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卫生管理奖、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
青年科技奖候选项目公示： 

 

1.推荐奖种：医学科学技术奖 

2.项目名称：皮肤创面愈合新机制及转化医学研究 

3.推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4.推荐意见： 

该项目在 30 余项国家及省部级项目的支持下，并通过科企等合作，历时

20 余年，揭示了 P311、NO、T 淋巴细胞等多种内源性分子与细胞调控皮肤创面

修复的新机制，在此基础上成功进行了转化研究。阐明了新分子 P311、神经-

内分泌因子、一氧化氮（NO）等内源性分子调控皮肤创面修复细胞的新机理；）

率先发现了皮肤 T 淋巴细胞、共刺激分子 CTLA4 等通过调控创面局部微环境促

进皮肤创面修复的新机理，提出了诱导创面局部免疫耐受等新策略；成功研制

并转化上市了“CTLA4Ig-重组腺病毒载体转染猪皮”、“脱细胞真皮基质微粒”、

“水凝胶止痒敷料”、“硅胶创面贴膜”等四种应用于创面修复治疗的新产品。

该项目共发表高质量研究论文 171篇，其中高水平杂志发表 SCI 论文 120 余篇，

在中华烧伤杂志等核心期刊杂志及国内 SCI 杂志 Burns & Trauma（IF3.088）

等发表论文 50 余篇。本项目共获国家专利 26 项，并通过转化研究，研制出 17

种促进创面修复的多功能先进材料/敷料，其中 4 项产品成功获批上市，应用于

临床皮肤创面的修复。总体技术水平和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内同领域内领先水

平，完成人员的贡献清晰，结果真实可靠，评价客观，均有支撑材料，经公示

无异议，推荐该项目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5. 项目简介： 

本项目在 35 项国家与军队重大、重点等科技项目的资助下，历时 20 余年，

系统开展了皮肤创面愈合机理研究，揭示了新分子 P311、局部微环境等内源性

分子调控皮肤创面修复关键环节的新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与材料学、免疫学

等交叉融合，研发了多种促进创面修复的多功能先进材料/敷料。共发表高质量

研究论文 171 篇，获国家专利 26 项，获批医疗器械证书 4 项。相关产品和治疗

技术在 15 家国内知名医疗及科研机构推广应用，取得较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本项目主要创新点如下： 

一、揭示了多种内源性分子调控皮肤创面修复细胞的新机制 

（一）阐明了新分子 P311、神经-内分泌因子、一氧化氮（NO）等内源性

分子调控皮肤创面修复细胞的新机理： 

1.首次明确了新分子 P311 促进皮肤创面愈合的重要作用及分子机制：1）

明确了 P311 在创面愈合中的重要调控作用： 2）阐明了 P311 通过调控血管新

生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机制： 3）发现了 P311 促进表皮干细胞脱粘附离巢迁

