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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                                                                  

    腰椎退变疾病是影响中老年身心健康的常见疾病，目前针对该疾病的治疗存在治

疗方法选择混乱、缺乏公认的治疗原则等问题。

    该研究团队在国内较早提出了“腰椎退变疾病阶梯治疗”理念，并进行了相关研究，

形成阶梯式的治疗策略，包括保守治疗、微创穿刺治疗、微创孔镜治疗、微创非融

合治疗以及最终的脊柱融合。严格掌握不同“阶梯”治疗的适应证，同时丰富了不同

“阶梯”的治疗手段。该研究团队在国内较早发现了等离子髓核消融术可以降低退变间

盘内炎性因子活性;使用该技术治疗椎间盘源性腰腿痛，获得了长期随访结果，临床

疗效满意；提出了椎间盘源性腰腿痛的临床特点，总结出等离子消融技术的应用指

征；改良了腰椎椎间孔镜手术体位，完善了椎间孔镜手术技术；对腰椎退变性疾病

患者序贯性开展了 Dynesys 动态非融合技术，将 Dynesys 用于中青年腰椎间盘突出

和椎管狭窄症患者，在国内应用较早并进行了长期的临床研究，形成了自身的临床

特色；完善了复杂腰椎退变性疾病后路融合的阶梯性治疗策略，改良了腰椎融合术

的手术操作器械，在国内较早开展腰椎后路融合术治疗复杂腰椎退变疾病，对经椎

弓根的“蛋壳”截骨术进行改良并进行了系统的解剖学研究，用于治疗需要校正侧后凸

畸形的严重腰椎退变患者，取得了更好的临床疗效；在组织工程学技术修复退变椎

间盘的系列研究中，自制了可注射的富血小板血浆支架，并与脂肪干细胞共培养后

分化为髓核样细胞；借助髓核消融微创通道，植入组织工程化髓核，对退变动物模

型取得一定的修复作用，为该技术应用于临床打下基础。通过上述研究，使得退行

性腰腿痛患者的治疗选择更加合理，提高了整体疗效，节省了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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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推

荐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腰腿痛是继心脑血管疾病、肿瘤之后第三大影响中老年身心健康的疾病，我国每

年将会有5000万-1亿左右的人口因腰腿痛进行治疗。因此，开展腰椎退变疾病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目前针对退行性腰腿痛治疗,存在着治疗方法选择

混乱、缺乏公认的治疗原则等问题。本项目组在国内较早提出了“腰椎退变疾病阶梯

治疗”理念，并在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和全军医学科技课题的资助下，自 1998年 1

月至 2019年 1月开展了系列相关研究，旨在将不同程度腰腿痛病人的治疗更加合

理化、系统化，形成阶梯式的治疗策略，有以下五个创新点。

      创新点（一）在国内较早提出了“腰椎退变疾病阶梯治疗”理念，根据腰腿痛患者

不同病理变化采用相应的临床治疗手段，形成阶梯式的治疗策略，丰富了不同“阶梯”

的治疗方法（附件4.13,4.18）。创新点（二）国内较早发现了经皮微创等离子髓核

消融术可以降低退变间盘内炎性因子活性；并用该技术治疗椎间盘源性腰痛，提出

了椎间盘源性腰痛的临床特点，总结出等离子髓核消融技术的应用指征，改良了腰

椎椎间孔镜手术体位，完善了椎间孔镜手术技术（附件4.1,4.4, 4.5, 4.8, 4.11）。



创新点（三）对腰椎退变性疾病患者序贯性开展了 Dynesys 非融合技术，将

Dynesys 非融合技术用于中青年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症患者，规范了 Dynesys

非融合技术的手术操作细节和手术适应证，开展了 Dynesys 非融合技术治疗腰椎退

变疾病的中长期随访研究，形成了自身的临床特色（附件

4.2,4.6,4.7,4.19,4.20）。创新点（四）完善了复杂腰椎退变性疾病后路融合的阶

梯治疗策略，改良了腰椎融合术的手术操作器械，在国内较早开展腰椎后路融合术

治疗复杂腰椎退变疾病，提出了极外侧型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分型,并针对分型给出

