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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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创髋膝关节置换关键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安徽省医学会

项目简介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骨关节疾病高发，人工关节置换术成为终末期关节疾病的核心治疗手段。

目前，我国每年的人工髋、膝关节置换手术量已超百万余例，并且仍以接近每年20%的速度快速

增长。传统关节置换手术创伤大、出血多，康复周期长，复杂手术过度依赖进口假体。针对上述

问题，项目团队在国家863重大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下，历经十余载，在理论体

系、技术创新及临床转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微创髋膝关节置换关键

技术体系，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

    一、创建了微创人工髋关节置换新技术：1.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经侧卧位直接前方入路髋关

节置换术，不需要特殊手术床，不破坏肌肉，手术时间缩短至 30-40分钟，术中出血量不足

100毫升，大大降低了关节脱位和股外侧皮神经损伤发生率。2.发明股骨近端重建技术，可解决

几乎所有股骨近端畸形病例，减少对特殊假体和进口假体依赖，显著降低了截骨后骨折不愈合和

假体松动的风险。3.发明“叠杯”重建技术，创新性提出基于髋臼旋转中心位移的新型解剖学分型

系统，通过构建模块化假体动态适配机制，将复杂髋臼骨缺损的重建模式由术前个性化定制转变

为术中实时适形匹配，达到生物力学优化重建的临床效果。

    二、建立了微创膝关节单髁置换新技术：1.改良膝关节单髁置换股骨假体定位方法，首次

提出运动学对位对线技术，减少术后垫片脱位及内侧疼痛的发生；改良胫骨截骨手术技术，通过

“减少胫骨截骨+增加后髁截骨”的方法，保证了假体良好的支撑并增加了胫骨骨量。2.在国内率

先提出经内侧入路外侧单髁置换术和双间室单髁置换术，经髌旁内侧入路可绕过髌腱直接处理外

侧间室病变，解决了传统入路的解剖限制，使手术时间缩短25%，假体位置安放更加精准；膝关

节内外侧双间室一期单髁置换保留了膝关节本体韧带结构，术后关节运动学更接近生理状态，患

者步态恢复明显优于全膝置换，填补了保膝手术在复杂病例中的技术空白。

    三、研发了适用于关节置换的新型器械：1.创新研发侧卧位前路全髋置换专用手术牵开系

统，包含解剖入路特异性设计的软组织保护拉钩组；同步研发双曲率拓扑构型髋臼填充假体，可

根据骨缺损形态实现多维度动态塑形，具备“术中定制”的能力。2.发明基于运动学对线对位的单

髁置换术中辅助装置以及基于压力测量的膝关节单髁摩擦力测量装置和手术器械，将传统经验性

单髁手术转化为数据驱动型精准置换。    

    本项目团队的研究成果在骨科领域权威期刊J Arthoplasty、《中华骨科杂志》等发表

论文 83篇，其中 SCI论文 66篇，中华系列论著 9篇；主编专著《股骨近端截骨重建全髋关节置

换术》等3部，主译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骨科手术学专著《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等4部，牵头制定

专家共识3部；获授权国家专利 46项；共获批国家级基金15项，省部级 25项，总额逾 2000

万元。相关技术得到累计举办国家级继教学习班 20余届，所研发器械转化应用产生直接效益

750余万元；关键技术在泰国、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国和全国31个省市共 117家医院推广应用

3万余例；项目部分内容曾获省部级科技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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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希福

尚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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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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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710240310.4 2017-07-21 髋臼外杯
尚希福，朱晨，董

骧，李文钊

2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1720245636.1 2018-05-29

髋臼周围截骨术用骨

刀
尚希福

3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020464915.9 2021-05-04 一种髋臼拉钩

朱晨，尚希福，黄

威， 吴科荣，马锐

祥，刘应生

4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210832575.4 2021-06-22

一种单髁研磨截骨系

统

郭万首，王献抗，

张月静，麻建雄，

李莉，杨友

5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010299203.0 2021-09-08
一种髋臼骨缺损块及

