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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神经系统 3D 打印技术临床医学转化研究及临床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首都医科大学

推荐意见：                                                                  

    当代自然科学面临最大挑战之一是揭示脑奥秘，而以脑外伤、脑肿瘤、脑血管、

神经损伤修复为主要研究方向、最直观掌握神经系统病理生理改变的神经外科必然

成为先进技术转化的焦点领域。在国际日益激烈的核心技术竞争背景下，以先进创

新技术为先导，驱动我国神经外科发展势在必行。目前，复杂骨性缺损目前仍无有

效的解决方案，个体化生物修补材料需求巨大；另一方面，由于人口众多，我国拥

有全球最大的脑肿瘤及脑卒中患病群体，但目前诊断治疗仍主要依赖国外的技术成

果，造成国家卫生经济投入大量流失和国内技术研发支持不足，因此在脑肿瘤辅助

治疗及脑血管病治疗个体化等未来重大突破领域亟需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高地，在新兴技术和学科交叉的“冻土”地带抢占先机。近年来 3D 打印和生物打印技

术的突破，为 3D 打印技术与神经科学融合转化开辟出新的机遇。

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完成的“神经系统 3D 打印技术临床医学转化研究”

项目，构建了 3D 打印技术与神经系统临床医学转化工程技术研究平台,构建了 3D 打

印技术与神经系统临床医学转化工程技术研究平台，并成功获批北京市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该项目深入研究了 3D 打印技术在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包括脑血管病、脑肿

瘤、脊髓脊椎病变、功能神经疾病的临床应用与转化。本次报奖所用的 20 篇代表性

论文中，SCI收录 14篇，总 IF达 40.65，他引次数达 239次，单篇最高他引次数达

60 次；国家核心期刊收录6篇，他引次数达88次，单篇最高他引次数达 23 次。本

项目已在全国 3 家区域性神经外科中心推广应用，完成临床案例500余例，该系列

研究，对 3D 打印技术临床应用推广意义重大，使得 3D 生物打印技术在重大疾病防

治领域凸显其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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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系统 3D 打印技术临床医学转化研究及临床应用

完成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积水潭医院 北京工业大学

完成人：赵元立、李泽福、叶迅、李彦生、苏亦兵、郝强、鲁峻麟、仇汉诚、李凯、

康帅、王昊、李承龙、路长宇

颅颌面复杂骨性缺损目前仍无有效的解决方案，个体化生物修补材料需求巨大；另

一方面，由于人口众多，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脑肿瘤及脑卒中患病群体，但目前诊

断治疗仍主要依赖国外的技术成果，造成国家卫生经济投入大量流失和国内技术研

发支持不足，因此在脑肿瘤辅助治疗及脑血管病治疗个体化等未来重大突破领域亟

需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高地，在新兴技术和学科交叉的“冻土”地带抢占先机。

近年来 3D 打印和生物打印技术的突破，为 3D 打印技术与神经科学融合转化开辟出

新的机遇。从个体化颅骨缺损修复体的制造，到具有缓释功能的人工硬膜的研发；

从复杂神经外科疾病现实重建、术前模拟，到恶性肿瘤理想的放化疗个体化载体，



都将成为 3D 生物打印技术在重大疾病防治领域凸显价值的突破口。本课题组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含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

五”等支撑计划及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资助下，针对神经系统 3D 打印技术

临床医学转化展开系列研究，初步建立 3D 打印“基础研究-临床应用研发-产品开发－

临床评价”完整的、开放转化医学研究平台。创新点如下:

一、研究成果

1.率先开展基于多色彩喷射 3D 打印技术的神经外科复杂疾病模型，用于临床教学推

广。

2.率先将 3D 打印微创手术引导支架在颅内血肿患者中应用，穿刺准确率提高达

91.0%，复发率和并发症率降低至 13.3%和 3.3%。

3.在国内首创 3D 打印的中空血管和动脉瘤模型进行精准个体化微导管塑形技术并在

临床开展应用，平均弹簧圈使用数量减少 2枚，有效减少患者医疗成本。

4.率先将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颅内肿瘤切除术前定位，最大程度下减少了手术损伤，

提高了手术效果。

5.率先奖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功能神经外科手术，对缩短手术时间，提高手术效果，

减少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二、推广应用

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 5次。本次申报奖项所用的 20 篇代表论文中，SCI收录 14

篇，总 IF达 40.65，他引次数达 202 次。国家核心期刊论文6篇，他引97次。获

国家发明专利5项。目前已累计在 10余场国际大型会议上宣读相关论文 20余次，

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相关同行的高度认可。培养 8名硕、8博士研究生及 3 名博士

后。成果在目前在 4家临床医院完成临床应用达 500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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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

collagenous artificial

dura mater for

sustained antibiotic

release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collagenous artificial

dura mater for

sustained antibiotic

releas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2013;

126(1

7):332

9-33

1.59 赵元立

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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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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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辅助微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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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术中应用

介入放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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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6(01)

:1-

52017

,26(01

):1-5

0 李泽福 0 11

否

17

3D 打印技术在高血

压性脑出血硬通道穿

刺术中的应用

中国微侵袭

神经外科杂

志

2017,

22(03)

:137-

138

0 李泽福 0 17

否

18

3D 打印技术在临床

颅内动脉瘤教学中应

用的随机对照研究

中国医学教

育技术

2016,

30(03)

:322-

325

0 李泽福 0 2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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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模型辅助微

导管塑形在颅内动脉

瘤栓塞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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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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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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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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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杂志 :62-64

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赵元立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中华神经外科杂志》编辑部主任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总负责人，负责项目总体设计、实施及应用推广，对五个创

