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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青年科技奖 

项目名称 激素性骨坏死发病规律、干预和个体化治疗的系列研究及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中日友好医院 

推荐意见：                                                                  

    由本单位骨科孙伟教授主持开展的“激素性骨坏死发病规律、干预和个体

化治疗的系列研究及推广应用”项目，针对骨坏死尤其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相关基

础与临床内容开展了系列深入的研究，历经 10 余年取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加强了

人们对骨坏死的认识，推动了骨坏死的研究进展，主要成果如下： 

    （1）揭示了激素性骨坏死的流行病学特点，明确了激素应用与骨坏死之间的因

果关系，确定了该病“易感人群”的典型筛选指标、相关基因突变及核磁共振（MRI）

在该病早期诊断中的价值；（2）通过生物力学检测及有限元模型分析，确定了股骨

头坏死灶位置及大小在股骨头坏死病情进展中的重要作用，发明了一种可以准确计

算坏死灶大小及预测股骨头塌陷的方法；（3）改良传统分型方法，提出了股骨头坏

死新的“中日友好医院”分型，并形成了以此为依据的个体化治疗体系，保头治疗

总体成功率超过 80%；（4）项目对该病发生机理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探索，成功诱导

出了典型的骨坏死动物模型，验证了激素对人股骨头内骨髓微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

作用，筛选出了具有保护性的中西医药物；（5）率先开展早期股骨头坏死的无创疗

法，完善了人工关节置换术围术期的管理体系。 

    综上所述，项目整体研究成果丰硕，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及临床实用性，

推广应用广泛，社会效益显著，有助于提高国人的健康水平，为骨坏死的研究做出

了重大贡献。 

    同意推荐该项目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本项目研究内容为激素性骨坏死，属于骨外科学领域。糖皮质激素在临床上已

经应用了半个多世纪,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然而在取得显著治疗效果的同

时，其致残性并发症股骨头坏死（Osteo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ONFH）也

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尤其是 2003 年我国 SARS 疫情爆发时，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

虽然挽救了一批患者的生命，但是约 1/3 的幸存者在康复后发生了股骨头坏死，严

重者髋关节功能丧失。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表明，我国累计需要治疗的股骨头坏死患

者约 800～1000 万，每年新发病例 20～30 万，且发病率呈逐年增高趋势，其中激素

应用已成为非创伤性股骨头坏死的主要病因。目前关于激素诱导股骨头坏死的发病

机制仍不十分明确，早期诊断和干预困难，致残率较高，一直是国际上研究的热点

和难点。该病曾经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给患者

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多项部委级科学研究基金等的资助下，本项目历时 26

年对该病基础与临床相关问题开展了系列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①

关于发病特点：在国内率先开展流行病学研究，首次报道激素性骨坏死的发病率；

揭示了激素应用剂量、途径、疗程与骨坏死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多灶性骨坏死的分布

规律，同时筛选出了汉族激素性骨坏死高危人群 6 项异常凝血及纤溶常指标；②通

过生物力学检测及有限元分析，明确了坏死灶位置和体积对股骨头坏死病情进展的

影响。将股骨头坏死 MRI 测量图像与计算机三维重建技术相结合，发明了一种能够

无创准确预测股骨头塌陷的方法；③在股骨头坏死传统分型上，以股骨头“三柱结

构”为基础，根据坏死灶累及位置不同，提出新的股骨头坏死“中日友好医院”分

型。以此分型为指导，形成了系统的股骨头坏死科学诊疗体系，将股骨头坏死的保

髋成功率从 63%提高至 87%；④在基础研究方面，采用联合注射法首次成功诱导出超

早期激素性股骨头坏死动物模型，明确了早期病理改变；通过分离、培养人股骨头

微血管内皮细胞，验证了激素对于骨微血管内皮细胞的直接损伤作用，筛选出了可

以拮抗这种损伤作用的中西医药物；⑤率先引入早期股骨头坏死无创体外冲击波疗

法；完善了晚期股骨头坏死髋关节置换围手术期管理体系，包括多模式阵痛、血液



管理及功能锻炼等，使患者能够真正的“快速康复”。 

      项目整体成果获授权专利 4项，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3项，主译《骨坏死》、

主编《关节外科诊治策略》等骨科专著 3 部，发表骨坏死专业论文 18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70 余篇。项目多次举办国际和国内骨坏死研讨会，开展 12 届国家继续教育

项目，相关成果和技术在国内 65 家医院推广应用，累计开展保髋手术 2.5 万余例，

总体成功率大于 80%，节约经济费用约 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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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人情

况 

1. 姓名：孙伟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专业组长 

工作单位：中日友好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的首要负责人和主持完成人，负责项目的总体设计、基础实

