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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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神经调控的带状疱疹神经痛精准治疗技术创新及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浙江省医学会

项目简介

带状疱疹神经痛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神经病理性疼痛，表现为烧灼痛、锐痛或刺痛，合并痛觉超

敏。全球发病率为0.3%-0.5%。其中5%-30%带状疱疹（HZ）患者会进展为后遗神经痛，可持

续数月至数年甚至终生。目前全球治疗效果欠佳，常伴有显著社会心理障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甚至寻求安乐死，被称为“不死的癌症”。这是极其严重而又易被忽视的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迫

切需要深入研究。

该项目创新性地建立带状疱疹多模态有效早期诊断和预后预测方法，为HZ早诊断早治疗争取时

机。首次将红外线热成像技术应用于HZ早期诊断，较传统方法提高准确率30%；首次应用蛋白

质和基因组学技术发现血浆PLG、F2、VTN、tRF-Pro-AGG-006和007为HZ早期诊断标志物：

首次发现神经肌电图、电流感觉网值、Galectin-3、tRF-Pro-AGG-019可用于HZ预后预测。

该项目创建多种高效的CT引导下神经射频技术，提出最佳穿刺路径和射频参数。首创CT引导下

脊或/和颅神经外周支高温长时程射频、经肋横突关节上缘穿刺等多种技术。针对责任神经，精

准定位后实施神经调控，镇痛效果提高31%，有效率达88.9%。

该项目结合创新技术实施个体化精准治疗，提出带状疱疹神经痛序贯治疗体系，达成业内共识。

根据不同病程、年龄、病变部位和疼痛程度的患者，序贯采用针对性治疗技术及组合。

该项目发表论文47篇，其中 SCI23篇，中华级 16篇，他引300次，如美国梅奥诊所

Cureus.2023；15（7）：堪萨斯大学匹兹堡天学 JA1zheimersDis.2021:79（3）：哈佛

大学 JNeurovirol.2022：28（3）等；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5项（授权 2项），软件著作权 2

项，参编著作 2本。主办国家级继教班及技术推广会 8项，全国性学术讲座 20多次，参加学习

人数1500多人。相关技术在浙大一院、上海新华医院等省内外56家医院推广，近4年应用

12130例，援中非医疗队还应用于非洲病人。较长期口服药物治疗或/和脊髓电刺激治疗，节约

费用 8500多万元。

经查新检索表明：CT引导下脊神经背根节高温长时程射频消融及各种周围神经射频穿刺等 6项技

术国内外数据库均未见其他报道。

经韩济生院士、张旭院士、樊碧发会长、张达颖主委等业内顶级专家鉴定，一致认为该项目具有

较强的创新性和实用性，达到同领域国内领先水平，部分内容达到国际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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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厚盛、潘欢、

和秋莉、倪华

栋、陶家春、

姚明 SCI 1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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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倪华栋、

陶家春、姚明

姚明 SCI 9 否

5

Correlation 

between 

Galectin-3 

and Early 

Herpes Zoster

Neuralgia and

Postherp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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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herpetic 

Neuralgia: A 

Retrospective

Study

Pain Res 

Manag

2022 Jun

10:2022:

2180214.

2.9

费勇、姚明、

黄兵、徐龙生、

刘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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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0 1 

0240818.6
2021-04-16

一种穿刺定位引导装

置
倪华栋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姚明 1
嘉兴市第一医院（嘉兴大学

附属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

兴大学附属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党委书记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二、三中均作出创造性贡献，主要贡献为全面负责项目的设计、实施与推广应用。

负责研究方向的确定、大部分资助项目的申请和研究结果的总结；从蛋白水平、基因水平等不同维度探索带

状疱疹早期诊断新方法；研发带状疱疹神经痛的相关临床诊疗技术，并进行研究论证；提出带状疱疹序贯治

疗体系。发表代表性论文 1、3、4、5、6、7、8、9，均列为通讯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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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兵 2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大

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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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贡献为首创“CT引导下脊神经背根节或颅神经外周支高温长时程射频技术、

经肋横突关节上缘穿刺射频技术、颈脊神经根穿刺射频技术、双极脊神经根穿刺射频技术、双泵联合技术”

治疗方案，发表代表性论文 3，列为第 4位；代表性论文 5，列为第 6位；代表性论文 6，列为第 2位；本人

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三，主要贡献为总结带状疱疹神经痛的序贯治疗方案，发表代表性论文 9，中华医学杂志，

2018，98(8):561-564，列为第 3位。本人在该技术研发及工作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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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龙生 3
嘉兴市第一医院（嘉兴大学

附属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

兴大学附属医院）
副研究员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主要贡献为带状疱疹的早期诊断研究成果做出了创造性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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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发明专利（一种腰腿疼痛缓解按摩装置）、软著（疼痛

值检测系统、神经疼痛的缓解控制系统）均列第 1位；参与论文专著（代表性论文 1）。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

新点二，主要贡献为 CT引导下脉冲射频技术改进做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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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参与论文专著（代表性论文 6; 代表性论文 10; World Neurosurg. 2024;183:e699-e706）均

列为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费勇 4
嘉兴市第一医院（嘉兴大学

附属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

兴大学附属医院）
副教授,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主要贡献为带状疱疹早期诊断创新地提出“galectin-3 分子标志物检测”，发表代

表性论文 5，列为第 2位；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二，主要贡献为提出“背根节脉冲射频+椎旁注射干扰素”及“背

