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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腰椎退变性疾病治疗技术创新与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上海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本项目所从事的临床及基础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方面具有先进性。针对

传统腰椎融合术存在的软组织创伤大、神经损伤风险高、邻近节段退变严重、费用

高等诸多问题，改进手术入路及减压方式，优化融合器植入方案，设计并应用新型

融合器，验证单侧固定的有效性，构建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术式。在保证手术疗效

的同时，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具有创伤小、费用低、并发症少等显著优点。研究工

作成果分别发表在骨科及医疗器械领域顶级期刊，获得了同行的认可并得到推广。

本项目应用研究成果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超过万例，代表性 20 篇论文他引近 500

次。此项目获专利 3 项，主编 4 部专著，参编专著 1 部，应邀赴美等做学术报告 10

次。主办国家级学习 9 次，培养专科医生人和进修医生数百人。项目成果在十余家

单位得到推广应用。此外，该项目的实施培养了多名研究生，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和

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本项目对提高我国脊柱外科水平和国际学术地位作出了重要

贡献。

    该项目的研究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并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科学意义及社会效

益。

    经院内公示，无异议。同意推荐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申报。

项目简介     1.项目所属科学技术领域

      本项目属于生物与医药技术领域，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行业范畴。项目

发现腰椎退变性疾病是导致我国中老年人群腰腿痛的主要原因，这一类疾病致残率

高，传统治疗方法损伤较大，术后恢复较慢，为了解决这一治疗难题，项目组通过

自主创新，实现了对这一类疾病外科治疗技术的微创化和个体化，并积极推广应用，

进而对细胞分子生物治疗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索，有望实现对疾病的早期治疗干预，

临床应用前景广阔。

2.系列技术创新点

    1)本项目通过医学大数据分析，了解了我国不同人群腰椎退变性疾病引起腰痛的

流行病学特征和疾病负担情况，证实该疾病具有高发病率和高致残率的特点，有助

于据此制定应对策略。

    2)在国际范围内率先进行了单枚腰椎椎间融合器植入的生物力学测试，证实其替

代双枚融合器植入的可行性，为前者成为当今主流技术奠定了基础。通过影像学和

生物力学研究，发现了国人腰椎椎间隙解剖学特点，并阐明了恢复椎间隙高度对腰

椎平衡和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国人解剖

特点的斜向植入新型“Z”型椎间融合器，其具有术后稳定性好、植骨量大、融合率高、

沉降等并发症少以及操作简单等优势，该融合器已实现了科研成果转化和批量生产，

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单枚斜向融合器提供足够椎间隙支撑力和稳



定性的基础上，改进了腰椎后路单侧椎弓根螺钉固定技术，通过一系列生物力学测

试和病例研究，证实了其临床应用可靠性与有效性，并且该技术使得椎弓根螺钉内

植物的费用下降了一半，显著减轻了患者和全社会的医疗负担。对单侧入路双侧减

压方案治疗腰椎退行性疾病的临床应用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探索，证实该术式可以充

分发挥“Z”型椎间融合器和单侧椎弓根螺钉固定的特点，相比于传统术式，该术式在

保证临床疗效的基础上，具有损伤小、出血少、术后恢复快和术后腰痛比例低的优

势。

    3)本项目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了异常应力导致椎间盘退变的机制，基于前期

发现的靶标，探索了通过核酸和细胞治疗方法延缓椎间盘退变进展的可行性，相关

产品已申请专利，并与生物公司合作进行临床应用开发。

3. 应用推广情况

      本项目研究成果报奖代表性论文 20 篇，总引用达 574 次，总影响因子60.25

分，篇均 3 分，单篇最高 14.29 分。获得授权专利 3 项，项目中所涉及技术方法写

入申请人主编的 3 部专著和参编的 2 部专著中。自 2011 年以来，第一单位举办腰

椎生物力学与手术技术培训班 9 次，使本项目研究成果在全国各地 20 余家单位得到

了推广应用，累计治疗患者超过 1.6万人（详见应用证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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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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杰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规划本项目的基础及临床研究。通过生物力学试验、有限元分析

等验证了单侧固定、单枚融合器的可靠性；改进单侧入路的减压方式；优化融合器

植入方案；设计并应用新型融合器；在临床实践中不断优化手术细节，构建单侧固

定腰椎融合术术式；致力于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的应用与推广。

关键技术创新点 1-3 的主要贡献者。

代表性论著 1-20 的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专利 1-3 的发明人。

姓名：程晓非

排名：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本项目应用及推广的关键执行人。参与腰椎退变的分子机制、

生物力学及分子治疗研究，完成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的基础研究及单侧入路双侧减

压临床研究，优化手术细节与过程。为本项目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技术创新点 1-3 的主要贡献者。

代表性论著 1、3、7、9、13、18的第一作者

姓名：张凯

排名：3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致力于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的应用及推广。验证了单侧固定腰椎



融合术在治疗双节段腰椎退变性疾病中的临床效果；将新型 Z形融合器转化为产品，

并应用于临床实践；优化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为本项目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技术创新点 2-3 的主要贡献者。

代表性论著 4、8的第一作者，专利 2、3 的共同发明人。

姓名：秦安

排名：4

职称：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本项目应用及推广的关键执行人。参与前期单侧固定腰椎融合

术的基础研究，为本项目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技术创新点 3 的主要贡献者。

姓名：田海军

排名：5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致力于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的基础研究。从分子水平出发，优化

腰椎椎间融合方案；比较不同腰椎融合术式的影像学及临床疗效的差异，为本项目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技术创新点 2 的主要贡献者。

代表性论著 19、20 的第一作者

姓名：赵长清

排名：6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是本项目发起人之一，致力于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的基础及临床

研究。通过生物力学研究验证了单侧固定及单枚斜向植入融合器的可能性与可靠性，

将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应用于复发腰椎间盘突出症等多种腰椎退变性疾病中，是本

项目推广应用的关键执行者。

关键技术创新点 2-3 的主要贡献者。

代表性论著 1、3、4、9 的共同通讯作者或共同作者

姓名：孙晓江

排名：7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的应用及推广。优化单侧固定腰椎融合

术的 适应症。为本项目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是本项目实施的协调者。



关键技术创新点 2 的主要贡献者。

代表性论著 4、7的共同作者，共同发明专利 2。

姓名：马辉

排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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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的基础研究、临床应用及推广。验证了

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的可行性与可靠性，建立了腰椎滑脱的有限元模型，并在此模

型基础上测量了不同腰椎融合术式下术后即刻稳定性的差异，为腰椎滑脱的手术方

案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技术创新点 2 的主要贡献者。

姓名：周唐峻

排名：9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致力于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的优化、应用及推广。在临床实践中

不断优化手术细节，通过合理的临床研究验证了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的有效性。在

本项目中负责协助课题的开展及临床实施工作。

关键技术创新点 3 的主要贡献者。

代表性论著 14、20 的共同作者

姓名：陈辰

排名：10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单侧固定腰椎融合术的应用及推广。优化单侧固定腰椎融合

术的 适应症。为本项目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是本项目实施的协调者。

关键技术创新点 3 的主要贡献者。

代表性论著 14、20 的共同作者，专利 1 的共同发明人。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独立完成，在项

目实施的过程中，依托单位始终关心着本项目的科研进程，在人力、设备、场地方

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积极配合项目组对所需仪器的购买和管理，负责组织协调人员

的落实及与相关科室学术协作，监督、管理，及时帮助解决课题组遇到的困难，为

本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坚实保障。完成单位之间不存在知识产权方面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