验、临床研究和推广应用的大部分工作，对主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点

1,2,3,4,5 均有实质性贡献，尤其是在 SARS 后骨坏死患者的筛查、诊治和随访研究，

激素性骨坏死基础实验和保髋手术治疗中取得显著成果；发表与本项目相关学术论

文 83 篇，其中 SCI 论文 26 篇；主编《骨坏死》、《关节外科诊治策略》等学术著作

4 部；多次受邀在国际骨坏死会议中发表演讲，同时主持开展了多册国内骨坏死研

讨会。旁证材料：授权专利，1-1 至 1-4；论文，4-1，4-2，4-3，4-4，4-10，4-12，

4-13，4-14，4-15，4-18，4-19，4-20； 

2. 姓名：王佰亮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日友好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主要负责人，协助完成项目的整体设计和实施，于国内首先

研究发现证实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发生与股骨头内骨髓基质干细胞的活性有关，负

责骨髓基质干细胞移植治疗骨坏死的临床研究和临床技术开展工作，建立了标准化

的临床上目前应用的骨髓基质干细胞分离流程，证实了改良的打压植骨技术（负载

双磷酸盐的人工骨植骨）可明显提高保髋手术的临床疗效。对创新点 3，4，5 有实

质性贡献。旁证材料：学术论文，4-10，4-11，4-13，4-17。 

3. 姓名：高福强 

排名：3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日友好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第三完成人，协助项目研究的总体设计和实施，重点

参与项目临床研究，在体外冲击波治疗骨坏死相关基础和临床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



献，发现了人股骨头不同区域微血管内皮细胞 11β-HSD 基因差异性表达及冲击波对

微循环内皮细胞激素性损伤的拮抗作用，同时在关节置换围术期血液管理方面提出

了重要观点。对创新点 4 和 5 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附件：授权专利 1-1 至 1-4；

论文，4-15，4-19，4-20。 

4. 姓名：李子荣 

排名：4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首席专家 

工作单位：中日友好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第四完成人，协助完成项目的设计和实施，为项目研究成

果的临床推广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多次作为特邀专家在国内及国外学术会议中发

表骨坏死演讲。作为项目组临床研究的主要完成人，参与 SARS 后骨坏死的临床研究，

提出了 ONFH 中国分期分型，发明了可以准确预测股骨头坏死塌陷的方法，早期建造

了典型的股骨头坏死动物模型。对创新点 1，2，3，4，5 均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附件：专利，1-1 至 1-4；论文，4-1 至 4-9，4-11，4-13，4-16，4-17。 

5. 姓名：马金辉 

排名：5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日友好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主要完成人，协助项目的开展实施，重点参与股骨头坏死保

髋手术治疗临床效果的研究，同时在关节置换围手术期血液管理开展研究，对创新

点 3 和 5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附件，授权专利，1-1，1-2；论文，4-14。 

6. 姓名：时利军 

排名：6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协和医学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主要参与人员，负责部分基础和临床研究，研究重点为激素

性股骨头坏死时骨细胞微环境改变及人工关节置换术围手术管理，发表相关学术论

文 6 篇，第一作者 SCI 论文 2 篇，对创新点 5有实质性贡献。附件，授权专利，1-1，

1-2，1-4。 

7. 姓名：张庆宇 

排名：7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协和医学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主要参与人员，协助项目开展实施，主要研究内容为股骨头

坏死的保髋治疗及激素性骨坏死发病机制的研究，对创新点 4 和 5 有实质性贡献。

附件：授权专利，1-3，论文，4-18。 

8. 姓名：黄诚 

排名：8 

职称：医师,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日友好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主要参与人员，参与部分基础与临床研究，主要研究内容为

激素对股骨头内骨细胞微环境的影响及人工关节置换的围手术期管理，对创新点 4

和 5 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主要完

成单位

1. 单位名称：中日友好医院 

排名：1 



情况 对本项目的贡献：中日友好医院为该项目唯一依托和完成单位，本单位拥有独立的

骨循环与骨坏死实验室，配备基础研究所必须的各项实验设备，为开展骨坏死相关

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在此支持下，以孙伟教授为核心的项目团队成功建立了激素

性股骨头坏死的动物模型，使早期骨坏死的病理学、分子学相关研究得以开展，同

时验证了激素对人骨髓微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机制，筛选出了有效的保护性药物。 

      本单位骨关节外科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成立骨坏死研究专题组，多次承担

卫生部及北京市科委课题，牵头主持骨坏死项目总体设计、临床研究、推广应用、

质量控制、课题结题和验收等全部工作。2003 年 SARS 疫情爆发后，本单位受任对

SARS 后患者骨科并发症进行普查和治疗，积累了大量集中的早期骨坏死病例资料，

获得首都医学发展基金和卫生部属(管)医院临床重点课题数百万资金支持，并成立

了骨坏死与关节保留重建中心，在长达 10 余年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规

范了早期诊断标准和治疗策略，造福了大量股骨头坏死患者。 

      此外，本单位还为该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技术支撑及政

策支持等，同时为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提供了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