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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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微钛板种植支抗系统的研发与临床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大连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支抗的控制直接关系到正畸治疗的成败。种植支抗的临床应用，对口腔正畸学诊断和治疗理念

产生了巨大影响。骨性支抗系统由两个或三个固位钉固定，脱落率极低，且多个固位钉远离牙根，

牙齿可在较大范围内进行三维移动也不会累及牙根。该项目团队负责人从师于Dr.Sugawara，

回国后在国内首先研发新型微钛板种植支抗系统。因为骨性支抗系统其植入和取出均需要进行翻

瓣手术，术后患者出现较明显的疼痛肿胀，同时正畸医生很难独自完成手术，其价格也远远高于

微螺钉种植体。该项目团队长期致力于新型微钛板种植支抗系统的研发，通过动物实验、三维有

限元分析等多项研究，不断改良黏膜外固定专用微型钛板和固位钉的结构，独创了新型微钛板种

植支抗系统。该系统极大地简化了植入过程，大大降低患者的黏膜损伤， 更易控制牙齿在三维

方向上的移动，降低拔牙和手术的治疗比例，伴随其国产化，也大大减轻了患者及家长的经济负

担。

  我国儿童和青少年错合畸形发病率高达71.21%，以往59.11%患者都需要拔除健康牙齿才能

完成正畸治疗。该项目团队在国内首先临床应用骨性支抗系统进行非拔牙矫治，为患者保留住了

健康牙齿。同时新型微钛板种植支抗系统可承受较大的矫形力,也给我国发率病较高的骨性Ⅲ类

错合患者（地包天小患者）带来福音。通过该系统对生长发育高峰期青少年患者行上颌前方牵引，

疗效显著，大大降低了小患者后期手术治疗的比例。该项目的研发和临床应用实实在在地惠及于

那些传统方法较难顺利获得良好疗效的患者。

  本项目团队不仅在微钛板种植支抗的研发和临床应用走在国内前列，而且独创了适宜于推广和

应用到基层医院的正畸支抗技术。《新型微钛板种植支抗系统的研发与临床应用》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81171008）资助，发表相关论文 5篇，获得3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大连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等。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同意推荐其申报 2023年中华医学科技

奖。

项目简介   在正畸治疗中，支抗的正确设计和控制对于矫治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临床中通常由口

内的牙（组牙）或口外的装置来实现。而口内支抗易发生支抗丢失，口外支抗更依赖患者的配合。

而种植支抗对于不愿意合作、没有足够的支抗牙单位、以及组牙进行三维向移动等患者来说，是

更有效的支抗选择。九十年代初，Dr.Sugawara受正颌外科内固定板的启发，研发了骨性支抗

系统（Skeletal Anchorage System，SAS）。SAS微钛板由两钉或三钉固位，稳定性好，

植入部位远离牙列，可以实现牙齿的伸长、压低、近远中移动、扭转、直立、内收等多种移动形

式，多用于骨性错合畸形的正畸掩饰治疗，极大地拓宽了传统正畸治疗的范围。但 SAS需要进行

翻瓣等外科手术才能植入，增加了手术部位软组织肿胀、感染等并发症的几率及患者的痛苦，治

疗结束后还要二次翻瓣手术取出。该项目组在综合各种种植支抗特点和临床诊疗的需求，研发了

新型微钛板种植支抗系统，包括专用微型钛板和头部具有特殊结构的固位钉。新型微钛板种植支

抗系统集微螺钉种植体和骨性支抗系统优势为一体，临床上选择合适部位植入微型固位钉，然后

在黏膜外将微型钛板固定于固位钉的头部，不需要以往骨性支抗系统那样进行手术翻瓣，正畸医

生可独自完成，操作简单，患者不适感小，黏膜肿胀不明显，而且稳定性远远高于微螺钉种植体，

可以用于需要较大支抗的疑难病例。

  我国骨性Ⅲ类错合畸形发生率高达约 14％，且骨性Ⅲ类错合中约有 42%～63%患者伴有上颌骨



发育不足。伴有上颌骨发育不足的骨性Ⅲ类青少年患者不仅影响其颅颌面的健康发育，还会影响

颜面部的美观，对患者心理及口腔功能造成不良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均认为伴有上颌发育不足

的骨性Ⅲ类青少年患者在生长发育高峰期前行上颌前方牵引是非常必要的，研究也显示微钛板板

种植支抗在骨性Ⅲ类青少年患者前方牵引的疗效更佳。新型种植支抗系统对生长发育高峰期青少

年患者行上颌前方牵引，可明显改善鼻旁区的平坦甚至凹陷，降低小患者后期正颌手术的比例。

新型微钛板种植支抗系统历经十余年不断完善，矫治效果更为理想，一些边缘病例不需要拔牙或

手术便可实现患者的治疗要求。具有微创、安全、经济、患者不适感小、易于临床推广等优势，

将来会成为疑难病例主要的支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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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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琳 1 大连市口腔医院 大连市口腔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发起人设计了“新型微钛板种植支抗系统”，并结合临床实际需求，使其融入了各种正畸支抗的特点，

丰富了正畸骨性种植支抗的内容。在整个项目进行中，指导和带领项目组成员进行科学、精准的分析，制定

了以三维有限元分析作为理论基础，以动物实验作为临床应用基础，并最终应用到患者的治疗过程中的科学

的研究计划。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带领项目组成员进行总结、分析，确保项目的顺利完成。同时在专利和奖项

申请、临床应用、论文发表以及结果分析中起到关键作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屈银英 2 大连市口腔医院 大连市口腔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屈银英医生在本项目中负责结果分析、论文整理工作，前期将实验所得数据应用统计软件分析得出结果，课

题组成员讨论后形成结论，后期负责论文的整理、修改及投稿工作。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姜洪涛 3 大连市口腔医院 大连市口腔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姜洪涛医生在本项目中负责动物实验、实验材料的临床应用以及结果统计分析工作，前期匹配适合纳入本项

目的患者进行新型种植支抗系统的植入并评价其效果，后期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及统计分析。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帆 4 大连市口腔医院 大连市口腔医院 副主任医师 医务科副科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刘帆医生在本项目中负责信息采集、三维有限元分析及文献整理工作，前期通过项目纳入标准筛选适合本项

目的患者，并采集信息，后期查找大量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整理，辅助本项目得出现有结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伟 5 大连市口腔医院 大连市口腔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李伟医生在本项目中负责新型种植支抗系统的临床应用工作，将实验系统应用于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中，并

评价其结果。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大连市口腔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本项目的贡献:大连市口腔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大连市口腔医院）为保证本项目顺利推进与完成，科

研科积极协调实验和临床工作所需人员与设备，同时将本项目负责人纳入医院第 一科研梯队管理，项目负

责人可根据项目计划和进展自由支配所需的科研时间，并享受医院相 关科研资助。科研科定期听取项目组



的进展情况汇报，组织相关部门协助和解决项目组在工作 中所遇到的问题，并积极促进项目组的专利申请

与成果转化，实现科研来自于临床，服务于临 床的理念，为患者提供科学而精准的医疗服务。科研科根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要求定 期督促项目组及时报送项目相关资料。财务部门督导项目组严格按照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相关规定，规范而合理使用项目经费。十余年来医院多部门的鼎立支持成为本项目

顺利推进和成果转化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