髋关节置换系统

尚希福，许书福，

胡森元，丁玉宝，

宋雪峰

6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020117615.3 2021-10-08

用于侧卧位直接前方

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术

扩髓的手术器械

尚希福，陈敏，李

国远

7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122566843.6 2022-08-05

一种带有万向螺钉的

骨缺损填充块
李国远，尚希福

8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221065526.4 2022-09-23

一种单髁关节置换术

中间隙测量及力线判

断工具

张启栋

9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221396439.7 2022-10-28

一种基于运动学对线

对位的单髁置换术中

辅助装置

张启栋，郭万首，

王卫国，丁冉，黄

诚

10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221399935.8 2022-12-13

一种用于全膝关节置

换术后 Rorabeck II

型骨折治疗的内固定

装置

李国远，尚希福，

吴科荣，纪小枫，

付代杰，张晓琪，

罗正亮，陈敏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晨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主任医师 骨科行政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是项目的总负责人。主持制定项目总体方案和实施计划。全面负责微创髋膝关节置换关键技术体系的建立，

系统性推进侧卧位直接前方入路（L-DAA）髋关节置换技术、膝关节单髁置换技术，并主导相关医用器械的

研发。主要科技贡献是科技创新一、二、三。旁证材料：代表性论文（附件 1.4、1.5、1.7、1.9、1.10），授

权专利（附件 2.1、2.3），获奖情况（其他附件 7.5）。

本项目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7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尚希福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主任医师 学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微创人工髋关节置换关键技术研究。创新 L-DAA入路技术开发，主持股骨近端截骨重建（PFR）技术

设计，并负责双球面髋臼骨缺损填充块的研发。主要科技贡献是科技创新一、三。旁证材料：代表性论文

（附件 1.1、1.2、1.3、1.4、1.5、1.6、1.10），授权专利（附件 2.1、2.2、2.3、2.5、2.6、2.7、2.10），获奖

情况（其他附件 7.5）。

本项目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7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柏家祥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微创膝关节单髁置换关键技术研究。协助股骨近端截骨重建（PFR）技术设计，参与膝关节单髁摩擦力

测量装置设计，协助胫骨截骨手术技术改良。主要科技贡献是科技创新二、三。旁证材料：代表性论文（附

件 1.9），授权专利（其他附件 7.2），获奖证明（其他附件 7.5）。

本项目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7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启栋 4 中日友好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微创膝关节单髁置换关键技术体系建立。首次提出运动学对位对线技术，建立胫骨截骨与股骨定位的耦

合模型，创新"截骨间隙容积填充平衡"理论。主要科技贡献是科技创新二。旁证材料：代表性论文（附件

1.6、1.8），授权专利（附件 2.8，2.9）。

本项目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7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岩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医学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主任医师 学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微创人工髋关节置换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积极推广经侧卧位直接前方入路髋关节置换术，避免股外

侧皮神经损伤，大大降低术后脱位率，使 LDAA技术由国内走向国际。主要科技贡献是科技创新一。旁证材

料：代表性论文（其他附件 7.1），授权专利（其他附件 7.2），获奖情况（其他附件 7.5）。

本项目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6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郭万首 6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市中日友好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改良胫骨截骨技术的研发。创新提出"胫骨减量截骨+股骨后髁代偿"技术体系。主要科技贡献是科技创

新二。旁证材料： 代表性论文（附件 1.6、1.8），授权专利（附件 2.4、2.9）。

本项目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6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敏 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经侧卧位直接前方入路髋关节置换术的临床研究。优化 L-DAA技术路径，降低股外侧皮神经损伤发生

率，提高手术安全性。主要科技贡献是科技创新一。旁证材料：代表性论文（附件

1.1、1.2、1.3、1.4、1.5、1.7），授权专利（附件 2.6、2.10），获奖情况（其他附件 7.5）。

本项目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6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贤祚 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副主任医师 亚专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股骨近端截骨重建技术的研发。优化 PFR技术临床应用方案，解决复杂股骨近端畸形问题，显著减轻患

