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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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改善围麻醉期器官保护和远期预后的精准管理体系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秘书处

推荐意见

    本项目以临床问题为导向，聚焦减少围麻醉期因素对脑、肺、肾等重要器官功能的损害，构

建降低早期并发症和改善远期预后的围麻醉期精准管理体系，成果极具意义。解决的主要技术问

题包括：

 （1）在国际上率先通过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建立降低围麻醉期脑、肺、肾等器官并发症的精准

化管理体系；

 （2）在国际上率先回答了不同麻醉方式/麻醉药物选择对患者远期生存的影响；

 （3）在国际上最早关注硬膜外分娩镇痛对母婴近远期结局的影响。

    该项目团队通过国际交流、学术活动、指南编写和全国培训班等多方面努力，为围绕围术期

多器官健康管理理念在国内的发展和提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

并与国际顶尖专家形成了紧密的交流合作体系，促进了围绕围术期脑健康的研究与实践的国际化

水平，推动了领域内知识和经验的共享，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学术声誉。

    同意推荐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现代麻醉学的任务已经从术中麻醉管理拓展到围麻醉期管理，目的是维持患者各重要器

官的生理功能稳定、防治并发症的发生，最终改善远期临床结局。本项目以临床问题为导向，通

过10余年多项大型临床研究，探讨减少围麻醉期不利因素对患者重要器官的损害，构建以改善

器官保护和远期预后为目标的精准管理体系。

    （一）主要创新点

      1、在国际上率先通过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建立降低围麻醉期重要器官并发症的精准管理

策略

本课题组通过开展10余项大样本（总样本量1万余例）随机对照研究，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循

证医学证据：（1）在围术期神经认知功能障碍方面，证实右美托咪定、硬膜外复合全身麻醉、

异丙酚静脉麻醉等措施使其发生率降低 40%-60%；（2）在术后肺部并发症方面，证实围术期雾

化吸入戊已奎醚使其发生率降低28.4%；（3）在急性肾损伤方面，证实术中目标导向性血流动

力学管理使其发生趋势降低约40%。

      2、在国际上率先回答了麻醉管理对患者远期生存的影响

本团队通过对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的 5年随访，证实硬膜外-全身复合麻醉与单纯全身麻

醉相比、静脉麻醉与吸入麻醉相比对肿瘤患者远期生存的影响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另两项大样

本随机对照研究的3年随访证实，围术期使用右美托咪定可能改善老年患者术后2年总生存时间

和肿瘤患者无复发生存时间。

      3．在国际上最早关注硬膜外分娩镇痛对母婴近远期结局的影响

本课题组最早在国际上报告并通过多中心研究验证了硬膜外分娩镇痛伴随产后 42天和产后2年

抑郁风险降低 40%-50%。率先关注了椎管内分娩镇痛对婴幼儿脑功能发育的影响，对从围产期角

度积极干预新生儿及婴幼儿脑健康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二）研究成果及推广应用

     1、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课题的支撑下，本团队在 



Lancet、BMJ、Ann Surg、Br J Anaesth、Anesthesiology等期刊发表论著 200余篇，

其中 IF＞8文章 25篇,最高他引405次。项目第一完成人 H指数为29。

     2、执笔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专家共识 5部；被美国重症医学会和欧洲麻醉学会等 5项

国际指南引用；相关成果被写入《现代麻醉学》和《麻醉学》教材等。

     3、本团队通过组织多中心研究，建成了涵盖国内、国际大量学者的协作网。通过国内、

国际学术会议展示，定期举办学习班推广普及成果，培训各级医护人员 10万余人。

  （三）课题的经济指标和社会效益

      根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统计，2023年1-11月出院患者中行手术治疗的患者，无并发症

患者的平均住院费用约为30,000元，若出现术后并发症则会使平均住院费用增加 20%。本课题

组成果可使并发症风险降低至少30%，研究成果每年覆盖全国约800,000例患者，按照通过降

低术后并发症风险可使住院费用减少20%的保守估计，平均每年节支总额约

=30,000×20%×30%×800,000=1,440,000,000元 （人民币）,可极大的降低患者家庭和社

会的经济负担，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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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迎，马大

青，王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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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gh-risk 

