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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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骨盆损伤诊疗新体系的创建与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秘书处

推荐意见

环骨盆损伤包括骨盆骨折和髋部骨折，致死致残率高，是创伤骨科领域最棘手的疾病。该项目聚

焦环骨盆损伤诊疗中的5大关键难题，经过16年深入研究取得系列原创成果：国际首创骨盆骨

折“镜像复位”与“弹性牵引”理论，自主研发国际首套骨盆骨折智能化微创复位系统；率先应用

3D打印技术建立陈旧骨盆髋臼骨折精准手术治疗新策略；国际首次提出髋臼骨折术后异位骨化防

治新策略；创建老年髋部骨折诊疗新体系，引领加速康复新时代，牵头制订我国首部国家卫健委

指南；建立老年髋部骨折骨质疏松诊断-治疗-监控新体系，发现骨折早期预警新指标。该项目共

发表论文291篇，总他引2914次（SCI 95篇，总IF 372.44），其中10篇代表作总他引

260次，共获专利22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转化4项。研究成果已向全国31个省市，200余

家三级医院推广应用，培养骨干超2万人次，惠及患者6万余例。该项目极大提高了北京市及全

国环骨盆损伤的诊疗水平，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项目简介     环骨盆损伤包括骨盆骨折和髋部骨折，由于解剖结构复杂，治疗难度大，常规方法并发症多，

致死致残率高，因而一直是创伤骨科面临的重大挑战。自2005年起，项目组聚焦环骨盆损伤的

诊疗难点，历经十六年的潜心研究，攻克系列难题，建立了以微创、精准、快速为核心的诊疗新

体系，取得如下原创成果：

    创新点一：颠覆传统骨折复位理念，开创骨盆骨折智能复位新范式 

    原创“镜像复位”与“弹性牵引”理论，攻克了骨折块三维实时跟踪及复位控制难题，研发出

智能力位双重控制技术，使骨盆骨折机器人闭合复位成功率达 100%。研发成果转化总金额达 1

亿元，Nature杂志评价其“正引领机器人辅助骨折复位的发展”。

    创新点二：建立陈旧骨盆髋臼骨折精准手术治疗新策略 

    陈旧骨盆髋臼骨折治疗难度极大，被称为创伤骨科领域的“珠穆朗玛峰”。项目组率先应用

3D打印技术，仿真模拟赋能精准诊疗，建立术前规划和术中操作新体系，创建国内外最大规模陈

旧骨盆髋臼骨折手术治疗队列。创新性提出基于骨折畸形愈合/不愈合分型的治疗新策略，显著

改善患者预后，所发文章单篇他引57次，写入国际权威专著《Fractures of the Pelvis 

and Acetabulum》。

    创新点三：国际首次提出髋臼骨折术后异位骨化防治新策略 

    异位骨化是环骨盆领域的治疗禁区，项目组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将血清碱性磷酸酶连续下降作

为异位骨化早期切除指征，开创性提出骨化切除与髋关节松解并重、药物联合放疗的异位骨化防

治新策略，使髋关节活动度由平均 32°升至 194°，Ⅲ、Ⅳ度骨化复发率0%，受到国内外同行高

度认可。

    创新点四：创建老年髋部骨折诊疗新体系，引领加速康复新时代 

    创新性建立骨科与老年科“共管”、多学科全流程覆盖新体系，使患者入院48小时手术率由

27%升至 75%，院内死亡率由1.7%降至 0.1%，一年死亡率由20-30%降至 7.3%。研究出系列

优化措施和诊疗路径，受国家卫健委委托牵头制定《老年髋部骨折诊疗与管理指南》并全国推广，

破局老龄化在骨创伤领域的困境。

    创新点五：建立老年髋部骨折骨质疏松诊断-治疗-监控新体系 

    针对脆性骨折的骨质疏松诊疗难题，国内率先提出基于定量 CT的骨密度评估新方法，国际



首次发现臀中小肌密度是髋部骨折早期预警新指标，建立以“骨折联络服务”为核心的骨质疏松诊

断-治疗-监控新体系，使骨质疏松诊断率由10.4%升至 94.3%，治疗率由5.3%升至 74.2%。

    本项目围绕环骨盆损伤致死致残率高的诊疗瓶颈，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取得了系列成果，显

