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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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椎病理论的完善和“防治养”关键技术研发与产品转化

推荐单位

/科学家
中山大学

推荐意见

颈椎病是全球第4大导致伤残原因，随着伏案工作方式增加及社会老龄化，我国居民颈椎病

人数约为6796.61万人，年发病数约1488.80万人，并呈现代化、年轻化和老龄化趋势。但是

颈椎病的早期防治仍不尽如人意，且手术减压融合术后如何提高生存质量仍困扰临床医生。本课

题组1998年通过颈椎低头动物模型，观察颈部肌肉-腱-骨附着结构退变现象，发现软组织退变、

矢状平衡破坏是椎间盘退变重要因素，慢性累积性受力不平衡是导致颈椎病常见原因。进一步通

过颈动力模型，分析不同角度下各椎体及椎间盘应力，为减轻颈椎负荷指导设计颈椎养护枕及便

携式智能颈椎牵引治疗仪，并且已经实现产品转化、量产和应用于全省多家医院。颈椎养护枕可

维持侧卧位或仰卧位睡眠可维持睡眠时颈椎在正中线，颈部负荷较小负荷较小，肌肉得到松弛；

针对颈托长期固定导致颈部肌肉萎缩的情况，颈椎牵引治疗仪实现颈托固定下定向锻炼肌肉，不

会引起脊柱不稳，达到康复和锻炼结合的目的。针对部分颈椎不稳动力性压迫患者，通过合理功

能锻炼改善了颈部软组织功能，促进患者加速康复，提高了生活质量，减少了颈椎病发展到必须

手术的风险。手术治疗强调在恢复颈椎矢状平衡指导下有效减压、融合，在省内十家医院针对常

规减压融合效果欠佳、生存质量不高患者推广手术 253台，降低颈椎负荷、邻近节段、内固定受

力，减少术后复发、邻近节段退变及固定失败情况，减少手术损伤，取得满意效果。针对临床观

察中不同年龄阶段颈椎曲度差异，建立了国内最大的健康人群的颈椎矢状位参数数据库，为个体

化开展功能锻炼及矫形角度提供了参考标准。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

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其申报2023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颈椎病是全球第4大导致伤残原因，随着伏案工作方式增加及社会老龄化，我国居民颈椎病

