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第七届广东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技奖

项目名称 多元融合智能诊疗系统在颅颌面创伤精准救治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推荐单位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推荐意见 该技术成果属于数字化医工交叉领域，联合医学与计算机软件工程、计算机仿真等学科，针对

研究颅颌面复杂创伤中“术前诊断不全面、组织定位困难、生物力学性能变化、软硬组织毁损，

救治盲目，遗留功能紊乱、畸形和复发高风险”等问题，创新了颅颌面结构的“软硬结合”三

维重建方法，将颌面部轮廓三维光学扫描和颅颌面 CT数据相结合，实现了颅颌面软组织与骨

性结构精准融合的可视化构建，并率先构建了颅颌面三维诊疗数据库；开创性地提出了基于多

元融合技术的计算机辅助手术理念，将智能化的术前设计、术中导航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VR/AR) 手术仿真培训进行一体化整合，创新性地开发了颅颌面创伤计算机辅助救治模式和模

拟救治培训系统，具备科技创新性。我单位认真审核该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

经公示无异议，同意推荐其申报第七届广东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医工交叉领域，结合整形外科、颅颌面外科、计算机仿真学科，针对复杂颅颌面创

伤，解决了“传统伤情评估依赖经验和二维影像资料，导致诊断不全面、组织定位困难、生物

力学性能变化、软硬组织毁损，救治盲目，功能紊乱和复发风险高，遗留畸形”等问题。 

（一）主要创新点： 

1、基于多维度数据，在国内率先建立颅颌面三维诊疗数据库，为精准颅颌面创伤诊断、计算

机辅助手术设计和颅颌面创伤救治模拟提供数据支撑； 

2、创新颅颌面创伤救治模式，通过整合基于多维度数据建立的三维数据库、计算机辅助诊（CAD

）、计算机手术设计（CAS）和混合现实辅助手术技术形成的多元融合技术，将多元融合技术

应用于手术设计与术中导航，实现精准化和个性化诊疗，提高了手术效果及患者满意度； 

3、研发基于虚拟现实/混合现实技术的颅颌面创伤救治模拟训练软件和硬件设备，将基于多元

融合技术的计算机辅助手术理念融入颅颌面创伤救治的临床医生培训，缩短颅颌面创伤救治的

学习曲线。 

（二）主要技术特点 

1、创新性开发了颅颌面结构“软硬结合”三维重建方法，将颌面轮廓三维光学扫描和 CT数据

融合，实现颅颌面软组织与骨性结构的可视化构建，为此后国内外众多颅颌面三维可视化方法

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研究基础； 

2、率先成功构建颅颌面三维诊疗数据库，为基于多元融合技术的计算机辅助颅颌面创伤救治

理念的实施和模拟救治训练系统的研发提供坚实基础； 

3、提升颅颌面创伤病人的面部三维结构重建准确性，将颅颌面创伤的诊断准确率提高 1.32%； 

4、基于三维可视化、有限元分析、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手术导航的多元融合技术，开拓

全新的手术理念，创新一体化的颅颌面创伤计算机辅助救治模式； 

5、针对颅颌面创伤中骨结构生物力学破坏、术中定位困难、复位不精确、软硬组织合并毁损、

创面难愈等临床难题，基于多元融合技术的救治模式实现了精准化、个性化的问题解决； 



6、提高颅颌面创伤患者的救治效率和效果，平均手术时间缩短 1.75-2小时，平均住院时间缩

短 1.75天，术后并发症降低 0.82%； 

7、突破传统临床医生培训模式，率先研发基于虚拟现实/混合现实技术的颅颌面创伤救治模拟

训练软件及配套的硬件设备； 

8、针对临床医生培训周期长、培训效率低的难题，基于虚拟现实/混合现实技术的颅颌面创伤

救治模拟训练系统可明显缩短临床医生的颅颌面创伤救治学习曲线。 

（三）授权专利情况 

该项目已授权 6项国家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 

（四）主要应用情况 

2010年至 2024年在 10家医院推广，使用多元融合智能诊疗系统，做了完整的术前规划、术

中导航定位、术后复盘训练，为颅颌面创伤患者的精准救治提供数据参考。 

（五）经济与社会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于 2007年 1月至 2024年 9月，采用本研究中所建立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开展了