著提高了我国环骨盆损伤的诊疗水平。发表相关论文291篇，总他引2914次，其中SCI 95篇，

总IF 372.44，所列10篇代表作总他引260次。项目共获专利22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转

化4项。撰写专著 21部，牵头制定指南和专家共识 9项，举办学术会议及培训班 200余次，培

训骨干超两万人次。已推广全国31个省市，在 200余家三级医院推广应用，惠及6万余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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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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新宝 1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吴新宝是该项目的总负责人，负责项目的总体设计、规划和实施，项目的所有创新点，包括（1）颠覆传统

骨折复位理念，开创骨盆骨折智能复位新范式；（2）建立陈旧骨盆髋臼骨折手术治疗新策略；（3）国际首



次提出髋臼骨折异位骨化防治新策略；（4）创建老年髋部骨折诊疗新体系，引领加速康复新时代；（5）建

立老年髋部骨折骨质疏松诊断-治疗-监控新体系，均与吴新宝直接相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杨明辉 2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教

授

创伤骨科主任

助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杨明辉从事创伤骨科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在本项目中全面负责和参与老年髋部骨折诊疗体系创建，专家共识

和指南的制定，以及老年髋部骨折数据库的建设，骨盆髋臼骨折的微创精准及个性化治疗，与本项目研究成

果的创新点 1、2、3、4 直接相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程晓光 3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程晓光从事放射临床与科研工作，在本项目中全面参与老年髋部骨折骨质疏松的临床和研究，包括提出基于

QCT 的骨密度评估新方法，提出 QCT 局部区域阈值分割法，发现股骨近端骨密度的三维分布特点，发现臀

中小肌密度作为预测老年髋部骨折风险的新指标，与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5 直接相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军强 4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主任医师

骨科手术机器

人研究中心办

公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王军强从事创伤骨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与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1、2、3 直接相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玲 5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王玲从事放射临床与科研工作，与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5 直接相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公茂琪 6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公茂琪从事创伤骨科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在本项目创新点一至五中起到重要指导作用，与本项目成果直接相

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仕文 7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朱仕文从事创伤骨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与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1、2、3、4 直接相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庚 8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王庚从事麻醉临床及科研工作，与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4 直接相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春鹏 9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赵春鹏从事创伤骨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与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1、2、3 直接相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卑明健 10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卑明健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及科研工作，与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1、3、4 直接相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曹奇勇 11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曹奇勇从事创伤骨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与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1、2、3 直接相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文超 12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张文超从事麻醉临床及科研工作，与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4 直接相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豫 13 北京罗森博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罗森博特科技有限

公司
副教授 董事长/总经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王豫从事生物医学工程、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研究，与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1、2 直接相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萍 14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张萍从事老年医学科临床及科研工作，与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4、5 直接相关。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蒋协远 15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院长、党委副

书记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蒋协远从事创伤骨科学临床工作及科研数十年，参与项目的规划和实施，对本项目创新点一至创新点五顺利

进行起到指导作用。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北京积水潭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北京积水潭医院是全国知名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骨科是全国重点学科，拥有北京市创伤骨科研究所作为

强大的科研支撑平台。作为本项目的主持单位，完成了项目的规划设计、组织实施及推广应用的全过程。在

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医院及院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组织全院相关科室参与临床和研究项目，在

场地、人员、费用等方面给予了全力支持，依靠医院的临床-科研平台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此外还通过

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及培训班，推动了该项目在全国的广泛应用。

单位名称 北京罗森博特科技有限公司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专业从事智能化骨科手术机器人研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本项目主要完成单位，紧跟临床需求，

与北京积水潭医院紧密合作，参与研发国际首创的骨盆骨折智能化复位机器人系统，完成自动复位规划、三



维实时导航、智能力位双重控制等核心技术研发，推动该成果的产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