人数约为6796.61万人，年发病数约1488.80万人，呈现代化、年轻化和老龄化趋势。但是颈

椎病的早期防治仍不尽如人意，且手术减压融合术后如何提高生存质量仍困扰临床医生。本课题

组自 1998年来进行了下列研究：

  1. 颈椎低头动物模型建立

通过颈椎低头动物模型，观察颈部肌肉-腱-骨附着结构退变现象，发现软组织退变、矢状平

衡破坏是椎间盘退变重要因素，慢性累积性受力不平衡是导致颈椎病常见原因。改善软组织功能

有利于保护颈椎稳定、维持生理颈椎矢状平衡及减少颈椎负荷延缓颈椎病疾病进展。  

2. 颈椎动力模型建立

通过有限元模型，分析不同角度下各椎体及椎间盘应力，建立颈动力模型，明确不同颈椎角

度下肌肉失衡各颈椎节段、椎间盘髓核受力改变，为颈椎病早期非手术治疗以及器械研发提供应

力学参考。

  3. 颈椎病养护及器械研发

为减轻颈椎负荷指导设计颈椎养护枕及便携式智能颈椎牵引治疗仪，并且已经实现产品转化、

量产和应用于全省多家医院，其中颈椎非手术减压治疗系统于四省纳入医保项目。其中颈椎养护

枕结合睡眠时颈椎位置难以保持特点，提出了符合人体工程学，侧卧位或仰卧位睡眠可维持睡眠

时颈椎在正中线，颈部负荷较小，肌肉得到松弛休息；针对颈托长期固定导致颈部肌肉萎缩的情

况，颈椎牵引治疗仪经过 3代改良研发，实现了在颈托固定下定向锻炼肌肉，不会引起脊柱不稳，

达到结合康复和锻炼的目的。针对部分颈椎不稳动力性压迫患者，通过合理功能锻炼改善了颈部



软组织功能，促进患者加速康复，提高了生活质量，减少了颈椎病发展到必须手术的风险。

  4. 恢复矢状平衡指导多节段颈椎畸形手术

通过对省内多家医院千例颈椎病患者随访观察，结合临床观察总结手术和非手术治疗对颈椎

矢状平衡效果，手术强调在恢复颈椎矢状平衡指导下有效减压、融合，降低了颈椎负荷、邻近节

段、内固定受力，减少术后复发、邻近节段退变及固定失败情况。在省内十家医院针对常规减压

融合效果欠佳、生存质量不高患者推广手术 253台，尤其在（1）提倡微创多节段颈前路手术，

减少手术创伤；（2）通过恢复颈椎矢状平衡，扩大了颈后路单开门手术适应症；（3）创新提出

颈前后路联合手术自体棘突移植，避免髂骨取骨，取得满意效果。

 5.国人颈椎矢状平衡参数数据库

针对临床观察中发现不同年龄阶段颈椎曲度差异，建立了国内最大的健康人群的颈椎矢状位

参数数据库，为中国居民颈椎矢状位参数特点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为根据患者个人情况确定手术

矫形角度、合理开展颈托牵引功能锻炼方案选择提供了参考标准。

  6. 颈椎病“防治养”一体化治疗策略

基于对颈椎病定点、定向、定位精准诊断，亚健康养护、轻症保守、个性化手术治疗的阶梯

治疗体系，构建了颈椎病“防治养”一体化的诊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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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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梁斌 1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
教授,主任医师 科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研究脊髓血供及脊髓纵向压缩过程中脊髓诱发电位、血流量和微循环变化＜1.1-2＞，设计完成颈椎病动

物模型的建立，论证了软组织改变对颈椎病形成的关系＜1.4-6＞，为后续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研究总结了

正常人颈椎矢状序列参数数据库，为确定手术方式和矫形角度、牵引治疗颈托靶向牵引锻炼方案提供了良好

的借鉴＜7.2＞。强调恢复颈椎矢状参数平衡的手术理念，扩展了微创颈前路手术应用，颈椎前后路手术中

提倡自体棘突椎间植骨避免了额外手术髂骨取骨损伤＜1.7-1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肖亮星 2
佛山市乙太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佛山乙太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
其他 董事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针对颈托长期固定导致颈部肌肉萎缩的情况，集合颈椎应力模型和医疗器械产业研发，设计了三代颈椎

牵引治疗仪＜2.3-9＞，实现了在牵引下锻炼肌肉，能达到康复和锻炼的目的。同时结合正常人颈椎矢状序列

参数数据库指导牵引锻炼，实现了从理论到应用的跨越，论证了牵引锻炼颈托在颈型颈椎病治疗中的应用效

果＜1.3＞。另外根据颈椎曲度模型，研发符合人体工程学“颈椎健康养护枕” ＜2.2＞，侧卧位或仰卧位均

可维持脊柱力线，增加颈部承托力，促进动系统的休息与静系统的松弛。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旭民 3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

副主任医师,副教

授
骨科教学区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临床观察发现过胖或过瘦患者颈椎手术暴露困难的问题，设计了深厚组织椎弓根开路器拉钩＜1.1＞，

改善了这部分手术患者术野暴露，减少了邻近结构创伤。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波 4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
助理研究员,医师 骨科科研秘书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为改善过胖或过瘦患者颈椎术野暴露，对颈椎相关组织结构进行了观察分析，参与设计了深厚组织椎弓

根开路器拉钩＜2.1＞，优化了手术暴露，提高了操作准确性。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关宏刚 5 佛山市中医院 佛山市中医院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提倡结合中医特色指导患者颈椎康复锻炼，强调颈椎软组织健康，参与设计及集合颈椎生物力学研究和

颈椎牵引治疗仪优势，有力有序推进中西医结合的颈椎牵引锻炼方案设计及临床应用观察＜1.3＞，参与改

良及设计了牵引颈托的功能锻炼相关阻力摆动结构设计＜2.6-8, 10＞，实现了从理论到应用的跨越。另外，

强调恢复颈椎矢状参数平衡的手术理念，推广微创理念颈前路手术应用，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炯林 6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
其他 住院医师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基于颈椎相关组织结构特点，参与设计了深厚组织椎弓根开路器拉钩＜2.1＞，改善了过胖或过瘦患者

颈椎术野暴露手术暴露，提高了操作准确性。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日庆 7 佛山乙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乙太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
药师 总经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结合睡眠时颈椎生理曲度难保持特点，参与研发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颈椎健康养护枕” ＜2.2＞，负责