各种复杂颅颌面创伤的精准修复手术 810例，为复杂颅颌面创伤畸形的患者恢复正常功能与容

貌，使之可以回归正常社会工作和生活，减轻个人及社会负担，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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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明专利 中国 CN101530349B 2012-02-29

联合支持型计算机

辅助口腔种植定位

导向模板的制作方

法

陈晓军，王成焘

2 发明专利 中国 CN112022350B 2021-11-26

一种用于手术导航

系统的手术器械标

定装置及方法

陈晓军，涂朴

勋，高姚，方君



3 发明专利 中国 CN108742841B 2020-11-06

一种多位置跟踪仪

的手术工具实时定

位方法

秦春霞，陈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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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明专利 中国 CN108652740B 20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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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陈晓军,胡俊磊,

徐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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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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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齐向东，周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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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

中国 2022SR0880264 2022-05-25

利用先进的触觉反

馈和沉浸式工作台

的 VR领面部创伤

虚拟训练系统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部战区总医院

8

外观设计专

利和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

中国 2018SR883942 2018-11-05
手术规划系统 

SurgiPlan
上海交通大学

9

外观设计专

利和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

中国 2018SR509926 2018-07-03
北斗手术导航系统 

Beidou SNS V1.0
上海交通大学

10

外观设计专

利和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

中国 2021SR0632648 2021-04-30
混合现实引导的手

术机器人控制软件
上海交通大学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齐向东 1
南方医科大学珠

江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珠

江医院
主任医师 科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贡献
负责项目的整体设计和实施及临床应用推广，对创新点 1、2、3做出了最重要的实质性贡献。是

第 1、3、4、5、6、7、8篇代表性论文的通讯作者，是第 6、7项知识产权的第一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晓军 2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对本项目的贡献

负责该项目多元融合智能诊疗系统的研发和优化，对创新点 1、2、3均做出了部分实质性贡献，

是第 2、9、10篇代表性论文的通讯作者，是第 1、2、3、4、5、8、9、10项知识产权的第一发

明人，是其他证明材料第 1、2的完成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斌 3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部战区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部战区总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贡献

主要负责颌面部创伤愈合的部分临床病例的实施，负责本项目诊疗系统的临床推广应用。对科技

创新点 1、2、3均做出部分实质性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3的通讯作者，是代表性论文 5的第二作

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伟豪 4
南方医科大学珠

江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珠

江医院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贡献
使用三维数字化技术及有限元技术对颅颌面创伤修复进行研究，参与虚拟现实辅助颅颌面创伤救

治训练系统的研发，对创新点 1、2、3均做出部分实质性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4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柳鹏 5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部战区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部战区总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贡献
主要负责颌面部创伤愈合的基础实验研究和部分临床病例的实施。对科技创新点 2做出部分实质

性贡献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烨 5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部战区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部战区总医院
主管技师 无

对本项目的贡献
参与软件研发和临床应用推广。对科技创新点 1、2、3做出部分实质性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1的

第三作，是知识产权 6的第三发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袁文达 7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部战区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部战区总医院

主治（主管）医

师
无

对本项目的贡献
参与颌面部创伤愈合的基础实验研究和临床推广应用。对创新点 1、2做出部分实质性贡献，是

代表性论文 3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周婕 8
南方医科大学珠

江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珠

江医院

主治（主管）医

师
无

对本项目的贡献
参与项目的临床应用推广，对创新点 1、2做出了部分实质性贡献。是知识产权 6的第二发明

人。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贡献
为本项目提供最重要的平台支持，牵引项目设计、实施及临床推广，对创新点 1、2、3均做出最

重要的实质性贡献。是第 1、3、4、5、6、7、8篇代表性论文的通讯作者单位

单位名称 上海交通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贡献
负责多元融合技术辅助诊疗系统的研发和优化。对创新点 1、2、3均做出实质性贡献。是第 2、

9、10、篇代表性论文的通讯作者单位，是知识产权 1-5、8-10的权利人。

单位名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贡献

对科技创新点 1、2、3均做出部分实质性贡献。主要参与项目的病例收集、实施、以及基础研

究。包括但不限于：开展基于计算机辅助设计的颌面部手术，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开展关于颌

面部三维特征的数据库构建；开展颌面部创伤愈合相关的基础医学研究。是第 1、3篇代表性论

文的通讯作者单位，是第 6、7项知识产权的权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