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4 年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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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股骨转子间骨折新型仿生固定的创新研发和精准诊疗策略的建立

推 荐 单 位

/科学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项目简介

       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因高致残率和致死率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难点，手术内固定是股骨

转子间骨折治疗公认的首选方式。本项目依据杠杆重建平衡理论和支撑牵张效应理论针对股骨转

子间骨折仿生固定开展了系列创新性设计研发工作，并建立了精准的诊疗策略，包括以下方面。

       1.主要技术内容：基于杠杆重建平衡理论下的支撑牵张效应理论，创新设计研发了新型仿生

髓内固定系列产品，根据股骨转子间骨折分型和内固定结构特点提出了骨折术后的稳定性分型系

统，开发了下肢康复智能辅助决策系统程序，指导骨折内固定术后的负重康复锻炼。该项目针对

股骨转子间骨折从解剖、生物力学、分型、诊疗、康复实现了全病程闭环管理。

       2.授权专利情况：①项目团队基于股骨近端骨质解剖特点和生物力学特性，提出了股骨近端

的杠杆重建平衡理论下的支撑牵张效应理论：股骨近端内部骨质结构类似费力杠杆系统，传统内

固定在股骨近端重建省力杠杆，在压力相头颈螺钉更易退钉，在张力相则更容易受到牵张作用发

生穿透。②项目团队基于上述理论设计研发了一系列股骨近端仿生髓内固定产品，包括股骨近端

仿生髓内钉(PFBN ZL201810718662.0)、股骨近端外侧壁仿生髓内钉(PFLBN 

ZL202211568105.8)、股骨近端全仿生髓内钉(PFTBN ZL202211568121.7)，均已获得中国发

明专利。PFBN 通过张力螺钉和压力螺钉分别模拟主要张力骨小梁和主要压力骨小梁，在靠近股

骨头区域相交建立新的支点，使重建的杠杆系统更接近生理杠杆结构，发挥仿生固定作用；

PFLBN 和 PFTBN 利用锚定螺钉穿过压力螺钉尾钉和髓内钉主钉，并借助股骨近端骨干的内侧皮质

发挥对抗牵张应力的作用。③项目团队结合骨折分型及各类内固定的特点，对股骨转子间骨折内

固定术后的稳定性进行力学建模，获得七种杠杆及其加强模型并进行数据测算，据此提出股骨转

子间骨折内固定术后的稳定性分型系统，针对骨折术后负重康复锻炼设计了新型解决方式，开发

了下肢康复智能辅助决策系统程序，用于精确化、个性化计算骨折康复期患者的受力上限，以辅

助患者康复训练。

       3.技术经济指标、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① PFBN 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并全面推向国内、外市场。自 2021 年上市以来，在全国上千家医院应用 3万余例，出口澳大利

亚、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② PFLBN、PFTBN 已与河北瑞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完成产品转化，

总金额 1600万元。③项目团队于 SCI 期刊发表论文 1片，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篇，PFBN 已

被《外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10版，656-657页）收录。④基于理论指导下的诊疗康复方

案已在多家医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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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211568105.8 2023-04-11

一种股骨近端骨折仿

生外侧壁的髓内钉系

统

张殿英, 姜保国, 王

艳华, 张立佳, 熊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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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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殿英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负责人。理论创新引领：负责提出并深化杠杆重建平衡理论和支撑牵张效应理论，为整个项目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项目管理协调：统筹项目整体进度，协调各成员之间的工作，确保项目按计划顺利进行。

技术指导：在仿生髓内固定系统的设计研发、生物力学测试过程中提供技术指导。成果推广：负责新型内固

定系统的市场推广和临床应用，与医疗机构和企业合作，推动产品转化。对创新点 1~4有贡献。见附件 1-

1~7-1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姜保国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国家创伤医学

中心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项目团队成员。项目管理与质量控制：监督人员在整个项目过程中，负责了项目进度的监

控、质量的把控以及资源的协调，确保了项目能够按照预定的目标和时间表顺利进行，同时保证了研究成果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局限性分析与解决方案制定：针对项目存在的局限性，员组织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

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对创新点 1~4有贡献。见附件 2-1~3-1、6-1、7-9。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艳华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教