根节脉冲射频+内热针技术”治疗方案，发表代表性论文 6和 10，均列为第 1位；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三，主要

贡献为总结带状疱疹神经痛的序贯治疗方案，发表代表性论文 9，列为第 1位。本人在该技术研发及工作总

结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9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建军 5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大

学附属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

兴大学附属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主要贡献为带状疱疹的早期诊断创新地提出“tRF-Pro-AGG-006、tRF-Pro-AGG-

007生物标志物”，申请国家发明专利(CN113388698A，CN113308530A)，均列为第 3位；本人在主要科技创

新点二，主要贡献为首创“经肋横突关节上缘穿刺射频技术、双极脊神经根穿刺射频技术”，发表代表性论文

3，代表性论文 7，均列为第 1位；代表性论文 4，列为第 3位。本人在该技术研发及工作总结中投入的工作

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6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谢可越 6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大

学附属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

兴大学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二，主要贡献为首创“CT引导下脊神经背根节或颅神经外周支高温长时程射频技术”

治疗方案，发表代表性论文 2，Pain Res Manag. 2020 25;2020:3191782，列为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 4，Pain 

Physician. 2021;24(8):E1227-1236，列为第 4位；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三，主要贡献为总结带状疱疹神经痛

的序贯治疗方案，发表代表性论文 9，中华医学杂志，2018，98(8):561-564，列为第 5位。本人在该技术研

发及工作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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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华栋 7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大

学附属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

兴大学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一，主要贡献为带状疱疹的早期诊断创新地提出“蛋白质分子标志物”，发表代表性论

文 1，列为第 6位；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二，主要贡献为首创“CT引导下脊神经背根节或颅神经外周支高

温长时程射频技术”治疗方案，发表代表性论文 2，列为第 2位；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一种定位穿刺引导装置，

知识产权证明 1）；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三，主要贡献为总结带状疱疹神经痛的序贯治疗方案，发表代表

性论文 9，列为第 4位。本人在该技术研发及工作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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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倍倍 8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大

学附属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

兴大学附属医院）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二，主要贡献为 CT引导下脉冲射频技术改进做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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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发表代表性论文 10（Pain Res Manag. 2022:2180214）、未列入附件

论文（World Neurosurg. 2024;183:e699-e706.）均列为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马玲 9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大

学附属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

兴大学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二，主要贡献为在临床病例中 T1-3穿刺技术的主要实施者之一，对文章中的一些特

殊穿刺技术进行实际操作，评估风险，确认可行性和一致性。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三，主要贡献为在带状

疱疹神经痛的序贯治疗文章的介绍中主要临床实施者之一，全程参与完成序贯治疗的观察与评估。发表论文

“CT引导下背根神经节脉冲射频联合臭氧注射治疗颈部和上肢急性期带状疱疹神经痛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列为通讯作者。本人在该技术研发及工作总结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2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胜华 10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大

学附属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

兴大学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二，主要贡献为在各临床研究中进行病例采集与归纳。发表论文“带状疱疹患者血浆

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检测”，列第 1位；发表论文“带状疱疹患者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水平的检测及意

义”，列第 3位。本人在该技术研发及工作总结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1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曹庆科 11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大

学附属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

兴大学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二，主要贡献为在各临床研究中进行病例采集与归纳。发表论文“带状疱疹患者血清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水平的检测及意义”，列第 1位；发表论文“带状疱疹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检

测”，列第 3位。本人在该技术研发及工作总结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1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美君 12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大

学附属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

兴大学附属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二，主要贡献为在各临床研究中进行病例采集与归纳。发表论文“肌电图检测在带状

疱疹后遗神经痛辅助诊断中的应用”，列第 1位。本人在该技术研发及工作总结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

总量的 1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殷文浩 13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大

学附属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

兴大学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二，主要贡献为在各临床研究中进行病例采集与归纳。发表论文“带状疱疹患者血浆

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检测”，列第 4位；发表论文“带状疱疹患者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水平的检测及意

义”，列第 6位。本人在该技术研发及工作总结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10%。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嘉兴市第一医院 （嘉兴大学附属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嘉兴市第一医院（嘉兴大学附属医院）作为本项目的完成单位，在“基于神经调控的带状疱疹神经痛精准治

疗技术创新及应用”研究中发挥了核心推动作用。我院疼痛科联合皮肤科、放射科等多学科团队，针对传统

治疗手段存在的镇痛不全、并发症多等难题，系统构建了以神经调控为核心的精准治疗体系。通过创新性融

合影像学引导与电生理定位技术，率先在国内开展 CT/MRI-DSA影像融合引导下的背根神经节脉冲射频调

控，实现治疗靶点定位误差小于 1mm的精准介入；自主研发脊髓电刺激参数动态调整算法，建立个体化神

经调控模式数据库，使患者疼痛缓解率从 62%提升至 89%，治疗周期缩短 30%。在基础研究领域，团队首次

揭示神经调控通过抑制 TLR4/NF-κB 通路改善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分子机制，相关成果发表于《Pain》等权威

期刊。临床推广应用方面，牵头制定《带状疱疹神经痛神经调控治疗专家共识》，通过建立长三角疼痛专科

医联体，团队还通过举办国家级、省市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全国及省级疼痛年会讲座和举办射频治疗技术实

战培训班的方式向全国 10个省市 36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 7000余例，大大提高了嘉兴市卫生系统在国内的

知名度，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关研究获 2023年度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