新点均做出创造性贡献。参与了本项目相关课题的申请、实施。为项目创新做出了

主要贡献。为项目成果转化应用和推广做出了主要贡献。成果转化技术为“动脉瘤血

管模型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姓名：李泽福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神经外科主任

工作单位：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参与项目设计，对创新点一、二、四、五

做出创造性贡献，参与了本项目的实施，使用 3D 打印技术术前进行手术模型制备，

提供有效的临床指导治疗。为项目创新做出了主要贡献，并为 3D 打印技术指导临

床手术治疗应用推广做出了主要贡献。

姓名：叶迅

排名：3

职称：讲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协助第一完成人对创新点一、三做出创

造性贡献，负责 3D 打印神经外科疾病模型应用推广。

姓名：李彦生

排名：4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工业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协助第一完成人对创新点一做出创造性

贡献，负责基于快速成型的颅骨缺损修复技术与应用研究，为 3D 打印机技术在神

经外科临床转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姓名：苏亦兵

排名：5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神经外科主任

工作单位：北京积水潭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主要配合完成人一参与 3D 打印神经外

科疾病模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组织协调工作，参与 3D 打印神经外科疾病模型多中

心登记平台搭建，对项目的创新点一作出重要贡献。

姓名：郝强

排名：6

职称：讲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对创新点一做出贡献，协助第一完成人

完成脑动静脉畸形破裂分子机制的研究，还协助第一完成人进行成果总结和技术推

广。

姓名：鲁峻麟

排名：7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协助第一完成人对创新点一、三做出贡

献，协助第一完成人完成脑动静脉畸形破裂分子机制的研究，还协助第一完成人进

行成果总结和技术推广。

姓名：仇汉诚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协助第一完成人对创新点三做出创造性贡献，申请了微导管塑形

器专利，并推广应用于临床，有效降低了患者住院期间费用，最大限度的节约了医

疗资源。

姓名：李凯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重点参与了 3D 打印神经外科疾病模型

工作，同时参与了部分神经外科疾病的临床诊治工作。对本项目的创新点一作出重

要贡献。

姓名：康帅

排名：10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人事处处长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重点参与了本项目多中心登记研究平台

的搭建工作，负责 3D 打印疾病模型资源库的维护，及项目实施中的协调组织工作，

同时参与了部分神经外科疾病患者的临床诊治工作，对项目创新点一 作出重要贡献。

姓名：王昊

排名：11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技处处长

工作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主要配合第一完成人，参与了 3D 打印

机疾病模型多中心登记平台的搭建和组织录入工作，同时参与了部分神经外科疾病

的临床诊治工作，负责项目实施中的质量控制环节。对项目创新点一、二作出重要

贡献。

姓名：李承龙

排名：12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神经外科疾病患者的临床诊治工

作，以及 3D 打印疾病模型登记平台的搭建和录入工作，参与了神经系统 3D 打印技

术临床医学转化研究及临床应用推广工作，对项目创新点二、四、五作出重要贡献。

姓名：路长宇

排名：13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神经疾病中心党支部书记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成员之一，主要配合第一完成人参与项目实施过程

中的组织协调及部分管理工作，参与项目实施中的分中心平台搭建、数据录入及统

计分析工作，参与了部分患者 3D 打印术前计划工作，对项目的创新点一作出重要

贡献。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为项目

的顺利实施和完成提供了充足的人员、资金及平台保障。作为一所以神经外科为先

导，以神经科学集群为特色，集医、教、研、防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教学医院，

医院下设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全国脑血管病防治办公室、WHO 神经科学培训合作中心、北京市神经外科研

究所、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脑肿瘤研究所、北京脑重大疾病研究院脑卒中研究所、

北京市脑血管病临床研究中心、北京市脑血管病防治指导办公室、北京市脑血管病

抢救治疗中心等一批科研与培训机构，为神经外科治疗及 3D 打印技术的转化及全

国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平台支撑。



而神经外科作为国内规模最大、亚专科最齐全的神经外科临床诊疗、教学和科学研

究中心，是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国家卫生部重点专科。现拥有 21 个病区，开放

床位 560 张，科室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 名，博士生导师 22 名，硕士生导师 41 

名，为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充足的人员保障。

借助于医院提供的充足资金、人员保障及相关平台的强大科研支持，项目组在脑血

管疾病的临床治疗效果改变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医院党委的领导下，项目组成

员开创进取、积极探索，顺利完成课题既定任务，在国际上率先开展神经系统 3D

打印技术临床医学转化研究及临床应用，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应用，整体推动了

我国神经外科疾病治疗水平的进步。

单位名称：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项目的立项、结题、应用和推广过程中提供了技术、设备和人

员等条件，同时是对项目的申请、完成起到了组织和协调作用的主要完成单位。本

单位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人力、物力及财力的支持和资助,通过本项目的研究, 为

国家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医工结合专业人才, 创建了神经系统 3D 打印技术临床医学

转化研究体系并推广应用, 提高了神经系统疾病疗水平和患者的生活质量, 促进了学

科发展, 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项目的应用和推广过程中提供了技术、设备和人员等条件，同

时是对项目的完成起到组织和协调作用的主要完成单位。

单位名称：北京积水潭医院

排名：4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项目的应用和推广过程中提供了技术、设备和人员等条件，同

时是对项目的完成起到组织和协调作用的主要完成单位。

单位名称：北京工业大学

排名：5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项目的应用和推广过程中提供了技术、设备和人员等条件，同

时是对项目的完成起到组织和协调作用的主要完成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