移的作用及机制，提出了“创面-炎性因子和缺氧-P311–RhoA/Rac1-表皮干细

胞离巢迁移-上皮化与创面修复”创面愈合新机制。4）明确了 P311 诱使表皮

干细胞向肌成纤维样细胞转分化的作用与机制，提出了“炎性因子和缺氧

-P311 -TGFβ1-Smad2/3-EpMyT-细胞外基质分泌增多-迁移能力增强-促进创

面愈合”的新机理。5）发现了 P311 通过调控成纤维细胞功能促进创面愈合的

作用与机制。6）阐明了关键核转录因子 HIF1α、eIF6 通过调控 P311 表达而

调节创面修复的作用的机制。 



2. 首次发现了内啡肽、雌激素、血管紧张素等神经-内分泌因子在创面修

复中的重要作用，并证实了富血小板血浆通过不同生长因子协同作用而更好地

促进皮肤创面修复。发现了 NO 分别通过 cGMP/integrin β1/Talin 与 cGMP / 

FoxG1 / c-Myc 促进表皮干细胞脱粘附与增殖而促进创面修复。  

（二）率先发现了皮肤 T 淋巴细胞、共刺激分子 CTLA4 等通过调控创面局

部微环境促进皮肤创面修复的新机理，提出了诱导创面局部免疫耐受等新策略： 

1. 首次明确了表皮 DETC与真皮 Vγ4 T淋巴细胞通过交互作用调节创面免

疫微环境从而影响皮肤创面愈合的作用与机理，提出了“Vγ4 T淋巴细胞与 DETC

协同作用，Vγ4 T 淋巴细胞通过 IL-17A-IL-1β/23 正反馈环路与表皮细胞相

互作用，而 DETC 通过 IL-15-IGF-1环路与创缘表皮细胞相互作用”促进创面愈

合的新机理。 

2. 提出了在创面移植的异基因皮肤局部诱导免疫耐受微环境促进创面修

复的新策略发现了真皮来源及脐带来源间充质干细胞主要通过调控创面局部微

环境促进创面修复与组织再生。 

二、在发现皮肤创面愈合新机理基础上进行转化研究，研制出 17 种促进创

面修复的多功能先进材料/敷料，其中 4 项产品获批上市，在临床推广应用，取

得了较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1.成功研制出 21 种系列促进皮肤创面修复的多功能材料/敷料 

1）通过高分子材料改性研制了 17 种多功能仿生敷料以维持创面局部最佳

物理微环境，促进创面修复 2）研发出系列抗菌生物材料改善创面感染微环境，

促进了感染创面愈合。3）研发出多种缓释生长因子的多功能材料，弥补创面微

环境中生长因子的不足，促进创面修复。4）利用 3D 打印成功制备出多种人工

皮肤，提出了修复大面积皮肤缺损创面的新策略。 

2. 成功研制出“CTLA4 Ig-重组腺病毒载体转染猪皮”、“脱细胞真皮基质

颗粒”、“硅胶创面贴膜”等 4 种促进创面愈合、改善创面修复质量的产品并转

化上市，取得了良好临床疗效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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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名 行 政 职

务 

技 术 职

称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贡献 

罗 高

兴 
1 所长 正高 

陆 军 军 医

大学 

提出了应用 CTLA4Ig 诱导局部免疫耐受
的理念，发现了 P311、NO 等内源性分子
在创面愈合中的作用及机制；阐明了皮肤
局部 T 淋巴细胞在创面修复中的作用与
机制；在发现皮肤创面愈合新机理基础上
进行转化研究，研制出 17 种促进创面修
复的多功能先进材料/敷料。作为主研人
员研制并成功转化出“CTLA4 Ig-重组腺
病毒载体转染猪皮”、“脱细胞真皮基质
微粒”、“水凝胶止痒敷料”、“硅胶创面
贴膜”四种医疗器械产品。在本项目中共
获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 12 项，获国家
专利 18 项，发表论文 117 篇，其中 SCI
论文 72 篇。 

吴军 2 主任 正高 
陆 军 军 医

大学 

发现了 P311、NO 等内源性分子在创面愈
合中的作用及机制；提出了应用 CTLA4Ig
诱导局部免疫耐受的理念，作为主研人员
研制并成功转化出“CTLA4 Ig-重组腺病
毒载体转染猪皮”、“脱细胞真皮基质微
粒”、“水凝胶止痒敷料”、“硅胶创面贴
膜”四种医疗器械产品。占本人工作量
50%，对创新点①②作出创造性贡献。 

程飚 3 主任 正高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南

部 战 区 总

医院 

发现了神经-内分泌系统中的内啡肽/阿
片受体、雌激素/雌激素受体、血管紧张
素/管紧张素 II 受体等通过调节表皮干
细胞而在创面愈合速度及愈合质量中发
挥重要作用。并发现，酪氨酸激酶表达差
异可能是造成创面不同愈合结局的重要
因素之一。通过基础与临床研究发现，成
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血小板源性生长因
子可通过协同作用促进周围神经纤维及
末梢的成熟和对相关组织再支配的特异
性而加速创面愈合、提高修复质量。并发
现，活化的富血小板血浆产生多种因子的
比例与体内相同，更有利于生长因子之间
通过最佳协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
既往单一生长因子刺激创面修复欠佳的
缺陷与不足，而通过促进表皮干细胞、成
纤维细胞等创面修复功能细胞增殖和迁
移等而提高各类急、慢性创面的愈合速
度、改善创面愈合质量。 

史 春

梦 
4 主任 正高 

陆 军 军 医

大学 

发现了真皮来源及脐带来源间充质干细
胞主要通过调控创面局部微环境促进创
面修复与组织再生。对创新点②⑤作出创
造性贡献，占本人工作量 30%。 

贺 伟

峰 
5 副所长 正高 

陆 军 军 医

大学 

明确了表皮 DETC 与真皮 Vγ4 T 淋巴细胞
通过交互作用调节创面免疫微环境从而
影响皮肤创面愈合的作用与机理，提出了
“Vγ4 T淋巴细胞与 DETC协同作用，Vγ4 
T 淋巴细胞通过 IL-17A-IL-1β/23 正反
馈环路与表皮细胞相互作用，而 DETC 通
过 IL-15-IGF-1 环路与创缘表皮细胞相



