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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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降解支架的研制与支架法空腔脏器吻合术的创建及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浙江大学

推荐意见

针对现有空腔脏器吻合中存在的手工缝合操作繁琐且吻合时间长，吻合器吻合后金属异物残留且

费用高，及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需人口肛门且二次手术回纳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支架法空腔

脏器吻合术”、“支架法肠转流术”等全新理念，发明了一系列可降解支架，创建了支架法空腔脏

器吻合、转流技术并应用于临床，成果在国内多家三甲医院临床应用效果显著。

主要创新有：1.发明了多种可降解支架，支架在吻合口愈合后崩解并通过消化道排出体外，体内

不留异物。2.创建了“支架法空腔脏器吻合术”，该技术操作简单，吻合时间短，容易掌握，避免

了吻合口粘膜下血管的破坏，有利于愈合，减少吻合口漏的发生；该术式还可用于吻合口漏、肠

穿孔一期修补及战地肠道破裂的修复，避免传统的肠造口及二次手术，显著缩短治疗周期；3.创

建了“支架法肠转流术”，既能保护低位直肠吻合口的要求，又可避免回纳手术，杜绝了肠造口及

二次回纳手术可能导致的并发症，使治疗周期由3-6月减少到3周。

该成果已授权发明专利23项(含国际专利14项)。成果实现产业化，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被纳

入浙江省医保范围，已在国内22家医院临床应用，效果确切。该术式的推广和应用将使更多的

病人获益，既有社会效益，也有更好的经济效益；将对我国及至全球医疗器械行业的技术进步和

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示范作用。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推荐其申报 2023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简介 针对现有空腔脏器吻合方法存在：手工缝合操作繁琐，吻合时间长（尤其腹腔镜下）；吻合器吻

合不是所有空腔脏器均适用，而且需要在空腔脏器壁上戳口插入吻合器，增加创伤和并发症发生，

费用增加并有金属异物残留。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往往需要回肠造瘘且3-6月后二次手术回纳。

针对这些问题，在国家“863”计划、卫生行业科研专项及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支持下，研

发了系列可降解空腔脏器吻合、转流支架；创建了支架法空腔脏器吻合术和支架法肠转流术。主

要成果如下：

（1）研发了制备空腔脏器吻合、转流支架的可降解材料：以聚乙醇酸为基本原料，制备具有理

想理化性质、降解周期（14-28天）与吻合口愈合周期相匹配的高分子材料；同时在材料中加入

硫酸钡，使支架能在 X光下可显示，支架在吻合口愈合后逐渐崩解成细小碎片，随粪便排出体外，

体内不留任何异物。这种材料制作的支架特点：可降解、可定位追踪、可调控降解时间。

（2）研发多种不同结构的可降解支架：空腔脏器吻合支架为中空管状，两端可固定肠管，利用

可吸收缝线将肠管固定于支架上完成肠吻合，支架能将吻合口与肠内容物隔离，减少对吻合口刺

激，同时支架的支撑作用，能减少吻合口狭窄发生；肠转流支架管腔中间有隔膜用于阻断肠内容

物流向肠道远端，在支架近端蘑菇引流管的配合下，不需要肠造口即可达到同样的效果。

（3）创建“支架法空腔脏器吻合术”，解决了现有吻合术存在的问题，且方法简单、吻合时间短、

易掌握等优点，尤其适合在腹腔镜下实施。支架法吻合术的时间明显短于传统方法。该技术不仅



可用于空腔脏器吻合，而且也可用于肠漏、肠穿孔及战地肠破裂一期处理，避免肠造口及二次手

术，大大缩短治疗周期。

（4）创建的“支架法肠转流术”同已沿用166年的传统方法相比，既能满足保护低位直肠吻合口

的要求，又避免了肠造口及二次造口回纳手术；不仅杜绝造口及回纳手术可能导致的并发症，而

且使治疗周期从传统方法的3-6月减少至3周，大大减轻患者生理、心理创伤，缩短住院时间，

节约了医疗资源。

已发表学术论文 15篇，已授权发明专利23项(含国际专利14项)，获医疗器械注册证，可降解

支架已被纳入浙江省医保范围。支架法空腔脏器吻合术、支架法肠转流术已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22家医院临床应用，效果显著。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央视财经

频道《生活圈》等多家权威媒体进行了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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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0510061559.6 2009-04-08 一种胆肠吻合支架 蔡秀军；林辉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0710071327.8 2011-05-18 胆管吻合支架

蔡秀军；王一帆；

虞洪；梁霄；朱铃

华；黄迪宇；林辉；

戴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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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秀军；虞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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炜建；马艳丽

9 国外专利 其它 17854538.0 2020-08-06

ABSORBABLE AND 

UNIDIRECTIONALLY

COMPRESSIBLE 

INTESTINE-

INTESTINE 

STAPLER

蔡秀军；陈鸣宇；

陆琛；王一帆；黄

迪宇；祝和攀；朱

艺斌；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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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秀军；吴仲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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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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秀军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负责人，对于本项目的技术发明点 1、2、3做出了贡献：

1. 全面负责项目的总体方案设计与实施；

2. 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支架法空腔脏器吻合”理念；

3. 发明了多种空腔脏器吻合支架；

4. 建立了“可降解支架法空降脏器吻合术”、“支架法肠转流术”；



5. 将新器械、新技术转让应用于临床。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一帆 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与者，对于本项目的技术发明点 1、2、3做出了贡献：

1. 参与项目的实施；

2. 参与研制了多种空腔脏器吻合支架；

3. 进行了支架法空腔脏器吻合的动物实验研究。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迪宇 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与者，对于本项目的技术发明点 1、2、3做出了贡献：

1. 参与项目的实施；

2. 参与吻合支架临床转化相关工作；

3. 参与研制了空腔脏器吻合支架。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虞洪 4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
主任医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与者，对于本项目的技术发明点 1、2做出了贡献：

1. 参与项目的实施；

2. 参与吻合支架临床试验的相关工作；

3. 参与研制了多种空腔脏器吻合支架。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鸣宇 5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与者，对于本项目的技术发明点 2、3做出了贡献：

1. 参与项目的实施；

2. 参与研制了多种空腔脏器吻合支架。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石磊 6 杭州圣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圣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董事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主要参与者，对于本项目的技术发明点 1、2做出了贡献：

1. 参与多种空腔脏器吻合支架的制造；

2. 参与质量检测多种空腔脏器吻合支架。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第一主要完成单位，为本项目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技术平台和相关的配套经费支持。在多学科、多平

台的科研团队协作之下，本单位成果研发了可降解空腔脏器的生物材料，发明了多种用于空腔脏器吻合的可

降解支架，建立了“支架法空腔脏器吻合技术”、“支架法肠转流术”等全新理念及相关技术体系，并将该技



术转化应用于临床。

单位名称 杭州圣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协助第一主要完成单位对各种支架的制造和检测提供平台和技术支持，参与多种空腔脏器吻合支架的

制造，并且对多种空腔脏器吻合支架进行质量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