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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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工融合的骨与关节个性化重建关键技术体系创新及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华中科技大学

项目简介

   骨与关节疾病是造成功能障碍的主要问题，影响全球17.1亿人，我国每年新增逾4000万患

者，年发病率高达3.3%。传统功能重建方法术前规划精准度低，使用的制式化植入物匹配度差、

生物活性和结构仿生差，导致手术效率低、康复时间长、重建效果参差不齐，约36.85%未达到

预期效果，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基于增材制造的医工融合骨与关节个性化重建技术是解决上

述问题的有力手段，但存在实时交互、快速设计、精准匹配、生物降解等技术瓶颈。

   项目组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支持下，依托复合材料新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等平台，历经11年产-学-

研联合攻关，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开发新型结构-功能一体化增材制造可降解植入物，建立骨与

关节个性化重建技术体系，在100多家医院推广应用，引领我国骨与关节疾病诊疗的高质量快速

发展。

1.建立医工融合“智能规划-个性设计-精准手术”三位一体个性化诊疗新模式，提高功能重建

术前规划精准度。研发基于NSGA多目标遗传算法的术前规划系统，突破三维影像诊断与辅助设

计技术局限，达到术前智能规划与个性化诊疗方案应用零误差，推动“人脑判断”到“智能规划”的

进步；创建医生主导医疗器械“术前个性化设计”模式，实现“人适应器械”到“器械适应人”的革

新；提高个性化医疗器械设计符合度至99%以上，康复时间缩短30%；获得国内首张定制式增材

制造人工髋关节假体和医用个性化手术导板注册证。

2.首创个性化医疗器械医工实时交互一站式数字化平台。突破医学影像快速三维重建、专家

模板库智能设计、手术三维模拟等技术集成应用难题，在国内率先建立一站式数字化医工实时交

互平台；实现个性化医疗器械快速精准交付，确保数据获取-设计模拟-器械生产-质量检验-交付

使用的全流程质量控制、全过程信息追溯及医工患管数据共享；提高个性化医疗器械设计制造效

率70%以上，交付时间最快可达12小时；成果被评为“湖北省区块链十大优秀应用案例”，牵头

起草国内首个医工交互行业标准《增材制造个性化医疗器械医工交互通用要求》。

3.发明结构-功能一体化增材制造可降解植入物。率先研发出适用于高精度光固化增材制造

的磷酸钙陶瓷浆料，系统研究材料降解性能与组织再生能力的匹配关系；首次构建材料降解与组

织再生计算模型及系统，解决磷酸钙陶瓷结构-力学-降解-骨再生适配的技术难题，实现材料降

解与成骨速率的精准调控；在国内率先开展可降解个性化骨科植入物临床应用，实现骨再生速率

适配，显著改善功能重建效果，避免二次手术，平均为患者节省费用1.2万元；建立国内首个可

降解个性化骨科植入物增材制造及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项目授权发明专利21项，软件著作权 14项；发表论文 72篇；获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许可证

11张。累计培训专科医生超过 3000人次，在全国100余家医院开展逾 2万例临床应用。中华医

学会骨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王坤正教授等专家鉴定认为：“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建立

可降解个性化骨科植入物临床应用规范和评价标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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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2SR0245835 2021-11-22

定制式医疗器械医工

交互平台 V1.0

湖北嘉一三维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2SR0214576 2021-11-25

医学影像三维可视化

交互系统 V1.0

湖北嘉一三维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210862951.4 2025-02-11
一种3D截骨矫形术前

智能规划方法和系统

石志良；廖诗旗；

祝少博；朱佳佳；

汪鹏程

4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610005608.2 2018-01-19
一种个体化髋关节经

皮穿刺导向器

孙立；刘腾；田晓

滨；杨勤；杨先腾

5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610120057.4 2018-11-30 截骨导板
葛志祥；胡斌；黄

