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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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颅内动脉瘤创新诊疗体系的研发建立及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浙江大学

推荐意见

 颅内动脉瘤是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其引发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具有极高的致死、致残率，给社会

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陈高教授为核心的项目团队聚焦颅内动脉瘤救治关键技术，并进一步革新

了动脉瘤的诊治体系：1、建立了集影像、介入与显微手术于一体的杂交手术诊疗规范，显著优

化破裂动脉瘤的诊治流程，提升了颅内动脉瘤的救治效率，降低患者的致死、致残率；2 、建立

基于未破裂动脉瘤瘤壁成像与瘤内血栓多模态分析等为主的影像组学预测评价体系，科学评估颅

内动脉瘤的破裂风险，制定了个体化的诊疗与随访方案，避免过度医疗，大幅减轻相应医疗卫生

支出；3、针对颅内动脉瘤相关脑损伤致病机制，以神经炎症和氧化应激为突破方向，深入开展

机制探索与靶向性药物研发。本项目相关技术成果目前已成功应用于国内40家大型神经外科诊

疗中心，累计21000余名动脉瘤患者直接获益。研究团队已发表SCI论文178篇，其中影响因

子10分以上论文6篇，5 分以上论文33篇，另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发表学术专著1部，中文

核心期刊论著10篇，撰写神经外科围手术期出血防治专家共识（2018），累计培养硕士、博士

156名，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研究项目对提升我国颅内动脉瘤的诊疗水平、保障国民

健康、促进卫生产业发展、全面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该成果经公示无异

议。

 

项目简介 颅内动脉瘤是全球最常见的脑血管疾病之一，其破裂引发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具有极高的致死致残

率，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针对当前动脉瘤救治过程中存在诊治环节复杂、无法对

动脉瘤破裂风险进行科学预测以及缺乏治疗继发性脑损伤的有效方案等瓶颈问题，本团队自

2009年以来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如下成果：

1、显著优化了颅内动脉瘤的救治流程：研究团队建立了国内领先的集影像检查、介入诊治和外

科手术治疗于一体的“一站式”杂交手术技术与临床诊疗规范，显著优化颅内动脉瘤的救治流程。

在多学科协助与杂交技术辅助下，实现对颅内复杂动脉瘤进行术中动态评估并制定对应诊疗方案，

显著提高颅内动脉瘤治疗的精准性和安全性； 

2、建立一种基于影像学技术的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评估体系：采用动脉瘤瘤壁成像与瘤内血栓

分析等影像组学技术，结合动脉瘤血流模拟及压力监测，项目团队成功构建了一种无创条件下监

测动脉瘤壁的形变、壁面剪切力及应力等相关参数的可视化监测平台，为指导未破裂颅内动脉瘤

患者的个体化诊疗决策和随访计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3、探索了颅内动脉瘤破裂相关病理损伤机制，成功筛选出包括褪黑素、丙戊酸钠等多种蛛网膜

下腔出血的潜在治疗药物，同时鉴定出包括Mas受体、黑皮质素受体等一批潜在治疗靶点，为后

续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本项目相关技术的推广应用显著提高了全国颅内动脉瘤的诊治水平：截止 2020年12月，浙江省

内能够常规开展颅内动脉瘤诊治的医疗机构数量已达 83家（年诊治颅内动脉瘤患者5694人），

较 2008年项目开展前的17家（年诊治794人）增长显著，诊疗规模扩大近 7倍，其中浙大二

院破裂动脉瘤患者的院内死亡率由 2008年的26.5%降至 2020年的15.2%。在省内推广的基础

上，项目成果同时辐射全国，目前已成功应用于国内40家大型神经外科诊疗中心超过2年以上，

累计21000余名动脉瘤患者直接获益。研究团队已发表SCI论文178篇，其中影响因子10分以



上SCI论文6篇，影响因子5分以上论文53篇，另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发表学术专著1部，

中文核心期刊论著10篇，撰写神经外科围手术期出血防治专家共识（2018），累计培养硕士、

博士 156名，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项目对提升我国颅内动脉瘤的诊疗水平、保障国民

