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肝硬化高风险食管胃静脉曲张诊疗关键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山东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严重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

该项目组十余年来致力于肝硬化高风险食管胃静脉曲张诊疗关键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应用，取得了

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为提升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整体诊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安徽医科大

学联合申报）。

   该项目组发表论文200余篇，SCI收录102篇，1区论文23篇；研究成果被6部国际指南/

共识引用；牵头制订国内指南/共识4部；参与制订亚太共识1部，国内指南/共识8部；在国内

外学术交流 160 余次。10篇代表性论文，总影响因子102分，单篇最高影响因子29.146，

总他引134次。授权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相关技术在100余家医院推广应用，提

高了我国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总体诊治水平，以及在处理高风险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内镜与介入

领域国际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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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其申报2023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我国肝硬化患者超过700万人，年死亡人数高达50万人，其中肝硬化所致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

出血是其最主要死亡原因。如何对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风险进行精确评估，并制定个体化治

疗方案，是制约肝硬化患者临床疗效和预后的瓶颈问题。项目组在国家和省部级 10余项课题资

助下，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

1、创新了肝硬化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风险评估技术：①国内首创球囊测压及光纤曲张静脉测压

技术；②国内率先开展并制定了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 HVPG） 技术标准，创建了3000余例

HVPG大样本数据，制订了《中国肝静脉压力梯度临床应用专家共识》，被多国翻译应用；③建

立了影像组学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的预测模型。

2、创新了多种放射介入技术：①率先开展“经皮经肝曲张静脉组织定位栓塞技术”，实现食管下

段、胃底及周围曲张静脉的“充分、持久”栓塞。。成果被英国指南（Gut 2015, 

IF:31.793）推荐引用。②率先开展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联合胃冠状静脉栓塞术，

提出介入“断流+分流”新模式，被北美临床指南（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1，IF：13.576）、德国指南（Z Gastroenterol 2017）和中华医学会专家共识引用。

③国际率先开展TIPS联合组织胶曲张静脉栓塞的临床研究，再出血率明显降低（5.7%和

18.8%)，该研究写入英国（Gut 2020, IF:31.793）和北美（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1，IF：13.576）临床指南。

3、创新了多种内镜治疗技术：①研发了新型硬化球囊，静脉曲张根除率从 24.4%提高至

46.9%。被中华医学会专家共识推荐引用；②率先采用“金属夹辅助”内镜下胃底组织胶栓塞术，

静脉曲张清除率由 60%提高至 90.9%，Endoscopy发表专栏述评，写入中华医学会专家共识；

③率先研究了高危因素铂类化合物所致食管胃静脉曲张的临床处理策略；④率先开展硬化剂辅助

下组织胶注射术等多种内镜技术临床研究。提高了治疗安全性和临床疗效。

4、创建了基于 HVPG的风险分层治疗策略：①创建了基于 HVPG的风险分层个体化治疗体系：再

出血率 30%降至 12.5%，写入中华医学会专家共识《中国肝静脉压力梯度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②揭示了防治肝硬化门静脉高压进展的新靶点，项目组首次发现 NSBB 可改善肝窦病理重塑，

提出了 NSBB降低门静脉高压新机制。

项目组发表论文200余篇，SCI收录102篇；研究成果写入美国和欧洲临床指南6部；牵头制订

国内共识4部；参与制订国内共识8部；10篇代表性论文，总影响因子102.593分，单篇最高

影响因子29.146，总他引134次；研究成果多次被 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IF：45.042 )、Gut（IF:31.793)、J 

Hepatol（IF:30.083）、Radiology(IF: 29.146）等权威杂志推荐和引用；获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获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提升了临床诊疗能力和国际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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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910457273.1 2020-03-03
一种探头的填充法成

膜方法

吴艾久,杨思静,韩

震,孔德润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511033006.X 2022-09-27
一种用于静脉血压测

量的光纤测压装置

吴艾久,何兵兵,孔

德润,付忠谦,杨思

静

3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71482547.X 2020-06-30
一种肝外血管吻合支

架及其输送系统

王广川，张春清，

黄光君

4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010995760.6 2021-05-25

一种治疗食管静脉曲

张手术出血的装置和

设备

孔德润,庄小金,彭

杰,杨思静,宋绍方,

吴艾久

5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010997289.4 2021-09-10

用于食管静脉曲张手

术中的自动化止血系

统

孔德润,庄小金,彭

杰,杨思静,宋绍方,

吴艾久

6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1521039507.4 2016-07-06

一种肝静脉压力梯度

测定用三腔球囊导管

王广川，张春清，

史永军

7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1521033964.2 2016-07-06

一种胃冠状静脉栓塞

用预成型球囊导管

王广川，张春清，

高勇

8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122351853.8 2022-06-03

一种可用于内镜下测

定静脉曲张压力的注

射辅助装置

马丽黎，黄晓铨，

陈世耀，王剑，罗

添成，夏玮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春清 1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

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

省立医院 （山东省立

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的整体设计、实施、推广，并参与论文指导等。

2.负责项目中 HVPG、内镜及介入治疗等临床手术部分的操作及指导，关键技术的建立。组织完成了大样本

的 HVPG 病例，指导基础实验设计，指导不同内镜及介入术式的应用。

3.主要对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中的创新点一、2,二、1,2,3,4, 三、2，四、1,2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支撑材料

1-2,1- 3,1-4,1-5,1-6,1-8,2-3,2-7 ,2-8,4-1,7-1,7-2,7-3,7-5,7-6,7-7,7-8,7-9,7-12,7-13,7-14,7-16,7-17,7-18,7-19。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世耀 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复旦大学临床