了相应手术方式；我们对经椎弓根的“蛋壳”截骨术进行改良并进行了系统的解剖学研

究，将此术式用于治疗需要校正侧后凸畸形的严重腰椎退变患者，提高了截骨术的

矫正能力，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附件 1.1~1.5, 4.9, 4.10, 4.12~4.14, 

4.18）。创新点（五）在组织工程学技术修复退变椎间盘的系列研究中，自制了可

注射的富血小板血浆支架，并与脂肪干细胞共培养后分化为髓核样细胞；借助髓核

消融微创通道，植入组织工程化髓核，在腰椎退变动物模型中取得一定的修复作用，

为该技术应用于临床打下基础。（附件4.3,4.15,4.16,4.17）。

      20余年来，本项目组一直致力于腰椎退变疾病的阶梯治疗策略研究，获授权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5项，出版专著 1部，发表代表性论文 20篇，其中 SCI论文7篇，

中文统计源论文 13篇，SCI他引43次，他引总次数435次，单篇最高他引次数为

49次。本项目曾获 2014年华夏医学科技奖三等奖。本项目成员多次在全国、全军

以及北京市骨科年会上进行学术交流，举办 10届《医学参考报-骨科频道》焦点论

坛，举办继续教育学习班 10次及骨科主治医学习班 10次，培养 300余名进修医生，

通过讲课、病例讨论、手术，讲授腰椎退变性疾病的阶梯治疗策略。本项目内容已

编入我单位主编的《实用骨科学》、《老年脊柱外科学》、《骨科手术并发症预防

与处理》，以及《新编简明骨科学》，被国内多家三级医院的应用，将本项目的研

究结果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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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放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提出了腰椎退变疾病的阶梯治疗理念(创新一,4.13)；2.开展等

离子髓核消融术的基础研究，总结了椎间盘源性腰痛的临床特点(创新

二,4.4,4.5,4.8, 4.11)；3.规范了 Dynesys 腰椎非融合技术的手术适应证，开展了

长期研究(创新三,4.6,4.19,4.20) ；4.完善了复杂腰椎退变性疾病后路融合的阶梯

治疗策略，改良了手术器械，提出了极外侧型椎间盘突出症的分型,改良经椎弓根的

“蛋壳”截骨术并行解剖学研究(创新四,1.1~1.4, 4.10,  4.12~4.14)；5.应用组织工

程学技术进行退变椎间盘修复研究，成功培养出组织工程化髓核(创新五,4.3, 

4.15~4.17)。

姓名：张志成

排名：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主任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提出了退变性侧凸合并椎管狭窄的阶梯治疗策略（创新点

一，附件4.13）；2.参与了等离子射频消融治疗椎间盘源性腰痛的临床研究（创新

点二，附件4.4，4.5,4.8,4.11）；3.参与了腰椎退变疾病非融合技术应用的临床研

究（创新点三，附件4.2,4.6,4.7,4.19,4.20）；4.参与了腰椎融合手术治疗严重腰

椎退变疾病的临床研究（创新点四，附件 1.1~1.4, 4.9, 4.10, 4.12~4.14, 

4.18）；5.参与了腰椎退变性疾病组织工程学修复的基础研究（创新点五，附件

4.3,4.15~17，8.1）。

姓名：张阳

排名：3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了腰椎退变疾病非融合技术应用的临床研究（创新点三，



附件8.2，4.2，4.6，4.7，4.19，4.20）；2.参与了腰椎融合手术治疗严重腰椎退

变疾病的临床研究（创新点四，附件 1.2，1.5）。

姓名：任大江

排名：4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了等离子射频消融治疗椎间盘源性腰痛的临床研究（创新

点二，附件4.4，4.5,4.8,4.11）；2.参与了腰椎退变疾病非融合技术的临床应用研

究（创新点三，附件4.2,4.6,4.7,4.19,4.20）；3. 参与了腰椎融合手术治疗严重

腰椎退变疾病的临床研究（创新点四，附件4.9, 4.10, 4.12~4.14, 4.18）；4.参

与了椎间盘退变组织工程化髓核修复的实验研究（创新点五，附件8.1）。

姓名：孙天胜

排名：5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主任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提出了退变性侧凸合并椎管狭窄的阶梯治疗策略（创新点

