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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疑难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关键诊疗技术的创建及推广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上海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疑难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关键诊疗技术的创建及推广”项目是在我国第一个儿童心

血管专业的基础上，聚焦本专业诊疗技术急需突破的领域，对先进关键技术开展的

攻关、提升和推广。

       首先，该项目针对先心病种治疗效果最差的功能性单心室，开拓性的创建和运

用了若干新术式和新方法，并使用虚拟仿真技术对此类患儿展开个体化精准外科治

疗，极大提高了该类疾病的治疗效果。其次，项目组运用滑片(Slide)气管成形术纠

治长段气管狭窄，并提出“先心病合并气管狭窄同期手术治疗”的理念，为众多气管狭

窄合并先心病患儿带来了治愈的希望。第三，整合内外科团队和技术，对众多需要

多次手术的疑难复杂先心病进行镶嵌治疗，减少了手术次数和手术创伤。第四，项

目通过超声技术动态监测肺功能，并使用新药物保护围术期受损的肺功能，为重症

患儿的转归保驾护航。最后，项目组撰写《中国胎儿心脏缺陷诊断规范和临床评估

专家共识》，并结合先进的胎儿心脏诊断技术在产前产后对疑难复杂先心病进行诊

断、评估和治疗，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该项目共发表 20 篇高质量文章，其中心胸外科临床类三大 SCI 期刊《J Thorac 

Cardiovasc Surg》、《Ann Thorac Surg》和《Eur J Cardiothorac Surg》7 篇，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 10 余项，出版论著 7 本。项目进行期间，后续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及面上项目 15余项、省部级课题30 余项，10 余人次担任国家级学术机构副主

委及常委，是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儿童心血管专业学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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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同意推荐其申报 2021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是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

出生缺陷，也是引起我国五岁以下儿童非意外死亡的第一位原因。其中大部分致死

致残和预后不良的先心病由疑难复杂先心病引起，因此提高疑难复杂先心病的诊疗

水平对于提高我国出生人口素质和具有重要的意义。项目团队是上世纪 70年代成立

的我国第一个儿童心血管专科，亦是目前全球先心病诊疗体量最大的中心之一。在

此基础之上，本项目组聚焦疑难复杂先心病，对其关键诊疗技术开展攻关创建和推

广，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一）功能性单心室的外科创新和个体化综合治疗

针对疑难复杂先心病中最具挑战性的病种功能性单心室，国际上首创全新的外科术

式-心内管道Fontan 手术，并常规应用于临床实践。通过虚拟仿真技术研究并提出功

能性单心室若干个体化外科设计的新策略。并经过多年诊疗及随访经验总结，提出

“1.5心室修补”纠治复杂先心合并右心发育不良的诊疗新观点，避免了远期严重并发

症的发生。

     （二）先心病合并气管狭窄的外科治疗



气管狭窄合并先心病在以往被视为儿童心胸外科的禁区。本团队经过长期的技术攻

关，国内首先运用滑片(Slide)气管成形术纠治长段气管狭窄，并提出“先心病合并气

管狭窄同期手术治疗”的理念，为众多气管狭窄患儿带来了治愈的希望。项目组同时

开展低剂量 CT 在儿童气管狭窄诊断中的应用并建立中国人群儿童气管直径正常参考

值，为气管狭窄的诊断提供了更具普及性的诊断方式。

     （三）疑难复杂先心病的内外科镶嵌治疗

疑难复杂先心病往往需要多次手术，给患儿和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本团队整合

内外科团队和技术在国内对众多需要多次手术的疑难复杂先心病进行镶嵌治疗，减

少了手术创伤和次数，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

     （四）重症先心病围术期动态肺功能的监测和诊疗

肺功能是影响疑难复杂先心术后早期转归的重要因素。项目组在国内首先使用肺血

管靶向药物治疗疑难先心病围术期重度肺动脉高压，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在国际上

首先使用超声技术用于儿童心血管围术期肺功能的实时监测，该技术较X线具有更

高的敏感性、特异性和诊断准确性，并更易于在手术室和监护室开展。

     （五）先心病产前产后一体化多学科诊疗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项目组组织撰写了《中国胎儿心脏缺陷诊断规范和临床评估专家共识》，通过细化

的评分，为围产医学医生和患儿父母提供简明的诊疗咨询指导和围生期一体化多学

科管理策略。在《共识》的基础上，在国内创新性的开展以胎儿心脏核磁共振为代

表的先心病宫内先进诊断技术，同时通过动物模型研究危重先心病早期根治手术的

必要性。

       通过上述的研究，本项目共发表 20 篇高质量文章，其中心胸外科临床类三大

SCI 期刊《J Thorac Cardiovasc Surg》、《Ann Thorac Surg》和《Eur J 

Cardiothorac Surg》7 篇。依托本项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0 余项，出版论著 7 本，