相关产品的设计生产和专利申报等工作。使睡眠时可进行颈椎养护，侧卧位或仰卧位均可维持脊柱力线，增

加颈部承托力，促进动系统的休息与静系统的松弛。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曾浪勇 8
佛山市乙太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佛山乙太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
其他 研发经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人探索了不同应力情况下颈椎不同节段的应力改变，建立了颈椎动力系统应力模型，为后续产品专利设计

及功能锻炼方案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参与三代颈椎牵引治疗仪的设计生产和专利申报＜2.6-10＞，实现了

颈托在牵引下锻炼肌肉，能达到康复和锻炼的目的。另外根据颈椎曲度模型，参与研发了符合人体工程学

“颈椎健康养护枕” ＜2.2＞，侧卧位或仰卧位均可维持脊柱力线，增加颈部承托力，促进动系统的休息与静

系统的松弛。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对对＜颈椎病“防治养”一体化治疗策略的建立＞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发表代表性论文＜1.1-2, 4-10

＞，设计深厚组织椎弓根开路器拉钩＜2.1＞。

本单位研究脊髓血供及脊髓纵向压缩过程中脊髓诱发电位、血流量和微循环变化，设计完成颈椎病动

物模型的建立＜1.1-2＞；设计完成颈椎病动物模型的建立，论证了软组织改变对颈椎病形成的关系＜1.4-6

＞，为后续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针对中国居民不同年龄阶段颈椎矢状位参数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研究总结

了正常人颈椎矢状序列参数数据库，为确定手术方式和矫形角度、牵引治疗颈托靶向牵引锻炼方案提供了良

好的借鉴＜7.2＞。提出了颈椎病“防治养”一体化治疗策略，在颈椎病发生的不同阶段，综合使用“防治养”

策略进行治疗。提倡颈椎养护治疗下，通过颈椎矢状位数据库指导颈椎精准手术的理念，扩展了微创颈前路

手术应用，颈椎前后路手术中提倡自体棘突椎间植骨避免了额外手术髂骨取骨损伤＜1.7-10＞；单纯前路手

术矫正颈椎后凸畸形手术恢复颈椎矢状平衡，扩展了手术应用范围。

单位名称 佛山市乙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对＜颈椎动力系统应力模型建立＞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及承担了对颈椎枕＜2.2＞和便携式智能颈椎

牵引治疗仪＜2.3-10＞的研发负责单位。



本单位探索了不同应力情况下颈椎不同节段的应力改变，建立了颈椎动力系统应力模型，为后续产品

专利设计及功能锻炼方案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针对颈托长期固定导致颈部肌肉萎缩的情况，集合颈椎应力模

型和医疗器械产业研发，设计了颈椎牵引治疗仪＜2.3-10＞，实现了颈托在牵引下锻炼肌肉，解决根性症状，

不会引起脊柱不稳，能达到康复和锻炼的目的＜1.3＞。通过三代颈托的研发和反复研究，结合颈椎生物力

学研究和颈椎矢状位参数研究，实现了定向锻炼功能，改良了颈椎定点、定向、定位牵引锻炼的效果，实现

颈椎病治疗的便捷化，居家即可治疗。另外，结合睡眠时颈椎生理曲度难保持特点，本单位研发了符合人体

工程学“颈椎健康养护枕” ＜2.2＞，使睡眠时可进行颈椎养护，侧卧位或仰卧位均可维持脊柱力线，增加颈

部承托力，促进动系统的休息与静系统的松弛。

单位名称 佛山市中医院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单位参与便携式智能颈椎牵引治疗仪的研发＜2.6-8, 10＞。

本单位提倡结合中医特色指导患者颈椎康复锻炼，强调颈椎软组织健康，集合颈椎生物力学研究和颈

椎牵引治疗仪优势，根据患者个人情况情况合理开展功能锻炼及养护，促进患者加速康复，有力有序推进中

西医结合的颈椎牵引锻炼方案设计及临床应用观察＜1.3＞，参与改良及设计了牵引颈托的功能锻炼相关阻

力摆动结构设计＜2.6-8, 10＞，实现了从理论到应用的跨越。另外，倡纠正角度，恢复、维持脊柱矢状序列

平衡理念，推广微创理念颈前路手术应用，患者手术创伤较小，提高了生活质量，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