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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诊疗关键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 

二、提名意见： 

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是一类常需外科手术治疗的严重疾病，其手术技术复杂。此前，国

内此类患者的救治存在外科技术不成熟、不规范且缺乏多学科和多中心协作，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和死亡率较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是国内救治此类患者最多的临床中心，

该院朱俊明教授团队开展的《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诊疗关键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项目完成

了一系列外科手术技术创新并建立了一整套围术期脏器保护关键技术，并基于此制定了诊疗

规范和流程，降低了此类患者的围术期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此外，该团队通过学术会议、

技术帮扶和多中心协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相关诊疗规范及关键技术成果，带动了我国各

区域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诊疗水平的整体提升，使更多此类危重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三、项目简介：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是一组高致死性大血管病变，严重威胁国人生命健康。手术是救治

此类患者的有效方法。然而，此类病变治疗的手术难度大，技术不成熟、不规范，多学科协

作机制不完善，且缺乏可靠的风险评估模型，手术死亡率、并发症率及致残率高。本项目针

对上述难题开展诊疗关键技术创新攻关和推广应用，以期改善患者预后。 

（二）主要技术创新点 

1. 率先对累及主动脉弓的复杂病变进行重大外科手术技术创新并推广应用。研发新型

保留头臂血管技术实施改良孙氏手术，简化了手术操作，术中出血及输血量减少 50%，术

后重症监护室停留时间缩短 2.5 天；研发直视支架象鼻手术技术治疗累及主动脉弓及降主动

脉的复杂病变，术后内漏发生率和再干预率为 0%和 5.3%，显著优于腔内治疗（43%和 18%）；

研发新型快速主动脉弓替换技术体系，为简化主动脉弓部手术操作提供了技术和材料支撑。 

2. 率先开展妊娠合并主动脉夹层的多学科救治，并制定规范化的诊疗策略，显著提高

了母婴存活率。首创“多学科主动脉团队”救治模式，并提出基于孕周及夹层分型的诊疗策略，

使妊娠合并主动脉夹层孕产妇死亡率由 30-50%降至 14%，足月胎儿死亡率由 50%降至 0%，

实现“一根血管同时挽救母婴生命”。 

3. 率先建立围术期重要脏器并发症防治技术体系，显著提高了手术治疗效果。（1）首

次提出新型复合肺保护策略，将肺部并发症从 20-30%降至 10%以下；（2）率先开展术中脑

脊液测压引流技术、脊髓诱发电位检测技术及氙气脊髓保护技术，将截瘫发生率由 13.3%降

至 2.6%，并明确了氙气后处理的脊髓保护机制，为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3）首次证实肾

阻力指数是预测主动脉夹层术后持续性急性肾损伤的有效指标，可有效指导临床决策；（4）

首次明确急性主动脉夹层围术期纤凝系统的变化，为治疗围术期期出血并发症提供了科学依

据，并牵头制定了首部《心脏外科手术血液管理专家共识》，减少了出血及输血相关并发症。 

4. 率先创立主动脉外科手术风险评估体系，有利于指导临床决策。基于国内最大的主

动脉疾病数据库平台，首次建立了主动脉外科术后死亡和重度低氧血症风险预测模型，并利

用机器学习模型建立了精准的截瘫及肾衰竭预测模型。 

5.创建规范化诊治推广体系，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临床。为推广研究成果，项目组牵头

制定并发布了我国首部系统规范的《主动脉夹层诊断与治疗规范中国专家共识》，并通过主

动脉疾病诊疗协作网络推广应用，各中心手术死亡率由 20%降至 10%左右，显著改善了我

国主动脉夹层的诊疗效果。 

(三)成果产生的价值 

1. 学术价值发表论文 188 篇，其中，SCI 论文 75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13 篇，多项



研究被国际指南或专家共识引用。获得国家专利 10 项。主编专著 1 部，参编国际专著 1 部。

牵头制定国内诊疗规范 3 部，参与发布国际共识 1 部。参加国际大会发言 14 次。主办全国

学术会议 20 次、培训班 12 期，培训专业人员 2400 余人次。培养博、硕士研究生 54 名。 

2. 推广应用通过学术会议、技术帮扶、多中心协作等方式，向全国 30 省（市）共 200

余家医院普及推广复杂重症主动脉疾病诊疗技术和规范。主办全国学术会议 20 次、培训班

12 期，培训专业人员 2400 余人次，指导治疗 1.5 万余例次；培训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

韩国及南美国家医师近 30 余人次。 

3. 社会效益。通过诊疗关键技术的创新及全国推广，使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医疗的复

杂重症主动脉疾病诊疗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使更多的患者得到了及时有效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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