后续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及面上项目 15余项，省部级课题30 余项。项目进

行期间，10 余人次担任国家级学术机构副主委及常委，成为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

儿童心血管专业学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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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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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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波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统筹科技创新中（一）-（五）的实施和开

展，国际上首先报道全Fontan改良术式-心内管道Fontan 手术，围绕本课题以通讯

作者发表论文 4-1，4-9；报道了新生儿室间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的手术治疗经验，

并首次报道了室间隔完整型肺动脉闭锁的镶嵌治疗，围绕此课题以通讯作者发表论



文 4-8，4-12。

姓名：郑景浩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项目（一）、（二）、（三）的开展，有重要学术或技术贡

献，围绕本项目发表论文 4-1，9，11

姓名：徐志伟

排名：3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开展我国首例气管狭窄的外科治疗；提出先心病合并气管狭窄同

期手术治疗的理念；改良传统 Slide 技术；对创新点（二）有主要学术或技术贡献，

围绕此课题发表论文 4-3、11。

姓名：徐卓明

排名：4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主要完成人，在国内首先建立先心病围术期肺动脉高压管

理的诊疗体系，率先开展波生坦用于先心术后重度肺动脉高压的治疗。对创新点

（四）有重要学术或技术贡献，围绕该课题发表论文 4-5，4-14。

姓名：刘锦纷

排名：5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科技创新中（一）、（三）、（五）的实施及展开。

国际上率先报道使用 1.5心室修补术治疗 EBSTEIN畸形伴右室发育不良的功能性单

心室患儿，发表论文 4-2；参与新生儿左心室发育不良综合征内外科镶嵌 I 期治疗，

发表论文 4-13；以通讯作者发表《中国心脏出生缺陷围产期诊断和临床评估处置专

家共识》4-7。

姓名：李奋

排名：6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参与人，主要参与了本项目科技创新中（三）、（五）的实



施及开展。国内首先报道将经皮球囊扩张术成功用于小婴儿先天性重症主动脉瓣狭

窄的治疗，以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4-4；分享胎儿期心血管畸形的磁共振评估经验，

以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4-6。

姓名：郑吉建

排名：7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参与本项目科技创新中（四）的实施及开展。国际上首先发

表超声引导评估的先心手术麻醉气管插管选择标准；国际上首先使用肺部超声监测

儿童重症心血管外科的肺循环围术期改变。围绕该课题发表论文 4-15。

姓名：钟玉敏

排名：8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建立国内首个正常儿童气管参考值，负责复杂先心早期 CT 诊断

和排查及术后 CT随访。对创新点（二）有学术或技术贡献，以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4-18。

姓名：董素贞

排名：9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科技创新（五），创新胎儿磁共振技术的实施和开展，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 4-6。

姓名：王顺民

排名：10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完成我国首例先天性气管狭窄的外科手术纠治；常规开展先

天性气管狭窄伴先心病的手术治疗，成功纠治多例气管狭窄患儿，此课题以第一作

者发表论文 4-11。对创新点（一）、（二）有学术投入或技术贡献。

姓名：陈怡绮

排名：11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儿科学院专职副院长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科技创新（四），引导选择先心手术麻醉气管插管尺



寸从而更符合复杂先心患儿的呼吸道发育，以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4-20。

姓名：刘金龙

排名：12

职称：副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一）患儿个体化虚拟手术的计算机模拟仿真、模型

3D打印及血流动力学模拟分析，围绕该课题发表论文 4-17，获得专利 1-

5，6，10。

姓名：刘廷亮

排名：13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科技创新（三）实施及开展。国内首先发表新生儿左

心室发育不良综合征的内外科镶嵌治疗，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4-13

姓名：孙琦

排名：14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科技创新中（一）、（三）的实施开展，致力于复杂

先心病血流动力学研究以及镶嵌治疗相关器械的研发与改良，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论文 4-17。

姓名：洪海筏

排名：15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科技创新（一）和（五）的实施及开展。国内首先发

表先心病产前产后一体化诊疗评估的专家共识，国内首先对于功能性单心室 Fontan

手术进行虚拟仿真评估和设计，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4-2、10、16。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项目中通过联合心胸外科、心血管内科、麻醉科以及影像科等

多科室，培养各类优秀科研及临床人才，同时为疑难复杂先心诊疗提供并更新所需

的场所以及设备，完成了疑难复杂先心诊疗体系的建立；规范和推动了疑难复杂先

心的诊疗进程，本单位在本项目的完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实施过程中，制定了指

南、共识，同时协调本单位与国内其他单位的学习交流，推动疑难复杂先心诊疗技

术在国内的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