者经济负担。主要科技贡献是科技创新一、三。旁证材料：相关论文（其他附件 7.1），授权专利（其他附

件 7.2），获奖情况（其他附件 7.5）。

本项目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6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威 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副主任医师 关节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微创髋膝关节置换关键技术的临床应用与推广。参与 L-DAA技术的实施与优化，协助开展膝关节单髁

置换手术，并收集临床数据评估技术有效性。主要科技贡献是科技创新一、二。旁证材料：相关论文（其他

附件 7.1），授权专利（附件 2.3），获奖情况（其他附件 7.5）。

本项目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6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国远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侧卧位直接前方入路髋关节置换技术（L-DAA）研究。协助入路技术改良，参与股外侧皮神经保护研究，

协助该技术在复杂髋关节疾病中的应用。主要科技贡献是科技创新一。旁证材料：相关论文（其他附件

7.1），授权专利（附件 2.6、2.7、2.10）。

本项目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6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苏政 1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副研究员 主任助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专用手术器械的设计与开发。设计适用于侧卧位直接前方入路的软组织拉钩，降低手术并发症，提高手

术便捷性和安全性。主要科技贡献是科技创新三。旁证材料：相关论文（其他附件 7.1），授权专利（其他

附件 7.2），获奖情况（其他附件 7.5）。

本项目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6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马锐祥 1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单髁关节置换改良技术匹配器械的研发。开发基于运动学对线对位的单髁置换辅助装置和膝关节单髁摩

擦力测量系统，提升手术精准度。主要科技贡献是科技创新三。旁证材料：代表性论文（附件 1.4、1.5），

授权专利（附件 2.3），获奖情况（其他附件 7.5）。

本项目工作占本人工作量的 60%。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始建于 1898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

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在该项目的研究过程中，医院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从组织保障、资源

调配到人才培养等方面均给予了强有力的保障。对该项目的主要贡献：历时十余年，在关节置换领域开拓创

新，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侧卧位直接前方入路髋关节置换术，发明了股骨近端重建技术和"叠杯"重建髋臼巨大

骨缺损技术；率先提出经内侧入路外侧单髁置换术和双间室单髁置换术；研发了适用于微创髋膝关节置换的

专用器械。成果已纳入我国《髋膝关节置换术操作规范》，成为国内外相关领域重要参考依据。累计举办国

家级继教班和专题学习班 20余届，培训学员来自泰国、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全国 31个省市，3000余

人。技术已在全国 31个省市 117家医院（60家三甲医院）推广应用，累计应用 3万余例，为国家节约大量

医保资金。该项目资料真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及完成人员等争议。

单位名称 中日友好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中日友好医院始建于 1984年，是由中日两国政府合作建设的集医疗、教学、科研和康复保健为一体的国家

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在该项目的研究过程中，单位对于项目的立项、申请、研究管理、成果验收、成果推

广给予了全力支持，从组织、管理方面给予了积极指导和监督，并在后勤保障、协作联系、学术交流等方面

给予充分的支持，使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取得了有意义的科学结论。对该项目的主要贡献：首创运动学对位

对线技术，通过创新建立胫骨截骨与股骨定位的耦合模型，实现股骨-胫骨运动轴线的动态一致性；开展基

于运动学对线对位的单髁置换术中辅助装置和摩擦力测量装置的研究，使手术时间缩短 18.7%，术中失血量

减少 32.5%；牵头撰写发布《膝关节单髁置换术围手术期管理专家共识》，推动膝关节单髁置换技术的规范

化开展。该项目资料真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及完成人员等争议。

单位名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始建于 1953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和康复为一

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是全军医疗保障的重要基地。对于项目的立项、研究管理等提供了支持，为本项目

在微创髋膝关节置换技术研发和应用提供了所需的经费、设备、实验基地等，并在后勤保障、协作联系、学

术交流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支持。研究结果证实该技术在股骨头坏死、髋关节发育不良等复杂病例的治疗中取

得显著效果；显著改善髋膝关节患者的生活质量，为这些致残性疾病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该项目资料

真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及完成人员等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