超；方逸鹤

6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911055931.0 2021-08-03

降解性能及强度可控

的生物复合陶瓷支架

及其制备方法

史玉升；肖骏；苏

瑾；化帅斌；程立

金；吴甲民；齐大

虎；朱皓

7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1SR1203256 2021-08-13

基于 TPMS单元的骨组

织梯度多孔结构参数

化设计软件 V2.0

武汉理工大学

8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910265185.1 2022-01-04

一种用于光固化成型

的低过固化磷酸钙陶

瓷浆料及其制备方法

戴红莲；黄孝龙；

马遇乐

9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1SR0592975 2020-12-12

可降解多孔骨支架降

解与骨形成计算模拟

系统 V1.0

武汉理工大学

10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110553509.9 2022-06-07

一种可控降解的多孔

磷酸镁骨水泥及其制

备方法和应用

戴红莲；赵雅楠；

余素春；李文琴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肖骏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骨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负责人，主导可降解个性化骨科植入物增材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的

研发，在国内率先实现可降解个性化骨科植入物临床应用 89例。共同主导研发集成临床需求分析系统、使

能设计工具、医工交互工具、手术规划系统、生产管理系统的医工实时交互一站式数字化平台，建立医工融

合的“智能规划-个性设计-精准手术”三位一体个性化诊疗新模式。对项目创新点 1、2、3有主要贡献，主要

证明材料：附件 1.1-1.4，1.6-1.7，1.10，2.6，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戴红莲 2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主要参与人，研制出适用于高精度光固化增材制造技术的高固含

量、低过固化、低折射率的磷酸钙陶瓷浆料，发展多结构一体化陶瓷立体光固化成形技术和低温烧结制备技

术，构建了不同结构单元的磷酸钙镁陶瓷支架，实现陶瓷降解性能和力学性能的调控，阐明了磷酸钙镁陶瓷

神经血管化成骨机制，研制出适配个性化骨组织生物学功能重建的可降解磷酸钙镁陶瓷植入物。对创新点 2

和 3有主要贡献，主要证明材料：附件 1.2，2.8，2.10，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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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课题负责人，主要完成了增材制造可降解骨科个性化植入物的临

床试验 89例，发表相关论文数篇，参与发布专家共识。对项目包含的基于数字医学的骨疾病诊疗围手术期

增材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和全流程技术体系进行验证与推广。对项目创新点 1有主要贡献，主要证明材料：

7.1，7.2，7.9，7.1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石志良 4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主要参与人，研究出基于深度学习的医学影像智能三维重建技术，

建立骨组织常规、三周期极小曲面（TPMS）和变形 TPMS单元的参数化表达，研究出骨缺损组织精准外形

设计和均质、梯度、多梯度融合的内部孔隙骨组织结构生成方法，开发出基于深度学习的医学影像智能三维

重建、骨科截骨矫形术前规划、面向临床的基于孔隙率和单元参数的骨组织结构设计的辅助设计系统，骨组

织结构设计的一体化辅助工具，为个性化、复杂化、精细化重建、规划和设计提供使能工具，参与开发一站

式医工交互数字化平台。对项目创新点 1、2、3有主要贡献，主要证明材料：附件 2.3，2.7，2.9，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东臣 5
湖北嘉一三维高科股份有限

公司

湖北嘉一三维高科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主要参与人，主导研发一站式医工交互数字化平台，包括临床需

求分析系统，使能设计工具、医工交互工具、手术规划系统、生产管理系统等，实现个性化医疗器械全生命

周期管理和信息全流程追溯，牵头制定 1项团体标准。对项目创新点 1、2有主要贡献。主要证明材料：附

件 2.1，2.2，5.1-5.10，7.1，7.13-7.18。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甲民 6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增材制造陶瓷

材料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副

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课题负责人，主持完成了“可降解生物材料增材制造装备、工艺