健康、促进卫生产业发展、全面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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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高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神经外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1,创新点 2和创新点 3做出贡献，主要贡献为协助优化杂交手术诊疗规范，积极协调、

引导影像组学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推动相关创新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应用。与此同时，积极进行颅内

动脉瘤相关病理损伤机制研究，是代表性论文 1、4、5、6、7、8的通讯作者或主要完成人。本人在该项技

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建民 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1,创新点 2和创新点 3做出贡献，主要贡献为协助优化杂交手术诊疗规范，积极协调、

引导影像组学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推动相关创新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应用。与此同时，积极进行颅内

动脉瘤相关病理损伤机制研究，是本项目所列发明专利的共同完成人，同时作为通讯或共同通讯作者完成代

表性论文 1、2、3、9、10。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林 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1和创新点 3做出贡献：主要贡献为优化杂交手术诊疗规范，同时推进颅内动脉瘤相

关病理损伤机制研究，分别以共同作者身份参与代表性论文 1、4、5、6、7和 8，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

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5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高峰 4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2做出贡献：主要贡献为建立了临床信息数据库，同时协助建立基于影像学的颅内动

脉瘤破裂风险预测评估体系，并积极协调、建立浙江省脑卒中诊疗技术研究中心，推动颅内动脉瘤的规范化

诊疗。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严锋 5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1和创新点 3做出贡献：协助建立“一站式”杂交手术临床诊疗规范，并在国内外学术

活动中交流相关成果，推动成果在外院的应用；同时参与颅内动脉瘤相关基础研究，分别以共同作者身份参

与代表性论文 5、6、7、8。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凤强 6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2做出贡献：本人长期致力于颅内动脉瘤的临床诊疗和相关研究，在项目开展过程中，

以第二发明人的身份成功申请本项目所列的授权发明专利，协助建立基于未破裂动脉瘤瘤壁成像与瘤内血栓

分析等技术的影像组学预测评价体系。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盛 7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3做出贡献：主要贡献为积极进行颅内动脉瘤相关病理损伤机制研究，参与代表性论

文 3。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敬寅 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3做出贡献：主要贡献为积极进行颅内动脉瘤相关病理损伤机制研究，参与代表性论

文 4、5、6、8。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虞军 9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1和创新点 2做出贡献：作为团队颅内动脉瘤诊疗的骨干力量，协助建立和优化颅内

动脉瘤”一站式“杂交手术诊疗规范，同时协助建立基于未破裂动脉瘤瘤壁成像与瘤内血栓分析等技术的影像

组学预测评价体系，参与代表性论文 2。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4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许璟 1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1和创新点 2做出贡献：作为团队颅内动脉瘤诊疗的骨干力量，协助建立和优化颅内

动脉瘤”一站式“杂交手术诊疗规范，同时协助建立基于未破裂动脉瘤瘤壁成像与瘤内血栓分析等技术的影像

组学预测评价体系，参与代表性论文 2。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海建 1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3做出贡献：主要贡献为长期致力于颅内动脉瘤相关脑损伤的病理机制及临床转化研

究，深入开展了机制探索与特异性靶向药物研发，对本成果在国内的推广应用发挥重要作用，参与代表性论

文 3。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曹生龙 1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3做出贡献：主要贡献为积极进行颅内动脉瘤相关病理损伤机制研究，参与代表性成

果 6、8。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建儒 1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3做出贡献：主要贡献为积极进行颅内动脉瘤相关病理损伤机制研究，参与代表性成

果 4、5、6、7、8。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彭禹聪 14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主治医师 无



院 二医院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3做出贡献：主要贡献为积极进行颅内动脉瘤相关病理损伤机制研究，参与代表性论

文 8。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徐航哲 15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3做出贡献：主要贡献为积极进行颅内动脉瘤相关病理损伤机制研究，参与代表性论

文 8。本人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浙江大学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提供本项目所需的场地、仪器设备以及技术指导，并在项目的研发和推广应用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引导和促进

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