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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胎盘植入风险评估和分层管理体系的建立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北京大学

推荐意见：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开放，瘢痕子宫再妊娠增加，胎盘植入发生率逐年升高。重

型胎盘植入可导致育龄女性子宫切除率升高、致命性产后出血，甚至孕产妇死亡，

是产科危重症之一。胎盘植入术前进行准确的风险评估、有效合理的临床干预、降

低围产期母婴并发症及减少不必要资源浪费是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本项目团队在

国内率先开展了胎盘植入诊断及治疗的系列研究，构建了胎盘植入的分层管理体系。

开发了超声评分量表，可完成胎盘植入凶险等级的初步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精准

指导围手术期处理。该量表简单易推广，目前在国内数 14 家医疗机构使用，已获得

临床应用的一致好评。在此基础上开发的 MRI 评分模型则对侵袭性胎盘植入的诊断

及不良结局（严重产后出血和子宫切除）的预测有较好的价值。超声联合 MRI 检查

形成了胎盘植入的术前续贯评估策略。通过术前准确评估，建立了规范化的管理模

式，依据评估结果通过胎盘植入围手术期核查表进行合理备血，多学科合作，制定

手术策略。在大量胎盘植入手术病例的临床积累上，改良手术方式，对侵袭性胎盘

植入行保守性序贯治疗，对严重穿透性胎盘植入行胎盘在位子宫切除，有效减少术

中出血。上述研究降低了育龄女性子宫切除，孕产妇死亡等不良结局发生率，也减

少了血制品的浪费，为社会及家庭节省了大量经济支出。研究成果已获得国家专利

2 项，发表文章 12篇（SCI收录3篇），获得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 2 项，全国妇

幼健康科学技术奖 2 项。同意推荐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胎盘植入指胎盘绒毛侵入甚至穿透子宫浆肌层，严重时累及膀胱甚至直肠，危及

产妇生命。近年来由于生育年龄推迟、既往剖宫产率的增加，胎盘植入的发生率明

显增加，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015-2018年胎盘植入的发病率为 3.1%。胎盘植入可

引起难以控制的致命性出血，导致围产期子宫切除率达73.3%，孕产妇死亡率 7%。

重型胎盘植入的围手术期涉及多学科、多科室的合作，其精细化管理至关重要，因

此术前准确评估植入类型、预测术中出血风险，有针对的进行围手术期多学科管理，

降低致命性产后出血率、年轻妇女子宫切除率及孕产妇死亡率是目前临床亟待迫切

解决的实际问题。本项目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胎盘植入诊断及治疗的系列研究，

构建了胎盘植入的分层管理体系。

        1）术前评估：建立侵袭性胎盘植入的影像学诊断标准及序贯检查策略

        本团队前期制定的胎盘植入超声诊断标准，包括确定超声影像学特征和划分评

分标准。将可疑胎盘植入的患者按超声图像特征预测类型分为：①评分≤5分，超声

诊断轻型胎盘植入，预测病理为粘连型植入。②评分≥6分，超声诊断重型胎盘植入，

预测病理为凶险型胎盘植入（包括植入型胎盘植入和穿透型胎盘植入）。在此基础

上开发的 MRI 评分模型则对侵袭性胎盘植入的诊断及不良结局（严重产后出血和子

宫切除）的预测有较好的价值。超声联合 MRI 检查形成了胎盘植入的术前续贯评估

策略。通过术前准确评估，建立了规范化的管理模式



        2）围手术期管理：建立基于术前评估量化结果的围手术期分层管理策略

        术前根据胎盘植入影像学凶险等级评分，决定腹部及子宫切口选择；完善相关

血化验及腹部超声，对于重型胎盘植入需要了解孕妇心功能状态等。准备血液制品

是否齐备并向血库备案；麻醉科、儿科需要术前访视等。

        3）手术策略：保守性序贯治疗手术方法

        在大量胎盘植入手术病例的临床积累上，改良手术方式，对侵袭性胎盘植入行

保守性序贯治疗（宫颈提拉缝合、九部手术法和子宫下段前后缩窄加血管纵横阻断

缝合术），对严重穿透性胎盘植入行胎盘在位子宫切除，有效减少术中出血。

        4）围手术期多学科会诊管理制度

        设计胎盘植入围手术期安全核查表，以规范胎盘植入患者的术前管理，降低围

手术期各种并发症的发生率。胎盘植入安全核查表包括患者病史，实验室检查，胎

盘植入严重程度评估，术前多学科合作会诊，血制品准备，手术护理相关准备几个

方面，在产科、麻醉科、影像科、泌尿外科、介入血管科、手术室等多科室合作管

理的基础上形成。

        效益及应用推广情况

        在此项研究中，我中心获得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 2 项，发表文章 12篇（SCI

收录3篇），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 2 项。此外，向全国 14 家单位推广胎盘植入

超声评分量表，确保胎盘植入患者尽早发现、及时转诊、合理治疗，此量表获得了

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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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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赵扬玉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产科主任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带领团队开发建立胎盘植入超声评分量表，联合超声科及放射

科人员建立影像学诊断标准；2.带领产科及手术合作科室建立了基于术前评估量化

结果的围手术期分层管理策略；3.带领产科手术团队熟练应用“九步”手术法、宫颈

提拉加固缝合术；4.在医院辅助下，牵头临床多个合作科室建立胎盘植入多学科协

作（MDT）模式。【对应第四部分（1）（2）（3）（4）；附件 4.1-4.12，附件

8.1-8.2，附件 9.2-9.3】

姓名：陈练

排名：2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胎盘植入手术；2.利用胎盘植入核查表组织胎盘植入围手