与植入物个性化设计软件”。完成了“适用于陶瓷膏料材料的光固化成形设备”样机控制部分的软硬件设计和

电气部分设计，发表论文 3篇。对项目创新点 3有主要贡献，主要证明材料：附件 1.5，1.8，1.9，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懿郃 7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骨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相关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主要参与人，参与了增材制造可降解骨科个性化植入物的临床试验，

参与发布专家共识。对项目创新点 3有主要贡献，主要证明材料：附件 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培训 8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创伤骨科副主

任

对本项目的 本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主要参与人，参与了增材制造可降解骨科个性化植入物的临床试



贡献
验，申请了专利 2项，发表相关论文数篇，并参与发布专家共识。对项目创新点 3有主要贡献，主要证明材

料：附件 7.1，7.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蒋序林 9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主要参与人，研究了适用于增材制造的温敏改性甲壳素水凝胶可

降解高分子材料制备技术，为可降解温敏改性甲壳素水凝胶的细胞、动物实验验证提供原料，在项目中实现

应用。相关成果已授权发明专利并发表论文，本项目为第一标注。对项目创新点 3有主要贡献，主要证明材

料：附件 1.3，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方忠 1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
副教授,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相关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主要参与人，参与了增材制造可降解骨科个性化植入物的临床试验，

参与发布专家共识。对项目创新点 3有主要贡献，主要证明材料：附件 7.1，7.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孙立 11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骨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研制骨科相关个性化手术器械，参与了增材制造可降解骨科个性化植入物的临床应用推广，参与申请专

利 1项，发表相关论文数篇。对项目创新点 1、3有主要贡献，主要证明材料：附件 2.4，7.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皓 1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参与人，参与了增材制造可降解骨科个性化植入物的临床试验，

参与申请专利 1项，发表相关论文数篇，并参与发布专家共识。对项目创新点 1、3有主要贡献，主要证明

材料：附件 1.1-1.3，1.5-1.8，1.10，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斌 13
湖北嘉一三维高科股份有限

公司

湖北嘉一三维高科股份

有限公司
工程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参与人，完成了“适用于高分子及其复合材料的螺杆挤出成形装

备”及“适用于胶凝凝胶材料的多喷头挤出增材制造装备”两台样机控制部分的软硬件设计和电气设计部分，

优化了运动控制的 S曲线速度规划算法。对项目创新点 2、3有主要贡献，主要证明材料：附件

2.1，2.2，2.5，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炯 14
宽岳新晟实医疗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宽岳新晟实医疗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其他 总经理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本项目基于医工融合的骨关节疾病功能重建关键技术开发与下游验证，负责增材制造个性化假体的生产

制造。对项目创新点 1和 2有主要贡献，取得 1项定制式增材制造人工髋关节假体医疗器械注册证（国械注

准 20163132358），主要证明材料：附件 5.1-5.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江佳威 15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参与人，参与了增材制造可降解骨科个性化植入物的临床试验，

参与申请专利 1项，发表相关论文数篇。对项目创新点 1、3有主要贡献，主要证明材料：附件

2.2，2.3，2.7，7.1。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院作为该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项目承担单位，主持完成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增材制

造可降解骨科个性化植入物关键技术与装备的研究”，对项目开发的基于医工融合的骨与关节个性化重建关

键技术体系进行验证与推广。我院科研管理部门起到了项目组织、管理及协调作用，在人力和物力方面提供

了大力支持，保障项目经费的合理使用，使研究项目不仅得以顺利完成，而且得到广泛应用，产生很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研究项目内容真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

单位名称 武汉理工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校主持及组织实施了可降解个性化骨科植入物增材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开发了个性化、复杂化、精

细化重建、规划和设计使能工具，参与开发一站式医工交互数字化平台；研制出适用于高精度光固化增材制

造技术的高固含量、低过固化、低折射率的磷酸钙陶瓷浆料，发展多结构一体化陶瓷立体光固化成形技术和

低温烧结制备技术，构建了不同结构单元的磷酸钙镁陶瓷支架，实现陶瓷降解性能和力学性能的调控，阐明

了磷酸钙镁陶瓷神经血管化成骨机制，研制出适配个性化骨组织生物学功能重建的可降解磷酸钙镁陶瓷植入

物。我校科研管理部门起到了项目组织、管理及协调作用，在物力和人力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保障项目经