医学院常务副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协助项目的规划、实施，关键技术的建立及推广应用；

2.对内镜技术的建立起到重要贡献，多次在国际、国内会议上介绍推广本项目，主持完成多项食管胃静脉曲

张内镜下治疗的临床研究；

3.主要对创新点一、3，二、3，三、4做出贡献。主要支撑材料 1-8,1-10,2-6,2-9,7-8,7-10,7-11,7-19,7- 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唐承薇 3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协助项目的规划、实施，关键技术的建立及推广应用；

2.多次在国际、国内会议上介绍推广本项目的内镜创新和 HVPG 技术，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

3.对创新点二、3,4做出重要贡献，主要支撑材料 1-1,7-1,7-2,7-3,7-4,7-16。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孔德润 4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病区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协助项目的规划、实施，关键技术的建立及推广应用；

2.对内镜技术的建立起到重要贡献，多次在国际、国内会议上介绍推广本项目，获得多项发明专利；

3.对创新点一、1，三，1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支撑材料 1-7,1-9,2-1,2-2,2-4,2-5,7-3,7-8,7-16,7-19,7-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明艳 5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

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

省立医院 （山东省立

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教

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项目秘书，起到沟通、协调作用；

2.参与部分项目的实验设计，数据采集，相关数据统计与分析，论文撰写。

3.参与创新点三、2，4，四、1，2的部分研发；主要支撑材料：1-2,7-6,7-14。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倩倩 6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医师,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1.安徽医科大学联系人，协助部分项目的申报、设计和实施；



贡献
2.负责项目所涉及部分患者的追踪、随访及成果总结。

3.主要参与创新点一、1，三、1的研发，主要支撑材料：7-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广川 7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

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

省立医院 （山东省立

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教

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参与部分创新点的研发;

2.负责项目的临床手术操作，关键技术的推广、培训等。

3.对创新点一、2，二、2,3,4，四、1做出部分贡献，主要支撑材料：1-2,1-3,1-6,2-3,2-7,2-8,7-3,7-12,7-13,7-

14。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志寅 8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联系人，参与改良、推广项目组介入诊疗技术；

2.病人随访、数据收集与文章撰写，开展相关前瞻、随机对照研究；

3.对创新点二、3,4做出部分贡献，主要支撑材料 1-1,7-1,7-4。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晓铨 9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主治医师,主治医

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联系人，协助项目的规划和实施，参与项目资料和数据的收集；

2.参与项目的临床研究，撰写论文。

3.对创新点二、3,4做出部分贡献，主要支撑材料：1-8,7-8,7-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史永军 10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

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

省立医院 （山东省立

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参与临床部分项目的实验设计、操作实施及数据采集，参与内镜治疗的操作、病例收集及数据分析。

2.主要对创新点二、3做出部分贡献，主要支撑材料：1-2,1-5,1-6,7-7,7-8,7-12,7-14。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振 11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

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

省立医院 （山东省立

医院）

主治医师,主治医

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协助项目的规划和实施，参与项目资料和数据的收集；

2.参与项目的基础研究和实验部分。

3.对创新点一、2，二、2,四、2做出部分贡献，主要支撑材料：1-3,7-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锦华 12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

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

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

院）

主任医师,副教授 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1.协助项目的规划和实施，参与项目临床研究部分，负责研究对象的介入治疗及追踪、随访；



贡献 2.部分参与创新点一、2，二、2,3，主要支撑材料：1-5,1-6,7-8,7-16。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为支持本项目的开展，为项目组配备

了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消化内科医生、擅长介入治疗的医生、长于基础研究的研究人员以及具有扎实理论基础

的博士生，人员配置合理，在实验室、实验器材等方面亦给予了大力支持。医院为临床科研工作配备了所需

的内镜、大型 DSA 机等大型设备及器械。完全满足了本项目的设备和人员要求。在项目实施中，各职能部

门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成果推广方面，医院相关部门组织相关医院，对课题进行验证、推广，目前已经在国

内多家医院进行了推广，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每次培训班及学术会议，院领导均到场亲自推广及授课，大大

提高了项目成果推广的效率。

       该项目资料真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及完成人员等争议。

单位名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为项目组配备的成员包括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消化内科医师，影像科医生，内镜医师，

介入医师及理论扎实的研究生等，人员配置合理。医院拥有本项目实施所需的一切大型设备和器械，包括国

内一流的内镜中心，一流的介入诊疗设备。完全满足了本项目的设备及人员要求；在资金方面，医院也大力

支持本项目，为研究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尤其是对内镜下治疗的技术革新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项目实施及推广过程中，医院各级职能处室给予了最大支持，协助开展学术会议及培训班，促进了项目研

究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应用。

       本项目资料真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及完成人员等争议。

单位名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院为研究组配备的成员包括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消化内科医师，影像科医生，及医工结合

的工程人员，理论扎实的研究生、科研助理等，人员配置合理。医院拥有本项目实施所需的一切大型设备和

器械。完全满足了本项目的设备及人员要求；在资金方面，医院也大力支持本项目，为研究提供一切便利条

件。

      该项目资料真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及完成人员等争议。

单位名称 安徽医科大学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安徽医科大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医院各部门给与大力支持，协助项目的规划、实施，关键技术的建立及推

广应用，对内镜技术的建立实施起到重要贡献，多次在国际、国内会议上介绍推广本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医院各级职能处室给予了最大支持；医院相关部门大力支持研究成果的推广工作，在医院协助下，目前

本项目研究成果已在多家单位顺利推广应用。

       该项目资料真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及完成人员等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