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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囊疾病是男性泌尿生殖系常见的疾病之一，包括精囊炎症、精囊结石与精道梗

阻等，其发病隐匿且缺乏有效治疗手段，严重影响男性健康。药物保守治疗与经尿

道精囊镜微创手术是精囊相关疾病的主流诊疗策略。然而目前精囊疾病的治疗存在

诸多问题，包括患者个体差异大、药物局部作用困难、手术损伤恢复慢及易反复发

作等。该项目在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资助下，从临床诊疗与基础研究出发，围

绕精囊疾病一体化的精准治疗进行了多年深入研究，并在众多方面取得突破成果。

该项目历经 10 余年.，建立了经尿道精囊镜微创治疗精囊疾病、经皮输精管穿刺诊

断治疗精囊疾病的新技术，给患者提供了精囊疾病治疗过程的综合监测方案，有效

地提升了精囊疾病的治疗效果，同时该项诊疗技术还推广应用于多家省内外医院，

取得良好反响。在此基础上，该项目组进一步搭建了精囊疾病的基础理论体系，从

分子层面探索精囊疾病的发生机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研究成果，研究成果获得

发明专利并转化应用，发表多篇高水平国际专业期刊论文和中华核心期刊论文。该

项目通过建立多技术、多层次、多中心、贯穿精囊相关疾病诊疗全周期的一体化与

精准医疗体系，解决了既往精囊疾病诊断困难、治疗效果不佳及反复发作等问题，

并针对患者的个体差异制定精准医疗方案，极大地改善了精囊疾病的临床治疗效果

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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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男性精囊相关疾病的发病率逐年

上升。精囊疾病早期无特异性症状，往往缺乏重视而耽误治疗时机，形成慢性难治

性疾病，威胁男性生殖健康。经尿道精囊镜技术目前是治疗精囊疾病的主流方法，

探索精囊疾病发展过程的分子机理，进而加深对发病机制的认识，并以此开展并优

化以微创技术为基础，针对精囊相关疾病的新型诊疗方式，具有重大的临床意义。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下，本先发你有组长期围绕精囊疾病相关热点领域，

在基础和临床研究层面提出诊治管理的新模式，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形成了

完整的技术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如下：

一、精囊疾病微创诊疗新技术应用

1、精囊炎是男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治疗多采用全身应用抗感染药

物或局部理疗，但对于顽固性精囊炎效果不佳。本项目组在国内率先开展应用精囊

镜技术治疗顽固性精囊炎，取得较好临床效果，相关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2014），中华泌尿外科杂志（2014）上。

2、本项目组发明一种用于诊疗精道疾病的经皮输精管介入治疗装置，能够有效辅助

诊断精囊及精道相关疾病，同时还可作为局部治疗工具，通过留置的导管将药物精

准输送至精囊病灶，可快速杀灭病灶内的细菌等微生物，对治疗精囊前列腺炎症疾



病具有革命性的创新。该研究成果成功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016）一项，同时获得

国家医疗器械注册生产许可，目前已成功转化并在临床推广应用，相关应用成果发

表于中华男科学杂志（2018）上。

3、应用精囊镜扩张狭窄梗阻射精管，结合输精管穿刺进行射精管切开，使梗阻性男

性不育患者达到生育目的。对继发于前列腺中线囊肿、苗勒管囊肿致精道梗阻的男

性不育患者，在熟练掌握射精管扩张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前列腺囊肿去顶术和精囊

镜下精囊灌注技术，有效提高精液质量、改善生育能力，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 BMC 

Urology（2015）、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5）上，关键技术在省内外多家医疗

机构推广。

二、精囊疾病新型分子标志物研究

1、精囊凝胶蛋白 I（SgI）主要由精囊腺上皮细胞合成并分泌入精浆，在人类精液及

精子表面含量丰富。我们以往研究表明 Sg I、纤维连接蛋白与附睾蛋白酶抑制剂、

乳铁蛋白等构成复合体，调节精液的凝固液化与精子活动；VDAC参与精子活力调控，

VDAC基因多态性、甲基化修饰与特发性弱精子症发病相关，相关成果发表于

Scientific Reports（2016）、Cell Physiol Biochem（2014）与中华实验外科学杂

志（2014）上。

2、通过收集正常精囊和精囊炎症标本，发现精囊凝胶蛋白Sg I在精囊炎症标本中表

达显著下降，提示与慢性精囊炎发展密切相关，相关理论研究发表于

Urology（2016）、中华实验外科学杂志（2015）上。这一研究发现为后续从精囊

炎发病机制角度明确病因，探索新型治疗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主体已在省内外多家医院推广应用，共发表论文 13篇，其中 SCI

共计7篇，获发明专利 1 项。获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江苏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二等奖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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