费的合理使用，使研究项目得以顺利完成。

单位名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该项目研究过程中，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对于项目的立项、申请、研究管理、成果验收、成果推

广给予了全力支持，从组织、管理方面给予了积极指导和监督，并在后勤保障、协作联系、学术交流等方面

给予充分的支持，使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取得了有意义的科学结论。对该项目的主要贡献：我院赵宇教授完

成了 89例增材制造可降解骨科个性化植入物的临床试验，发表相关论文数篇，参与发布专家共识。对项目

包含的基于数字医学的骨疾病诊疗围手术期增材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和全流程技术体系进行验证与推广。为本

项目的整体技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本单位关键技术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该项目研究内容真

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

单位名称 湖北嘉一三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一站式医工交互数字化平台的研发由本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打造医疗器械分布式定制新模式，已累计

为全国多家医院提供超过 20000台（次）3D数字医疗技术服务，牵头制定 1项医疗器械设计团体标准。本

公司起到了项目组织、管理及协调作用，在物力和人力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保障项目经费的合理使用，使

研究项目不仅得以顺利完成，而且得到广泛应用，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研究项目内容真实、

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

单位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排名 5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吴甲民教授作为该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课题负责人，主持完成

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可降解生物材料增材制造装备、工艺与植入物个性化设计软件”课题的相关研究，完成

了“适用于陶瓷膏料材料的光固化成形装备”样机控制部分的软硬件设计和电气设计部分。我校科研管理部门

起到了项目组织、管理及协调作用，在人力和物力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保障项目经费的合理使用，使研究

项目不仅得以顺利完成，而且得到广泛应用，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研究项目内容真实、可靠，



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

单位名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 6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院骨科主任胡懿郃教授作为该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主要参与人，参与了增材制造可降

解骨科个性化植入物的临床试验，申请相关专利多项，并发表了论文数篇，参与发布专家共识。我院科研管

理部门起到了项目组织、管理及协调作用，在物力和人力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保障项目经费的合理使用，

使研究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并广泛应用，产生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该项目研究内容真实、可靠，不存在知

识产权争议。

单位名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排名 7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院创伤骨科张培训教授作为该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主要参与人，参与了增材制造可降

解骨科个性化植入物的临床试验，申请了专利 2项，发表相关论文数篇，并参与发布专家共识。我院科研管

理部门起到了项目组织、管理及协调作用，在物力和人力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保障项目经费的谷理使用，

使研究项目不仅得以顺利完成，而且得到广泛应用，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项目研究内容真实、

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

单位名称 武汉大学 排名 8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校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蒋序林教授作为该项目相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支撑课题的主要参与人，研究了适

用于增材制造的可降解骨科植入物材料制备技术。我校科研管理部门起到了项目组织、管理及协调作用，在

物力和人力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保障项目经费的合理使用，使研究项目不仅得以顺利完成，而且得到广泛

应用，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项目研究内容真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

单位名称 贵州省人民医院 排名 9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我院骨科主任孙立教授参与了增材制造可降解骨科个性化植入物的临床应用推广，申请相关专利多项，并发

表了论文数篇。我院科研管理部门起到了项目组织、管理及协调作用，在物力和人力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

并推动相关成果广泛应用，产生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该项目研究内容真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

单位名称 宽岳新晟实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排名 10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作为该项目的参与单位，负责个性化假体的生产和销售，已取得 1项定制式增材制造人工髋关节假体

医疗器械注册证（国械注准 20163132358）.本公司起到了项目组织、管理及协调作用，在物力和人力方面提

供了大力支持，保障项目经费的合理使用，使研究项目不仅得以顺利完成，而且得到广泛应用，产生很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研究项目内容真实、可靠，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