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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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国产内窥镜评价为核心的肺癌一体化微创诊疗技术及示范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浙江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肺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也是我国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随着医学发展，人类

对肿瘤的认识更加深入，项目组通过大样本数据库筛选潜在生物学靶点，并结合临床真实数据分

析，以及生物学实验验证，建立了肺癌相关诊断和预后预测模型，并为肺癌治疗提供了许多崭新

靶点，具有重大的科学和社会意义。外科手术是治疗肺癌的首选方法，但传统肺癌开放手术创伤

大、并发症多，难以满足人民对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的需求。对肺癌微创关键诊治技术进行创新

优化，并向广大基层医院推广应用，帮助基层医院提高肺癌微创诊治和管理技术水平，具有重大

的科学和社会意义。

项目组建立了国产医用内窥镜技术评价体系，助力国产内窥镜发展，推动肺癌微创技术创新，对

微创诊治技术的创新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建立肺癌微创诊治技术新体系，使微创手术比

例大幅提升；三孔、单操作孔、单孔、针镜辅助切口多种微创手术模式和机器人辅助的微创手术

被广泛应用于肺癌的治疗；EBUS-TBNA、微波、射频、粒子、电磁导航支气管镜等多种介入技术

也得到了与微创手术进行杂交的机会，为建立未来更加完善的、介入与微创技术深入融合的一体

化、一站式肺癌诊疗新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项目简介 肺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项目组长期致力于国产医用内窥镜评价体系构建推广和肺

癌微创外科治疗的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取得了以下显著创新成果：

一、联合多种数据来源，建立肺癌相关预测模型，开展多维度下的诊断与预后预测。项目组基于

真实临床数据，根据患者的影像学、血清学和病理学等特征建立肺癌诊断预测模型，提高肺结节

诊断和肺癌临床分期准确率；项目组结合大样本数据库和生物学实验，筛选出一系列与肺癌预后

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并以此建立了能精准预测肺癌预后的预测模型，为临床应用提供了崭新思路。

项目组建立的多种预测模型对肺癌患者的精准治疗和个体化管理在多个维度上提供了有力的循证

医学支持，是肺癌研究转化过程中的重要科技创新。

二、建立介入诊疗+微创手术+术后快速康复（ERAS）三位一体的一站式新型肺癌诊疗平台。项

目组率先开展 EBUS-TBNA 微创活检技术和电磁导航支气管镜技术，实现经自然腔道获取病理

组织和术中病灶精准定位，掌握微波、射频消融、粒子植入、单向活瓣、支架等多种介入治疗技

术，创新性地实现介入与微创技术的深度融合。项目组建立了多种微创手术切口模式，并首创柔

性内窥镜应用于单孔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建立了完善的机器人辅助肺癌手术规范，并开展如机器

人辅助支气管袖状切除术等多项高难度手术，机器人手术量全国领先，实现肺癌微创治疗新突破。

项目组以气道管理为核心，通过术前、术中和术后一系列有循证医学证据的优化措施减少并发症、

减轻疼痛、缩短住院时间等，并最终创立“诊断、定位、外科切除、快速康复”一体化诊疗新模式。

三、建立国产医用内窥镜技术评价体系，助力国产内窥镜发展，推动肺癌微创技术创新。项目组

通过德尔菲、层次分析、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建立了一套适用于软性内窥镜及硬性内窥镜的临床

效果评价体系，针对国产内窥镜构建了完整的临床效果评价方案，推动了国产内窥镜的快速发展。

项目组提出精准肺段支气管袖式切除术，以肺段为切除单位，实现段支气管重建，技术难度明显

提升，是肺段手术的重要创新。随着早期中央型肺癌的检出，新辅助免疫治疗新格局，引领降期

后手术术式创新和优化，将推动肺段支气管袖式切除术的应用。以三维重建进行术前规划，充分



论证段支气管重建方案；术中依托4K荧光内窥镜系统导航，联合病理精准判读，实现段袖精准

根治目的，形成标志性创新术式。

四、建立面向多种国产创新微创医疗设备的“互联网+”应用示范与推广模式，全面助力基层微创

技术的推广。针对国产创新微创医疗器械市场认可度低、打开市场难的问题，项目组率先提出并

建立国内首个面向多种国产创新微创医疗器械的“互联网+”应用示范模式，首次面向微创手术诊

治建立涵盖临床新配置、新技术、新服务模式的系统解决方案，包括开发了基于国产创新微创医

疗设备的胸外科肺段切除技术解决方案，形成了适宜基层医疗机构推广的微创外科国产医疗器械

新配置解决方案，构建了基于“双下沉”、分级诊疗、“互联网+”模式的微创外科人才培养机制以

及基于“医联体”的微创外科区域联动服务模式。有效推动了国产微创医疗器械在基层医疗机构的

铺设，提高了微创外科与国产微创设备在基层百姓中的认识度和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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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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坚 1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主任医师,教授 胸外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的总设计者，主持了本成果相关课题的创新构思、基础和临床研究的设计、论文撰写、主编专著等工

作。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150余篇，主编中英文专著 3部，获发明专利 1项。对项

目 1、2、3、4点科技创新内容均有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冯靖祎 2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研究员 医工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搭建国产微创设备应用示范基地，制定适宜基层医疗机构推广应用的微创新技术临床解决方案和新配置

解决方案，全面助力基层微创技术的推广。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徐金明 3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参与建立肺癌微创诊治技术体系的研究；在介入融合微创的肺癌诊疗新体系、肺癌术后快速康复（ERAS）



贡献 多环节全程管理体系的建立中均有重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马洪海 4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建立肺癌微创诊治技术体系的研究；在介入融合微创的肺癌诊疗新体系、肺癌术后快速康复（ERAS）

多环节全程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肺癌发生和转移的新机制研究中均有重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莺 5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主任护师 手术室护士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建立肺癌微创诊治技术体系的研究；在介入融合微创的肺癌诊疗新体系、肺癌术后快速康复（ERAS）

多环节全程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肺癌发生和转移的新机制研究中均有重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振宇 6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建立肺癌微创诊治技术体系的研究；在介入融合微创的肺癌诊疗新体系、肺癌术后快速康复（ERAS）

多环节全程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肺癌发生和转移的新机制研究中均有重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吕望 7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实验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建立肺癌微创诊治技术体系的研究；在介入融合微创的肺癌诊疗新体系、肺癌术后快速康复（ERAS）

多环节全程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肺癌发生和转移的新机制研究中均有重要贡献。对创新点一、二、三、四均

有重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汪路明 8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建立肺癌微创诊治技术体系的研究；在介入融合微创的肺癌诊疗新体系、肺癌术后快速康复（ERAS）

多环节全程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肺癌发生和转移的新机制研究中均有重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何天煜 9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建立肺癌微创诊治技术体系的研究；在介入融合微创的肺癌诊疗新体系、肺癌术后快速康复（ERAS）

多环节全程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肺癌发生和转移的新机制研究中均有重要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延烨 10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建立肺癌微创诊治技术体系的研究；在介入融合微创的肺癌诊疗新体系、肺癌术后快速康复（ERAS）

多环节全程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肺癌发生和转移的新机制研究中均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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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