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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急性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规范化防治体系的建立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广西医学会

推荐意见  

项目简介

急性骨筋膜室综合征（Acute osteocompartment syndrome，ACS）是指由骨、骨间膜、

肌间隔和深筋膜形成的 筋膜室内肌肉、神经等组织因急性缺血、缺氧而引起的一系列临床综合

征，是创伤骨科的严重并发症之一。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高能量损伤、多发伤及多发性骨

折日趋增多，我国ACS的发生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给国家、家庭带来了

沉重的负担，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损失。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医务人员掌握对ACS发病诊断和防

治措施。

ACS最常于重大创伤不久后发生，尤其是涉及长骨骨折的时候。然而，ACS也可发生于轻微创伤

后或由非创伤病因所致。简而言之，任何减少筋膜室容量或增大筋膜室内液体量的因素均可提高

骨筋膜室内压力，置患者于发生骨筋膜室综合征的风险之中。因受到专利和技术困扰，以往我国

急性骨筋膜室综合征诊断技术水平与国外有较大差距，长期存在ACS误诊和漏诊导致患者出现严

重并发症甚截肢。本项目针对ACS的早期诊断技术创新和规范化防治进行了长期产学研相关研究，

解决了该疾病早期发病阶段能及时准确诊断和防治的难题，突破了ACS早期诊断的技术瓶颈，实

现了临床转化和广泛应用，推动我国ACS诊断技术及其防治体系到达先进水平。

本项目长期致力于完成ACS的早期诊断技术创新和规范化防治研究。获省部级课题2项，获得实

用新型骨筋膜室综合征的诊断专利 3项，翻译并出版英文专著1部，发表文章60余篇。同时，

本项目在ACS的诊断与治疗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现已完成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大规模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创新性发明垂直水柱筋膜室压力测量方法，并广西区内

不同层次医疗机构推广普及，使广西区内ACS的诊治水平进一步提高；2003年以来，在区内多

家医院推广“一次性骨筋膜室测压器”技术，获得良好的临床疗效和社会经济效益；同时，积极在

国内医疗机构推广普及，提高ACS的诊疗技术推广和应用。并牵头撰写和制定 ACS的中国诊疗指

南——《中国急性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与治疗指南（2020版）》，填补国内该研究领域空白，

极大提高国内ACS早期规范化诊疗的水平，以期进一步建立ACS规范化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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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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伟 1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教授,主任医师 科室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劲民 2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 教授,主任医师 校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韦庆军 3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教授,主任医师 副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程建文 4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廖亮 5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钊 6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梁晓南 7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主任医师 医务部副部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阳富春 8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薛明强 9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陆荣斌 10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廖世杰 11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许国杰 12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近 13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韦东磊 14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吴洋 15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新技术创新和研究；参与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新技术和早期防治体系建立，

参与指导了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诊断的技术在临床转化应用，参与ACS诊断关键技术难题。是“广西骨筋膜

室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基础与临床”等课题的主要参与人。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始终坚持以国家发展战略和广

西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为导向，率先支持赵劲民和苏伟教授团队在广西开展急性骨筋膜室综合征（ACS）

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大力协助牵头国内专家起草了国内首部ACS相关指南《中国急性骨筋膜室综合征早期

诊断与治疗指南》(2020版）。

医院提供场地和经费成功多次举办和协办全国再生医学博士后论坛，广西-东盟骨科高峰论坛、广西医科大

学骨科论坛等高水平学术会议，积极搭建广西与国内外骨科学术交流急性骨筋膜室综合征相关诊治规范的平

台，屡创广西风气之先，留下了诸多敢为人先的第一和唯一，突出奉献许多科研以及学科建设成果，为广西

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医学人才，为地方和国家高等教育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已成

为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研究生教育跨越发展的一个缩影。

得益于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对急性骨筋膜室综合征的科学研究和深度探索的支持，对科研计划的安排，提供

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技术、实验室场地环境。科研经费方面，对于本研究的自治区级项目、科技厅项目等，都

给予了大量的配套经费，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人才梯队的建设，医院的整体建设与水平更上一层楼。与此同

时，研究相关成果反哺学校、医院，在广西乃至全国急性骨筋膜室综合征临床诊治效率及精度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