一，附件4.13，4.18）；2.参与了腰椎退变疾病非融合技术应用的临床研究（创新

点三，附件4.2,4.6,4.7）；3.参与了腰椎融合手术治疗严重腰椎退变疾病的临床研

究（创新点四，附件4.9, 4.10, 4.12~4.14, 4.18）。

姓名：关凯

排名：6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了等离子射频消融治疗椎间盘源性腰痛的临床研究（创新

点二，附件4.4，4.5,4.8,4.11）；2.参与了腰椎退变疾病非融合技术应用的临床研

究（创新点三，附件4.6,4.7,4.19,4.20）；3.参与了腰椎融合手术治疗严重腰椎退

变疾病的临床研究（创新点四，附件4.9, 4.10, 4.12~4.14, 4.18）。

姓名：赵广民

排名：7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了等离子射频消融治疗椎间盘源性腰痛的临床研究（创新

点二，附件4.4，4.5,4.8,4.11）；2.参与了腰椎退变疾病非融合技术应用的临床研

究（创新点三，附件4.6,4.7,4.19,4.20）；3.参与了腰椎融合手术治疗严重腰椎退

变疾病的临床研究（创新点四，附件4.9, 4.10, 4.12~4.14, 4.18）。

姓名：王飞



排名：8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了腰椎退变疾病非融合技术应用的临床研究（创新点三，

附件4.6,4.7,4.20）；2.参与了腰椎融合手术治疗严重腰椎退变疾病的临床研究

（创新点四，附件 1.2，4.18）。

姓名：孟浩

排名：9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了腰椎退变疾病非融合技术应用的临床研究（创新点三，

附件4.6,4.7,4.20）；2.参与了腰椎融合手术治疗严重腰椎退变疾病的临床研究

（创新点四，附件4.18）。

姓名：张思萌

排名：10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了等离子射频消融治疗椎间盘源性腰痛的临床研究（创新

点二，附件4.4，4.5,4.8）；2.参与了腰椎退变疾病非融合技术应用的临床研究

（创新点三，附件4.6）；3.参与了腰椎融合手术治疗严重腰椎退变疾病的临床研

究（创新点四，附件4.18）。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为研究项目的总体方案、技术路线的具体实施以及全过程管

理提供平台，为项目的研究推广和应用提供条件。本单位在国内较早提出了“腰椎退

变疾病阶梯治疗”理念，并进行了相关研究，形成阶梯式的治疗策略，丰富了不同

“阶梯”的治疗手段。国内较早发现了等离子髓核消融术可以降低退变间盘内炎性因

子活性；提出了椎间盘源性腰腿痛的临床特点，总结出等离子消融技术的应用指征，

改良了腰椎椎间孔镜手术体位；对腰椎退变性疾病患者序贯性开展了 Dynesys 非融

合技术，将 Dynesys 非融合技术用于中青年腰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症患者，规范

了手术操作细节和手术适应证，开展了非融合技术治疗腰椎退变疾病的中长期随访

研究，形成了自身的临床特色；完善了复杂腰椎退变性疾病后路融合的阶梯性治疗

策略，改良了腰椎融合术的手术操作器械，对经椎弓根的“蛋壳”截骨术进行改良并

进行了系统的解剖学研究，用于治疗需要校正侧后凸畸形的严重腰椎退变患者，取

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自制了可注射的富血小板血浆支架，并与脂肪干细胞共培养

后分化为髓核样细胞；借助髓核消融微创通道，植入组织工程化髓核，对退变动物

模型取得一定的修复作用。旁证材料：附件 1.1 ~ 1.5, 4.1 ~ 4.20。该项目获授权



实用新型专利5项，出版专著 1部，发表代表性论文 20篇，其中 SCI论文7篇，

中文统计源论文 13篇，SCI他引43次，他引总次数435次，单篇最高他引次数为

49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