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名称 

寰枢椎疾病基础研究与精准诊疗体系创建及其推广应用 

二、申报奖种及提名等级 

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三、提名者及提名意见 

提名者：张英泽（工程院院士） 
提名意见：  

该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的支持下，围绕寰枢椎区域骨性畸形合并

脊髓压迫症的重大科学难题，密切结合临床需求，首次对寰枢椎区域各解剖部位

和与内固定相关参数进行系统测量，为精准诊治技术实施提供可靠指导；创建并

完善基于解剖和病变特点的寰枢椎区域个性化精准诊疗体系；原创研发治疗寰枢

椎区域相关疾病的手术器械和智能辅助诊疗系统。该项目涉及骨外科学、局部解

剖学、影像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病例手术复杂，难度较大，多项

关键诊治技术创新系原创性报道。构建的寰枢椎区域精准诊疗体系规范了临床诊

疗，解决了颅颈交界区一系列重大临床难题。 

项目组研究成果授权国内外专利 15 项，其中发明专利 6 项、其它专利 8 项、

PCT 专利 1 项、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 1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 项；共发表论文

46 篇，其中 SCI 31 篇，相关研究成果写入 4 部专著。该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推

广至全国 80 余家医院，推广应用过程中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促进了

我国数字医疗行业的发展。 

本人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推荐书及其附件材料，确认真实有效，相关栏目符合

填写要求。 

提名该项目为 2024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四、项目简介 

寰枢椎区域是连接头颅和脊柱的特殊解剖结构，该部位毗邻延髓生命中枢，

寰枢椎疾病治疗难度大，手术风险高，并发症多，曾被视为“骨科手术禁区”。

项目组历时 15 年，针对寰枢椎疾病诊治中的难题，原创性提出了寰枢椎疾病外

科治疗的新理念、新技术，研发辅助手术器械，取得以下创新性成果。 

1.首次对国人寰枢椎区域各解剖部位和内固定相关参数进行系统测量。通过

影像解剖学研究，对枢椎椎板螺钉、枕骨髁螺钉、枕骨板螺钉、斜坡螺钉、前路

寰枢和枕枢关节螺钉进钉点、进钉方向、螺钉长度和直径及安全置入角度范围进

行系统测量，首次获得了国人上颈椎各解剖部位和内固定相关系统参数，为精准

技术实施提供参考。 

2.首次提出判断寰枢椎脱位难复性程度的客观诊断标准：通过对难复性寰枢

椎脱位患者手术资料的分析，原创性提出了寰枢关节面倾斜角（SAAJI）及复位

指数（RI）新概念，建立了指导难复性寰枢椎脱位手术方式选择的客观诊断标准。 

3. 基于寰枢椎病变和解剖特点，对该区域相关疾病手术技术进行改良和创

新，确定寰枢椎疾病治疗新策略，提高了临床疗效，大幅度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

和临床死亡率，并原创研发治疗寰枢椎疾病相关手术器械和智能辅助系统。创建

的寰枢椎区域个性化精准诊疗新体系，解决了该区域骨性畸形压迫脊髓，危及生

命的重大临床难题，取得了死亡率由 8.4%降低至 0.23%的显著临床疗效，也为

颅颈区疾病精准诊疗和快速推广奠定基础。  

项目组发表相关论文 46 篇，其中 SCI 收录 31 篇。授权国内外专利 15 项，

其中发明专利 6 项、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 1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 项。相关研

究成果写入 4 部专著；共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78 名；项目实施期间，第一完

成人成功入选“泰山学者特聘专家”计划。依托项目共举办专病继续教育学习班

11 期，培训学员和进修医生 2000 余人次，项目已在全国 80 余家医院进行了推

广，推动我国颅颈区疾病相关理论和技术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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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tube for percutaneous 
anterior odontoid screw fixation 

中

国 
10.1016/j.spine 
e.2015.02.013 

2015
/5/1 

SPINE 
JOURNAL 

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

医院 

吴爱悯；王向阳；夏冬冬；罗鹏；

徐华梓；池永龙 
有效 否 否 



六、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人情况”摘自“主要完成人情况表”中的部

分内容，公示姓名、排名、行政职务、技术职称、工作单位、完成单

位、对本项目贡献） 
1. 姓名：西永明；排名：1/12；行政职务：骨科医院副院长；技术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完成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对本项目贡