授
科室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成员。收集和分析临床数据，进行生物力学实验，为骨折术后稳定性分型和康复方案制定提供数据

支持。运用人工智能和数学模型方法，优化分型系统和康复方案。对创新点 1~4有贡献。见附件 1-1~2-

2、6-1、7-4、7-6。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立佳 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成员。深入研究股骨近端力场环境的变化特点，为理论创新提供生物力学依据。协助优化内固定系

统的设计和生物力学测试方案，评估康复策略并协助制定方案。对创新点 1~4有贡献。见附件 1-1~3-1、6-

1、7-4。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晓萌 5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成员。深化理论研究，开展生物力学实验，参与新型内固定发明，协助制定康复策略并指导软件设

计。对创新点 1~4有贡献。见附件 1-1~3-1、6-1、7-3、7-4、7-6。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熊晨 6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成员。开展生物力学研究，参与新型内固定发明，协助制定康复策略。对创新点 1~4有贡献。见附

件 1-1~3-1、6-1、7-4、7-6。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马飞 7 常州市雅创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雅创科技有限公

司
工程师 法人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成员。负责内固定系统的结构设计和制造，确保产品符合生物力学要求。参与产品改进和优化，提

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对创新点 2、3有贡献。见附件 2-1、2-2、6-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一翀 8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成员。提供临床经验和数据，协助设计更符合临床需求的内固定系统。参与生物力学实验试验，评

估新产品的力学效果和安全性。对创新点 1~3有贡献。见附件 1-1~3-1、6-1、7-4、7-6。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左维 9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

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

一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成员。 提供医学影像数据支持，协助评估骨折类型和内固定系统的效果。 参与影像学研究和数据

分析，为理论创新提供影像学依据。对创新点 3、4有贡献。见附件 6-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齐鹏 1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

医院
主治医师

科室执行副主

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成员。提供临床经验和数据，协助设计更符合临床需求的内固定系统。提供临床反馈，协助改进内

固定系统和康复方案。对创新点 2、3有贡献。见附件 2-1~3-1、6-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葛蒙 11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医院（临沂市老年病医院）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附属医院（临沂市老年

病医院）

主治医师 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成员。提供临床经验和数据，协助设计更符合临床需求的内固定系统，参与新型内固定设计研发。

协助制定分型方案。对创新点 2、3有贡献。见附件 1-1、2-1、3-1、6-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金东 1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

医院
主任医师 执行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成员。提供临床经验和数据，协助设计更符合临床需求的内固定系统。参与新型内固定设计研发。

参与分型制定并协助评估。对主要创新点 2、3有贡献。见附件 2-2、3-1、6-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高翔 13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主任医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成员。在仿生髓内固定系统的设计和研发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参与骨折术后分型的评估。对创新

点 2、3有贡献。见附件 6-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武兴国 14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成员。在仿生髓内固定系统的设计和研发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参与骨折术后分型的评估。对创新

点 2、3有贡献。见附件 6-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海 15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

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团队成员。参与新型内固定设计研发，参与骨折术后稳定性分型的评估并协助提供临床评价。对主要创

新点 2、3有贡献。见 2-2、3-1、6-1。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项目策划与科研团队建设方面完成项目策划与定位，并进行科研团队组建与培训；在科研资源保障与

技术支持方面，提供科研资金与设备支持，提供技术平台与创新支持；在项目管理与协作机制方面，完成项

目管理优化，协调跨学科协作与资源整合；在科研成果方面，产出科研成果，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与推广。

单位名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项目的技术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技术应用落地，推动了本项目科研成果临床实施。

单位名称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项目的理论研究，在构建项目所需的理论框架方面提供支持，为后续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



单位名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项目技术的转化效果进行了全面的效益评估，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为项目的持续优化与改进

提供了依据。

单位名称 常州市雅创科技有限公司 排名 5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项目的实验设计与实施，利用先进的实验技术和设备，完成了大量的实验验证工作，为项目的实证

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在实验过程中，不断优化实验方案，提高了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单位名称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 排名 6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项目技术的转化效果进行了全面的效益评估，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为项目的持续优化与改进

提供了依据。

单位名称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临沂市老年病医院） 排名 7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多次学术研讨会与专家咨询会，促进了项目团队内部及与外部专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了项目

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