术期多学科协作的管理；3.开发建立胎盘植入核磁共振评分体系。【对应第四部分

（1）（3）（4）；附件 4.2，4.4，9.3，10.3，10.1，】

姓名：王妍

排名：3

职称：副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教育处副处长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协助团队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建立胎盘植入诊治中心，包括门

诊绿色转诊通道和多学科诊治团队；2.从技术上，协助制定胎盘植入评分量表、开

展多种方式的胎盘植入精准诊断、进行创新性手术治疗和基础研究；3.作为团队主

要成员将胎盘植入系统诊治方法辐射至全国多个省市；通过本团队开发的技术手段，

将胎盘植入患者进行术前精准诊疗，提高有效转诊率，降低不必要的血制品准备和

浪费，大大降低的相关手术并发症和子宫切除率。【对应第四部分（1）（3）



（4）；附件 4.1-4.4，4.4-4.11，9.2-9.3】

姓名：张龑

排名：4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作为胎盘植入项目组主要手术完成者参与“九部”手术法建立与

改进，参与宫颈提拉加固缝合手术改进；2.近年来先后申请了北京市科委首都特色

临床项目严重产后出血中的目标导向的液体复苏方案构建，为胎盘植入严重产后出

血的围术期管理做出了贡献；3.参与完成了北京市科委首都特色凶险型前置胎盘的

诊断与治疗的效果研究及北京市卫计委首都重点公关胎盘植入风险预测与创新手术

多中心临床研究。【对应第四部分（1）（2）（3）；附件

4.3，4.6，4.8，9.3，10.3】

姓名：魏瑗

排名：5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产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胎盘植入“九部”手术法手术方式改进；2.协调胎盘植入多

学科联合诊治。【对应第四部分（3）（4）；附件 4.2，10.3】

姓名：王伽略

排名：6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协助建立胎盘植入围术期管理策略，包括术前准备、手术时机

等选择；2.在临床上对胎盘植入的病人进行诊疗及分级管理。【对应第四部分

（2）；附件 9.3，10.3】

姓名：王永清

排名：7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作为产科手术团队重要成员，参与胎盘植入手术治疗；2.参与

胎盘植入患者门诊诊疗及住院治疗及管理。【对应第四部分（2）（3）；附件

4.12，9.3，10.3】

姓名：江元慧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胎盘植入手术方式的改进及手术治疗；2.参与门诊病历的

收集，住院病人的多学科会诊；3.参与胎盘植入患者分级管理及治疗。【对应第四

部分（2）（3）（4）；附件 4.12，10.3】

姓名：种轶文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发明并设计本项目中用于预测胎盘植入严重程度的“胎盘植入超

声评分量表”，奠定了研究基础；2.并参与实际临床工作中超声预测工作。【对应第

四部分（1）；附件 4.1，4.5，4.5，9.2，9.3】

姓名：张爱青

排名：10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完成胎盘植入超声评估方法的设计与创新应用；2.完成

2016.01 至今的胎盘植入病例的术前超声评估工作；3.完成超声评估方法的培训

（每年针对来自全国的产科医生、超声医生培训多次，国家级大会发言数次）；4.

完成院内、外疑难胎盘植入病例的超声诊断会诊工作。【对应第四部分（1）；附

件 4.1，4.3，4.5，4.9，9.2，9.3，10.3】

姓名：陈明

排名：11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协作开发建立胎盘植入核磁共振评分体系；2.完成临床上胎盘

植入患者核磁图像分析。【第四部分（1）；附件 10.1，10.2】

姓名：裴新龙

排名：12

职称：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胎盘植入磁评分体系中的影像学指标的筛选和分析；2.负

责临床中胎盘植入患者影像学检查指标的测量、记录及数据统计。【第四部分

（1）；附件 10.1-10.3】

姓名：史晓明

排名：13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胎盘植入临床数据、产后指标的收集与统计，胎盘植入发

病机制研究；2.负责胎盘植入多学科会诊信息数据统计与存档。【第四部分

（4）；附件 4.2】

姓名：栾景源

排名：14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介入血管外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负责侵袭性胎盘植入剖宫产术中腹主动脉球囊阻断；2.负责临

床中产后出血的介入止血治疗；3.胎盘植入多学科会诊血管介入科诊疗工作。【对

应第四部分（4）；附件 10.3】

姓名：曾鸿

排名：15

职称：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在科室核心组领导下，积极与产科合作，制定了胎盘植入围术

期管理流程及麻醉方案；2.参与胎盘植入患者麻醉管理；3.在全国产科麻醉年会等

会议上多次进行“胎盘植入患者围术期麻醉管理”经验交流。【对应第四部分（4）；

附件 10.3】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为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产

科为北京市海淀区孕产妇危重症转诊与救治中心，为本项目提供高水平的临床及科

研资源及平台。积极推广研究成果，辐射至全国 50余家网络单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作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各临床科室合作紧密，在医务处

的协助下，2018年建立胎盘植入多学科会诊（MDT）模式，针对胎盘植入建立

MDT团队，其中囊括产科、妇产科超声、放射科、麻醉科、泌尿外科、血管介入科、

重症医学科、儿科等，形成高效的多学科会诊工作流程，对侵袭性胎盘植入患者进

行充分术前准备及合理治疗，改善分娩结局。此外，医院平台及科研处为本团队提

供充分的科研基金，并且协助本团队积极申请科研项目及国家奖励，在医院帮助下

成功获得北京市、院内及横向合作项目多项，研究经费共计 400余万元，获得全国

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 2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