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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全国学科领头人点赞的李惠利医院运动医学中心

十年磨一剑
拿下“宁波市医学重点学科”

好 团
惠惠利利 队

北京冬奥会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仍
在继续。如何科学运动促进健康、受伤
后能否重返运动场等成了百姓热议的话
题。这些，都属于运动医学的范畴。

运动医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在去年举行的国务院学科评定会上，“运

动医学”被正式确认为临床医学二级学科，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运动医学门诊作为全市最早开

设的这类专科门诊，在运动医学专家李瑾和丁少华的带领下，师
承我国运动医学领头人陈世益教授，至今已走过9年。去年，李
惠利医院运动医学获评“宁波市医学重点学科”。

站在新的起点，这支团队将继续深耕肩关节外科、膝关节外
科、足踝外科等优势亚专科领域，完善运动康复板块，提升重大课
题科研能力，推动建立运动促进健康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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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是良医。研究表明，运
动可以促进糖尿病、高血压等多
种慢性病的治疗。然而，运动也
可能带来各种损伤，常见的如膝
关节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踝关
节扭伤、肩关节脱位等，让许多人
无法重返运动场。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逐步提
升，运动损伤的防治越来越受到
关注。去年，运动医学正式纳入
临床医学二级学科，与内科、外
科、妇产科、儿科等平级。

“运动医学的宗旨是功能至
上、早期康复、重返运动。发展运
动医学，对国家全民健身计划与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
义。”据该院运动医学科主任李瑾
介绍，李惠利医院运动医学起步
早，早在2013年5月便成立运动
医学门诊，并成立李惠利医院运
动医学中心，也是宁波市最早成
立的运动医学中心，由时任中华
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主委李国平
教授和陈世益教授共同揭牌。

经过运动医学人的不懈努
力，打下坚实基础，运动医学门诊
如今成了一号难求的热门诊室。

多年来，李瑾十分注重亚专
科建设和专科发展，不断增加开
展手术种类，拓展业务范围，已

陆续开设肩关节门诊、膝关节门
诊、足踝门诊，亚专科建设颇有
成效。在最擅长的肩关节外科
方面，熟练开展巨大肩袖撕裂、
肩关节复发性脱位、肩关节粘
连、肩袖损伤及断裂等各种疾病
的诊治，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肩
关节手术技术。仅2021年，该
团队就开展肩关节手术超1200
例，尤其巨大肩袖撕裂修补技术
水平在省内处领先地位。

该院运动医学东部病区主任
彭兆祥告诉记者，膝关节骨性关
节炎的保膝治疗也是该团队开展
的特色医疗技术项目，极大地减
轻了疾病带给患者的痛苦和经济
负担。不过，对于病情严重不得
不实施手术的患者，团队采用膝
关节单髁置换、胫骨高位截骨术
（HTO）等国际先进手术方式。
还将半月板损伤纳入日间手术范
畴，为患者提供极大的便利。目
前已开展膝关节手术超5000例。

该院沈延东团队的足部矫
形及足踝疾病关节镜治疗水平
在宁波市及浙江省内具有一定
的知名度，髋关节疾病的髋关节
镜微创治疗迎合目前“微创化”
及“快速康复”医疗理念，受到患
者及业内同行的认可。

3月底，李瑾刚刚在线上
参加了一项临床试验的启动
会。该项临床试验由在运动
医学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作为牵头单位，联合
四家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共同
完成，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
利医院占有一席之地。

肩袖撕裂是骨外科最常
见的肌腱损伤，在40-60岁
的人群中，肩袖撕裂发生率高
达15%，导致肩关节疼痛、活
动度降低、功能减弱等问题，
经保守治疗无效的患者及肩
袖大面积损伤患者，通常采取
外科手术治疗。不可修复性
肩袖损伤占20%-40%，其修
补失败率高达94%，是当下临
床的重点与难点。

目前国内尚无肩袖补片
产品获批上市，尚处于空白，
之前国内医生手术采用的都
是国外进口的脱细胞生物增
皮补片，对患者的经济压力也
是不小的考验。因此，迫切需
要一种能有效促进肩袖撕裂
再生性修复的肩袖补片产品，
提高患者肩袖修复的术后效
果，增加医生治疗肩袖撕裂的
手段。

此次李惠利医院参与临
床试验的可再生肩袖补片采
用国内自主研发的静电纺亲
水性软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
制成，材料具有良好的力学性

能，植入损伤部位后，在逐层
降解的同时诱导组织原位再
生，材料充分自体化，并形成
生理性肌腱-骨愈合。

“从目前的临床试验结
果来看，可再生肩袖补片通
过专利配方的纤维蛋白原
降解激活免疫应答，促进筋
膜、肌腱、骨骼肌的原位再
生，从而帮助患者实现功能
和结构重建。”李瑾说，这也
从侧面印证了该团队在业
内的知名度。

不仅在临床上掌握了核
心技术，他们在科研方面更是
令人刮目相看。去年，李瑾团
队一项在巨大不可修复肩袖
撕裂方面的创新术式被世界
顶级骨科杂志《The Bone
& Joint Journal》刊 登 发
表，这也是近10年来浙江省
内唯一在该杂志上发表的一
篇研究性文章。

团队创新的脚步不绝于
此，丁少华设计的“三明治”
补片，就是把两层生物组织
层和一层人工纤维层复合成

“三明治”结构，既能够确保
补片具有足够的力学强度和
生物相容性，同时又不易发
生“蠕变”且愈合率高，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

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
同行的高度认可，并多次在大
型学术会议上交流经验。

经过多年发展，该团队共
有12名医生，包括3名主任医
师、5名副主任医师，博士10
人、硕导5人。其中，李瑾主
任当选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
分会下肢运动创伤学组委员，
丁少华主任医师当选上肢运
动创伤学组委员，同个科室两
位医生一起当选全国委员，这
在宁波卫生系统非常少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运
动医学团队的实力更是体现
在方方面面。去年，他们获得
了全院唯一的2021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研究水平连续两年在全
院排名第四。

如今，团队与上海市伤骨
科研究所达成合作协议，旨在
健全运动医学实验室，进一步
提升教学能力、扩大学科影响
力。积极与中国科学院宁波
材料所合作，利用中科院宁波
材料所的研究硬件、软件资源

上的优势，形成研究特色。
3年来，科室完成宁波市

内院际会诊平均每年60例，
会诊覆盖包括北仑区、奉化
区、余姚市、慈溪市、宁海县和
象山县，覆盖率达60%。

不仅如此，团队成熟的肩
关节镜手术吸引了来自国内
外的医生前来参观、进修，6
年来先后接待了300余名，运
动医学科也成了全院接收交
流学员最多的科室。

下一步，他们将主攻运动
康复，为运动损伤患者提供专
业、系统的康复锻炼指导和评
估，亦可配合外科医师的手术
治疗，尽最大限度恢复患者的
运动水平。

“微创精准防治运动伤，
促进患者快速康复，为全民健
身保驾护航。”李瑾说，团队将
继续朝着这个目标全力奋进。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徐晨燕

全市最早运动医学中心
实现“多条腿走路”

全院接收
交流学员最多的科室

跻身第一梯队
参与全国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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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医学中心成立时团队合影运动医学中心成立时团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