献：本项目研究总负责人，全面负责课题设计、组织实施、技术指导、论文

撰写等步骤。投入该系列技术研究的工作量占其本人工作量的 80%。对该项

目中创新点一、二、三做出了创造性贡献：1.系统测量了枕骨及枕骨髁螺钉

的解剖影像学参数；2.提出了判断难复性寰枢椎脱位严重程度的客观影像学

标准；3.改良了寰椎枕骨化颅底凹陷症的手术治疗技术及系统开展难复性寰

枢椎脱位“经咽后松解复位技术”；4.合作开发寰枢椎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决策

系统和非接触式远程诊疗系统；5. 原创研发咽后寰枢椎复位钢板、可控式成

型钢板及相关辅助器械。 

2. 姓名：王向阳；排名：2/12；行政职务：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科建

设委员会主任；技术职称：教授；工作单位：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完成单位：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对本项目贡献：作为项目主要完成

人之一，投入该系列新技术研究的工作最占其本人工作量的 60%。对该项目

中创新点一、二、三做出了创造性贡献：1.对椎板螺钉、枕髁螺钉、斜坡螺

钉等上颈椎各类内固定手术相关解剖学参数进行了系统测量；2.率先开展了

“经皮前路寰枢关节和枕枢关节固定微创技术”；3.改良了寰枢椎微创手术相

关技术及辅助器械；4.合作研发可控式成型钢板、人工智能诊断决策系统和

螺钉置入导向系统。 

3. 姓名：吴爱悯；排名：3/12；行政职务：副院长；技术职称：教授；工作单

位：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完成单位：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对本项目贡献：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投入该系列新技术研究的工作量

占其本人工作量的 50%。对该项目创新点中一、二、三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1.对前路枕枢螺钉内固定手术的相关解剖学参数进行安全性评估测量；2.改

良了经皮前路齿状突螺钉固定技术；3.改良了寰枢椎经皮微创相关手术技术；

4.合作研发人工智能诊断决策系统；5.设计了双孔导向管用于经皮前路齿状

突螺钉固定。 



4. 姓名：任宪锋；排名：4/12；行政职务：科室副主任；技术职称：副高级；

工作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完成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对本项目

贡献：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投入该系列新技术研究的工作量占其本人

工作量的 40%。对该项目中创新点二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合作改良了寰椎枕

骨化颅底凹陷症的手术治疗技术及难复性寰枢椎脱位“经咽后松解复位技

术”等。 

5. 姓名：林仲可；排名：5/12；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副高级；工作单位：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完成单位：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对本

项目贡献：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投入该系列新技术研究的工作最占其

本人工作量的 40%。对该项目中创新点一、二做出了创造性贡献：1. 对前

路寰枢关节和枕枢关节螺钉固定的进钉点和钉道参数进行系统测量分析；2.

对颅椎交界处前入路内固定方式进行了评估；3.完成前路经皮微创枕枢螺钉

固定技术。 

6. 姓名：周凯亮；排名：6/12；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副教授；工作单位：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完成单位：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对本

项目贡献：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投入该系列新技术研究的工作量占其

本人工作量的 40%。对该项目中创新点一和三做出了创造性贡献：1. 合作

完成治疗寰枢椎疾病合并脊髓损伤的机制研究。  

7. 姓名：郑晓裔；排名：7/12；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其他；工作单位：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单位：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对本项目贡献：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投入该系列新技术研究的工

作量占其本人工作量的 30%。对该项目中创新点三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合作

设计并申请了国家医疗器械证。 

8. 姓名：郭建伟；排名：8/12；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主治医师；工作单

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完成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对本项目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投入该系列新技术研究的工作量占其本人工作量

的 30%。对该项目中创新点二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改良了寰枢椎疾患相关手

术技术。 

9. 姓名：杨文玖；排名：9/12；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副主任医师；工作



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完成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对本项目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投入该系列新技术研究的工作量占其本人工作量

