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青年科技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门静脉高压介入诊疗技术体系的创新与推广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安徽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门静脉高压症（PHT）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门静脉系统压力升高而导致的严重临床综合征。

内科治疗效果差，复发率高；外科治疗创伤大、恢复慢；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和腔

内血管开通术是有效的介入治疗方法，但难度高、风险大、费用昂贵、并发症多，难以广泛应用

和推广。项目组以优化这两项关键技术为目标，围绕术前精准诊断与分型、关键介入器械研发与

技术改良、预后评估与复发预警体系创建进行长期探索，提高了诊断和分型准确率，提升复杂介

入手术成功率和安全性，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相关成果及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该

成果获得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等6项资助。出版著作1部，牵头制定国家级专家共识4部；实用

专利10项；发表论文115篇，中华系列39篇，SCI 37篇，总IF 168.971，最高IF 

9.92，他引次数893次，单篇最高92次，11篇被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专家共识引用；牵

头成立安徽省门静脉高压多学科联盟，应用成果推广到全国51家三甲医院，创造了显著的社会

效益。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其申报 2024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门静脉高压症（PHT）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门静脉系统压力升高而导致的严重临床综合征。

内科治疗效果较差、复发率高；外科治疗创伤大、恢复较慢；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

和腔内血管开通术是有效的介入治疗方法，但难度高、风险大、费用昂贵、并发症多，难以广泛

应用和推广。项目组以优化这两项关键技术为目标，围绕术前精准诊断与分型、关键介入器械研

发与技术改良、预后评估与复发预警体系创建进行探索，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一、基于首先发现中国布-加综合征（BCS）的流行病学特征及病理生理学规律，明确缺氧和

炎症损伤是导致 BCS的重要因素，据此，牵头制定中国首部 BCS亚型分型的专家共识，为中国

BCS介入治疗提供全新的技术标准。

   （1）采用PCR及多模态影像技术完成中国 BCS相关易栓症基因和病变特征谱系筛查；（2）

建立 BCS大鼠模型，首次在动物模型实现腔内血管开通治疗，发现缺氧及相应的炎性损伤是 BCS

相关病损的重要因素；（3）组织 12家著名三甲医院，牵头制定下腔静脉膜性阻塞和节段性阻塞

等10个新亚型标准。

   二、基于介入治疗缺乏专用器材，为解决难度大、风险高，研发大静脉开通装置和门静脉测

压等10种专用器械，创建8项新技术，优化手术流程，显著提高复杂手术的成功率和安全性。

历时 13年临床验证，累计治疗患者 9153例，手术成功率98.4%，3年无症状生存率达

86.8%，较常规治疗提升35.7%。

   （1）提出微创直接测压理念—门静脉精准测压指导后续治疗决策，创制直接测压器械并应用

推广；（2）发明适用于门静脉癌栓放射性支架系统，提高合并癌栓门静脉高压患者生存率；

（3）改良TIPS相关器械和技术，提高支架定位精准度，创建多模式引导精准肝外分流理念和方

法，提高技术成功率，改善支架通畅率；（4）通过优化复杂 BCS血管开通策略，创立血管内导

丝贯穿等技术，发明改良介入器材等提高治疗成功率和安全性。

   三、基于PHT介入治疗后并发症高发和疾病复发的难题，创建TIPS预后评估和 BCS复发预

警体系，1年死亡和3年复发预测指数分别达 0.875和0.82，较传统模型精度提高10%～

20%；优化TIPS术后营养支持策略，降低肝性脑病发生率11.3%；创建国内首个全链全时介入



诊疗监管体系。

   （1）建立TIPS管理公共数据库和预后评估模型，提高生存评估准确性；（2）首创中国

BCS术后复发评估指数，为优化随访策略提供理论依据。（3）率先开展蛋白质营养不良对 TIPS

预后影响机制研究，优化术后营养支持策略。 

   该成果获得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等6项资助。出版著作1部，牵头制定国家级专家共识4部；

实用专利10项；发表论文115篇，中华系列39篇，SCI 37篇，总IF 168.971，最高IF 

9.92，总他引次数893次，单篇最高92次，11篇被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专家共识引用；

牵头成立安徽省门静脉高压多学科联盟，应用成果推广到全国51家三甲医院，创造了显著的社

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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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120 

821528.0
2021-11-30

一种微创门静脉压力

测量套件

成德雷、 吕维富、

周春泽

2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221 

796667.3
2023-01-20

一种便于安装的TIPS

支架

周春泽、 吕维富、

成德雷

3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021067374.2 2021-01-05

一种球囊辅助下腔 静

脉穿刺针

成德雷、 吕维富、

周春泽

4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020 53144.X 2021-01-06 一种肝静脉导通装置

成德雷、 周春泽、

吕维富

5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020891285.3 2021-06-08

一种用于胃肾分流 道

栓塞的球囊导管

周春泽、 成德雷、

吕维富、 朱义江

6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19 

21817734.3
2019-10-25

一种用于门静脉主干

癌栓的支架装置

周春泽、 吕维富、

成德雷、鲁东

7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 2020 2 

0531267.4
2020-04-10

一种下腔静脉导通装

置

成德雷、吕维富、

周春泽

8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2 2 

1013832.3
2022-04-27

一种 DSA手术床专用

经季肋区穿刺挡板
郑瑶、成德雷

9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1 2 

0300342.0
2021-02-02 一种放射性粒子条

周春泽、 成德雷、

吕维富、 朱义江

10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 2022 2 

1865247.6
2022-07-19

一种经颈静脉穿刺用

介入手术头架
郑瑶、成德雷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成德雷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副主任医师 -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从事门静脉高压症特别是肝后型门静脉高压症 BCS及 TIPS手术并发症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主持完成门