Patients: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Trial

Anesthesi

ology

2022;136

(4):551-

566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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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信，

Daniel I 

Sessler

王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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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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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全部发明人

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CN 105260624 B 2018-06-26
一种麻醉耗材信息处

理方法及系统

张鸿；王东信；李

怀瑾

2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CN 213215476 U 2021-05-18 一种医用外科口罩 李雅巍

3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CN 213249815 U 2021-05-15 一种飞沫吸引装置 李雅巍

4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CN 213248957 U 2021-05-25 一种消化内镜口垫 李雅巍

5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CN 219231110 U 2023-06-23

一种对患者喉部内进

行局部麻醉的装置

苏仙；王东信；陈

娜萍；马佳卉

6 中国计算机软件 中国 2023SR0411281 2023-01-13 麻醉医生术中交接信 王东信；张小玲；



著作权 息平台 张鸿；王思思；

7
中国外观设计专

利
中国

ZL 2023 3 

0743115.X
2024-04-16 气管插管护具

 陈娜萍；苏仙；陈

檑；王东信；李墨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东信 1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长期从事围术期器官保护、麻醉精准管理与患者近远期预后的研究，带领团队在 Lancet、BMJ、Br J 

Anaesth、Anesthesiology、J Anesth、BMC Anesthesiol、Int J Surg 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参与

出版多项专著。

2、承担国自然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任基金、首都特色

研究基金等多个项目。

3、带领团队完成多项大型临床研究，贡献了全部科技创新点。

4、成果被国内外多项指南和专家共识引用，写入多项医学教材。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穆东亮 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副教授 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围术期脑保护、麻醉方式与患者远期预后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创新点一、二、六、七、九），主要贡献

包括：

1、开展多项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建立术前高危患者筛查、术中药物及脑功能监测等围术期防治措施，以及对

患者远期随访，总结出多项临床经验，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BJA、Journal of Clinical Anesthesia 等杂志。

2、累计发表论著 40余篇，其中 SCI论文 22篇，IF 10 分以上文章 4篇，6项研究成果被美国重症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等国际指南和国内专家共识引用。

3、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撰写《中国老年患者围术期管理意见》、《中国老年患者围术期脑健康管理专

家共识》等专家共识三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丁婷 3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教

授
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自 2010 年起学习围麻醉期器官保护精准管理相关综合技术，参加了多次国际/国内相关培训课程。本团队是

国内围麻醉期器官保护技术的引领者，本人是科室从事此项工作时间较长，经验较为丰富的骨干成员，并培

训了团队中数位年轻医师，业务水平居国内领先水平。尤其在分娩镇痛和产后抑郁、分娩镇痛与母婴健康等

方面（创新点十、十一）有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Anesth Analg、J Affect Disord 等杂志，被国内

外多项指南引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春晶 4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教

授
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长期关注围术期脑保护方向，在围术期右美托咪定对老年患者近远期预后影响方面从事几项大型临床研

究，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British Journal of Surgery、J Clin Anesth 等国际核心期刊（贡献创新点一、九）。

2、共发表论著 10篇，其中 SCI 6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怀瑾 5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本人针对老年患者术后谵妄和认知功能障碍，先后参与了多项大规模临床研究，探索出有效减少术后谵

妄的麻醉管理方案，为围术期多学科合作防治老年患者神经认知相关并发症提供了关键的高质量的循证医学

证据，相关研究成果产出发表在Anesthesiology 等国际顶尖期刊（贡献创新点一、二、八）。

2、作为第三完成人发明专利“一种麻醉耗材信息处理方法及系统”，已完成一次转化。

3、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撰写《抗血栓药物围术期管理多学科专家共识》。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玥 6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深圳北京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医学中心

副研究员,副研究

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吸入麻醉与静脉麻醉对比研究的 sub-PI，负责本研究的文献检索，研究方案设计，经费申请，项目立项、

启动、实施，并统筹协调全国 17家分中心的项目开展，并完成高质量的数据分析及文章发表（代表性论

文）。研究论文也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

科技贡献创新点三：针对老年肿瘤患者，首次采用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评价不同麻醉药物对于

术后谵妄和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的影响，并首次揭示术前维生素 D缺乏与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风险之