的 30％，对该项目中创新点一做出了创新性贡献：1. 对枕骨髁螺钉内固定

手术的相关解剖学参数进行了安全性评估测量。 

10. 姓名：邵佳乐；排名：10/12；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其他；工作单位：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完成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对本项目贡献：作为项

目主要完成人之一，投入该系列新技术研究的工作量占其本人工作量的 

30%。对该项目创新点三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参与了经颌下咽后入路的寰枢

椎复位钢板尸体模拟实验和论文撰写工作，并参与了部分专利的撰写和申请

工作。 

11. 姓名：杜钰堃；排名：11/12；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其他；工作单位：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完成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对本项目贡献：作为项

目主要完成人之一，投入该系列新技术研究的工作量占其本人工作量的 

30%。对该项目创新点一、三做出了创造性贡献：1.参与了枕骨髁螺钉的影

像学解剖分析研究；2.参与了经颌下咽后入路的寰枢椎复位钢板、颈椎后路

可控式单开门成型钢板和内固定兼容扳手的专利发明，并完成相关论文撰写

工作；3. 参与完成了寰枢椎脱位智能辅助决策系统的开发。 

12. 姓名：李建毅；排名：12/12；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其他；工作单位：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完成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对本项目贡献：作为项

目主要完成人之一，投入该系列新技术研究的工作量占其本人工作量的 

30%。对该项目创新点一、三做出了创造性贡献：1.参与了枕骨髁螺钉的影

像学解剖分析研究；2.参与了经颌下咽后入路的寰枢椎复位钢板、颈椎后路

可控式单开门成型钢板和内固定兼容扳手的专利发明，并完成相关论文撰写

工作；3. 参与完成了寰枢椎脱位智能辅助决策系统的开发。 

七、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单位”摘自“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中的部分内容，公示单位名称、排名、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 单位名称：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排名：1；对本项目贡献：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负责项目总体方案制定、协调实施、可行性研究分析及

研究成果推广应用等。针对寰枢椎区域这一脊柱外科高难度、高风险领域，



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脊柱外科、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等

国内多家医院、科研院所和企业进行了多方面合作交流。首次对寰枢椎区域

各解剖部位和内固定手术相关解剖学参数进行系统测量。对不同年龄阶段人

群的各类内固定技术的进钉点、螺钉长度和直径、安全置入角度范围进行测

量，为精准诊治技术的实施提供可靠指导。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寰枢关节角

度及复位指数的概念以及两项参数对判断难复性寰枢椎脱位的价值和指导难

复性寰枢椎脱位手术方式选择的客观诊断标准；改良了寰枢椎骨性畸形相关

手术操作技术及手术操作流程，创建了寰枢椎疾病个性化治疗方案，为寰枢

椎骨性畸形合并脊髓压迫症的个性化诊疗奠定了基础。原创研发了治疗寰枢

椎疾病的相关手术器械和智能诊断系统。通过技术创新和规范诊治，提高了

手术优良率，减少了相关手术并发症，减轻了患者和家庭的社会负担。项目

成果在全国 80 余家各级医院推广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 单位名称：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排名：2；对本项目贡献：温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作为项目第二完成单位，主要负责寰枢椎区域各解剖部位

和内固定手术相关解剖学参数进行系统测量；相关手术器械、智能诊断系统

研发；手术技术改良以及相关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等。系统性对不同年龄阶

段人群的枢椎椎板螺钉、枕骨髁螺钉、枕骨螺钉、前路寰枢和枕枢关节螺钉

的进钉点、螺钉长度和直径、安全置入角度范围等进行了测量评估，为精准

诊治技术的实施提供可靠指导；深入研究治疗寰枢椎疾病合并脊髓损伤的机

制，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视角和策略；创新性设计了双孔导向管用于经皮齿

状突螺钉固定；改良了前路经皮微创上颈椎疾患相关固定技术；合作研发了

寰枢椎疾病智能诊断系统。相关研究成果在我国部分医院进行了推广应用，

降低了患者家庭的社会负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 单位名称：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排名：3；对本项目贡献：上海

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第三完成单位，主要负责相关手术器械

的设计研发和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申请以及相关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