静脉高压症相关科研项目 1项，授权相关实用新型专利 10项用于门静脉高压患者的精准测压和术式改良

（附件 2.1-10），发表相关论文 20余篇（附件 1.1-10）。围绕布加综合征与肝脏缺血缺氧进行了系列基础研

究。建立门静脉高压 TIPS术后肝性脑病预警系统，国内首次阐述肌少症与 TIPS预后的关系。项目实施过程

中全面负责该项目设计、指导组织实施、推广应用以及成果总结，创新性地建设了门静脉高压症一体化介入

综合诊疗体系。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春泽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从事门静脉高压症的介入诊疗和基础研究，主持门静脉高压症相关科研项目 2项（结题 1项、在研 1

项），授权相关实用新型专利 8项用于门静脉高压患者的精准测压和术式改良，是第 1-7和 9专利发明人，

发表相关论文 10余篇，是第 7、9和 10篇代表性论文的作者。并多次在省内外学术会议上推广普及该项目

相关成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义江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从事门静脉高压症的介入诊疗和基础研究，授权相关实用新型专利 2项用于门静脉高压患者的精准测压

和术式改良，第 5和第 9项专利发明人，发表相关论文 4篇，是第 10篇代表性论文的作者。长期在省内外各

单位推广普及该项目相关成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吕维富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学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从事影像诊断及介入放射学工作，在门静脉高压症影像诊断和综合介入诊疗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

验。牵头编著国家级高等院校医学系列教材《介入治疗学》一部，参与制定了门静脉高压介入专家共识 1项，

发明 6项实用新型专利用于门静脉高压症介入诊疗术式的改进与创新，是第 1-7和 9项专利发明人。项目实

施过程中负责病例的选择和治疗方案的确认，对临床研究结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优化并创新性地建设了门

静脉高压症一体化介入诊疗体系。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徐浩 5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从事介入治疗临床一线工作，在肝后型门静脉高压介入诊疗方面经验丰富。协助第一第二完成人积极开

展临床病例的选择和介入治疗及随访，保证了患者临床诊疗的顺利实施，优化了临床诊疗体系。制定了门静

脉高压介入专家共识 1项，发表相关论文 70余篇，是第 1-4和 6篇代表性论文的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鲁东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前五位完成人设立的工作基础上，积极开展门静脉高压症介入诊疗患者的筛选和临床诊疗策略的优化及具

体实施工作，为门静脉高压症介入诊疗体系的创新建设作出了贡献，是第 6项专利发明人，相关研究成果发

表于国内外期刊。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殷亮 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门静脉高压症介入诊疗患者的筛选和临床诊疗策略的优化及具体实施工作。对《主要科技创新》栏目中

第 3点作出了贡献。发表与本项目相关论文 1篇，是第 10篇代表性论文的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永慧 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副主任护师 护士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从事介入病房的护理工作，负责护理及随访团队的组织和管理，建立了医护合作型延续性护理小组。对

《主要科技创新》栏目中第 3点作出了贡献。参与制定国家级专家共识 2部，发表与本项目相关论文 1篇，

是第 10篇代表性论文的作者。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本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负责项目相关课题立项、科研管理、资金支持、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协调、组织、

实施、验收等，为本项目科研创新、成果转化提供了全方位支持；是项目的主要完成人成德雷，周春泽，朱

义江，吕维富，鲁东，殷亮，张永慧对项目相关贡献的主要完成场所，为该项目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人员、

技术、设备及场地支持；是 10项实用新型专利的所有权单位，是 9篇论文的第一完成单位，是多个专家共

识的参与制定单位。

具体分担工作：（1）门静脉高压症影像学、病理学系列研究等早期诊断新技术。（2）门静脉高压与肝脏缺

血缺氧关系的系列基础研究。（3）门静脉高压介入诊疗相关器械和技术创新的提出者和实施者，门静脉高

压介入诊疗体系创新建设单位。（4）协助项目组的成功转化和推广，建立介入诊疗示范基地，举办国家级

及省级学术会议和培训班，对省内基层医疗单位介入诊疗进行技术培训和推广。获得显著社会和经济效益。

单位名称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本项目的第二完成单位，参与了项目相关课题立项、科研管理、资金支持、项目协调、组织、实施、验

收等，为本项目科研创新、成功转化提供了支持；是项目主要完成人徐浩的主要完成场所，为该项目相关课

题的研究提供了人员、技术、设备及场地支持；是项目相关多篇论文的完成单位。具体分担工作：（1）采

用AS-PCR技术及多模态医学影像技术在国内、外首次大样本检测 BCS患者的病。（2）建立和更新了 BCS

影像诊断及分型体系，牵头制定布－加综合征亚型分型的专家共识。（3）创立血管内“双向会师”、导丝贯

穿、副肝静脉球囊扩张等技术。（4）协助项目组的成功转化和推广，在人才培训和项目推广示范等方面提

供了全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