名：李美华

排名：4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研究过程中，密切协助项目负责人制定研究计划及任务分配，

论证了新分型和新诊疗体系的优势，并开展一系列经鼻内镜颅咽管瘤手术，是重要

的协助者之一，在本设计项目的总体技术方案的完善中做出创造性的重要贡献；在

关键技术和疑难问题的解决中做出重要技术创新，并积极参与到新理念和新诊疗体

系的推广中，省内会诊手术，推动了省内颅咽管瘤经鼻内镜切除术的发展，在成果

转化和推广应用过程中做出创造性贡献。申请专利 2 项。



姓名：周东伟

排名：5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2012 年和项目负责人同时开展经鼻内镜颅咽管瘤手术，密切协

助项目负责人新分型和新诊疗体系的提出，在新诊疗体系的论证中完整了关键性内

容，在创新点 1、2中做出重要贡献，在本设计项目的总体技术方案的完善中做出

了创造性的重要贡献；完成一系列巨大肿瘤的手术，积累了重要的手术经验，在关

键技术和疑难问题的解决中做出重要技术创新，并积极参与到新理念和新诊疗体系

的在省内和省外的推广中，推动了省内及省外颅咽管瘤经鼻内镜切除术的发展，在

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过程中做出创造性贡献。

姓名：曾而明

排名：6

职称：副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2012 年开始密切协助负责人进行经鼻内镜颅咽管瘤手术的探索

和优势论证，在新分型和新诊疗体系的提出过程中完成了关键性内容，在创新点

1、2中做出重要贡献，在本设计项目的总体技术方案的完善中做出了创造性的重要

贡献；在患者术后管理上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为患者诊断和预后预测流程的建

立中做出了重要技术创新，并积极参与到新理念和新诊疗体系的在省内的推广中，

推动了省内颅咽管瘤经鼻内镜切除术的发展，在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过程中做出创

造性贡献。

姓名：段剑

排名：7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2012 年协助项目负责人开展经鼻内镜颅咽管瘤手术，参与初期

论证工作以及后续新分型和新诊疗体系的提出工作，在新诊疗体系的构建中提出建

设性意见，在创新点 1、2中有重要贡献，在本设计项目的总体技术方案的完善中

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学术报告及学习班授课等方式完成一系列推广工作，协助负

责人推动了省内颅咽管瘤经鼻内镜切除术的发展，在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过程中做

出重要贡献。

姓名：卢国辉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新分型和新诊疗体系的提出工作，在新诊疗体系的构建中提

出建设性意见，在本设计项目创新点 1、2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学术报告及学

习班授课等方式完成一系列推广工作，协助负责人推动了省内颅咽管瘤经鼻内镜切

除术的发展，在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

姓名：肖利民

排名：9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研究过程中，密切协助负责人进行颅咽管瘤内镜新分型和新诊疗

体系的构建，在本设计项目的总体技术方案的完善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参与项目组

关键性文献的撰写，并提出改进意见，在创新点 1、2中有重要贡献，在技术方案

完善中做出重要贡献。

姓名：杨乐

排名：10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研究过程中，密切协助负责人进行颅咽管瘤内镜新分型和新诊疗

体系的病例收集和数据分析。负责颅咽管瘤患者围手术期及长期预后的全程跟踪随

访，并主要负责了下丘脑功能保护相关成果文献的撰写和发表，在术后下丘脑功能

保护的方案完善和理论构建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姓名：吴虓

排名：11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研究过程中，密切协助负责人进行颅咽管瘤内镜新分型和新诊疗

体系的构建，在本设计项目的总体技术方案的完善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参与项目组

关键性文献的撰写，并提出改进意见，在技术方案完善中做出重要贡献。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该候选单位为三级甲等大型综合医院，编制床位 6000 余张。神

经外科目前8个运行病区，床位数 270 余张。经鼻内镜亚专业有 4 个组，从事人员

12人。手术设备包括内镜系统 4 套，导航系统 3 套，动力系统 2 套，内镜专用手术

间 2间，内镜全套器械 4 套。实验设备及条件包括医院公共的科研平台、江西省神

经外科重点实验室和神经内镜解剖实验室及相关实验设备。拥有大型会议室 1 个，

辅助会议室及科室会议室 2 个，能承担会议任务。该单位能完全独立提供项目开发、

应用和推广过程中的技术、设备和人员等条件。积极鼓励项目立项，大力推动项目

进程，对项目完成过程中的需求最大限度满足，将本项目评定为科技创新一等奖重



点培养，对项目的完成起到组织、管理和协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