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对于术后认知功能相关并发症的防治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雅巍 7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针对老年患者围术期神经认知障碍,先后参与了多项大规模临床研究,深入探讨麻醉管理与患者术后近期

和远期预后的关系,探索出有效减少术后谵妄的麻醉管理方案,为围术期多学科合作防治老年患者神经认知相

关并发症提供了关键的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相关研究成果产出发表在Anesthesiology 等国际顶尖期刊（创

新点二、八)。

作为第一完成人，三项发明专利：一种医用外科口罩；一种飞沫吸引装置；一种消化内镜口垫。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苏仙 8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自 2013 年起学习老年病人术后脑保护综合技术，参加了多次国际/国内相关培训，率先通过大样本临床研

究证明，药物干预可以减少老年病人术后谵妄发生率，并培训了团队中数位年轻医师，业务水平居国内领先

水平。

2、贡献了创新点一：在国际上率先验证了围术期使用右美托咪定可降低术后谵妄的发生率，改善患者睡眠，

促进脑功能恢复；创新点九：通过对随机对照研究的远期随访，解答了围术期使用右美托咪定对非心脏大手

术患者远期预后的影响。

3、作为第一完成人完成一项发明专利： 一种对患者喉部内进行局部麻碎的装置。

4、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学术顶刊 Lancet 发表论著 1篇，其学术成果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展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孟昭婷 9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致力于围术期脑保护方向相关研究，参与了包括术后入 ICU 的老年患者夜间输注小剂量右美托咪定能否

降低术后谵妄发生率的随机对照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顶刊 Lancet（创新点一）。

在术后急性肾损伤、术后睡眠等方向也做了相关大型临床研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文章 10余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闫婷 1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从事围术期肺部并发症的防治、重症患者肾脏替代治疗、严重腹腔感染的治疗等方向的研究，在创新点

五：国际上创新性的提出围手术期戊乙奎醚雾化吸入可以预防高危患者术后肺部并发症，为围术期肺保护提

供了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Anesthesiology 上。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孔昊 11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长期致力于围麻醉期脑保护、肾脏保护方面的研究，参与多项临床研究课题（贡献创新点二、六），建立了

嗜铬细胞瘤队列，发表中英文核心论著 20余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崔凡 12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团队主要成员之一，参与多项多中心临床课题项目的开展,参与发表 SCI论文十余篇。目前仍有在研课

题三项:领域涉及术后中重度疼痛管理及老年危重患者的围术期管理。其中,在研的临床科研项目“麻 醉管理

对拟入 ICU 患者临床安全及成本效益的影响:一项前瞻性、前后对照 的探索性研究”不仅着眼于通过围麻醉

期管理减少术后并发症并改善患者预 后,更关注到成本效益优化等社会因素,致力于弥补目前关于 “围麻醉

期精 准管理体系”问题的多方面循证医学证据（贡献了创新点二、六）。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邓春梅 13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娩镇痛规范化流程的制定、椎管内分娩镇痛对分娩结局、产后抑郁及后代远期智力发育等

方面的关系。主要负责本项目中分娩镇痛与产妇及婴幼儿预后相关研究的整体思路设计、具体实施及论文撰

写。应邀进行学术会议、学习班讲座等形式推广本 项目成果,发表中英文论文进行广泛学术交流（贡献创新

点十、十一）。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梁新全 14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组织与参与围术期戊乙奎醚雾化吸入对高危患者术后肺部并发症的随机对照研究,验证了围术期戊乙奎醚雾

化吸入对高危患者术后肺部并发症的预防作用（创新点五）。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老年围术期风险分

级与差异化管理技术方案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围术期老年脑功能稳态失衡风险预测模 献 

型的建立及精准麻醉策略研究》的实施。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马佳卉 15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长期致力于围术期脑保护、围术期疼痛管理等方向的研究（贡献了创新点六、七），以第一作者身份发

表 SCI论文 12篇，其中 IF＞10分的 4篇，总影响因子 82.7。

2、作为第三完成人完成一项发明专利：一种对患者喉部内进行局部麻碎的装置。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为本项目的设计、实施和完成提供了全方位的硬件和软件的大力支持。我们依托北京大学



贡献
第一医院的临床病例资源、研究团队、技术平台、场地和设备等,为本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和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