互作用”促进创面愈合的新机理。对创新
点①②⑤作出创造性贡献，占本人工作量
70%。 

夏 和

生 
6 无 正高 四川大学  

通过对硅橡胶及聚氨酯等高分子材料进
行改性，研制出了多种多微孔结构双层仿
生敷料，保证创面合适湿度、透气不透水
及必要的机械强度，促进了创面的修复。
其中，共同研制的 “硅胶创面贴膜”成
功转化并上市，在临床应用于促进创面修
复，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第
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一道还
研制出了多种石墨烯的高分子材料用于
感染创面治疗。通过与第三军医大学西南
医院烧伤研究所相互合作，共发表高质量
SCI 论文 7 篇。占本人工作量 40%。对创
新点②作出创造性贡献。 

邓君 7 无 正高 
陆 军 军 医

大学 

 研发出系列抗菌生物材料改善创面感染
微环境，促进了感染创面愈合。3）研发
出多种缓释生长因子的多功能材料，弥补
创面微环境中生长因子的不足，促进创面
修复。占本人工作量 70%。对创新点②作
出创造性贡献。 

李 海

胜 
8 无 正高 

陆 军 军 医

大学 

明确了 P311 诱使表皮干细胞向肌成纤维
样细胞转分化的作用与机制，提出了“炎
性因子和缺氧 -P311 -TGFβ1-Smad2/3 
-EpMyT-细胞外基质分泌增多-迁移能力
增强-促进创面愈合”的新机理占本人工
作量 50%。对创新点①②作出创造性贡献。 

徐瑞 9 无 副高 
陆 军 军 医

大学 

通过对硅橡胶及聚氨酯等高分子材料进
行改性，研制出了多种多微孔结构双层仿
生敷料，保证创面合适湿度、透气不透水
及必要的机械强度，促进了创面的修复。
其中，共同研制的 “硅胶创面贴膜”成
功转化并上市，在临床应用于促进创面修
复，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占本
人工作量 60%。对创新点②作出创造性贡
献。 

钱卫 10 无 中级 
陆 军 军 医

大学 

研发出系列抗菌生物材料改善创面感染
微环境，促进了感染创面愈合。。占本人
工作量 60%。对创新点①作出创造性贡献。 

谭 江

琳 
11 无 副高 

陆 军 军 医

大学 

发现了 P311 通过调控成纤维细胞功能促
进创面愈合的作用与机制；阐明了关键核
转录因子 HIF1α、eIF6 通过调控 P311 表
达而调节创面修复的作用的机制。占本人
工作量 60%。对创新点①作出创造性贡献。 

詹 日

兴 
12 无 副高 

陆 军 军 医

大学 

发现了 NO 等内源性分子在创面愈合中的
作用及机制；作为主研人员研制并成功转
化出“脱细胞真皮基质微粒”、“水凝胶
止痒敷料”2 种医疗器械产品。占本人工
作量 50%，对创新点①②作出创造性贡献。 

周 俊

峄 
13 无 中级 

陆 军 军 医

大学 

通过混合/单独胸腺移植明确了成熟 T 淋
巴细胞可通过胸腺再循环的方式获得供
体特异性的免疫耐受，为诱导异基因皮肤
移植的长期免疫耐受提供了理论基础；.
发现了核糖体失活蛋白（RIP）家族包括
一种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小分子蛋白
Luffin P1 ， 通 过 成 功 构 建 重 组 人



 

 

9. 完成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排名：第一 

对本项目的贡献：完成了本项目的绝大部分工作，包括项目的总体设计、课题

申请与完成、文章发表、专利申请及转化医学研究。共申请国家自然基金重点、

面上及青年基金等课题 16 项、省部级课题 12 项。在这些基金的支持了，阐明

了新分子 P311、神经-内分泌因子、一氧化氮（NO）等内源性分子调控皮肤创

面修复细胞的新机理；发现了皮肤 T 淋巴细胞、共刺激分子 CTLA4 等通过调控

创面局部微环境促进皮肤创面修复的新机理，提出了诱导创面局部免疫耐受等

新策略：在发现皮肤创面愈合新机理基础上进行转化研究，研制出 17 种促进创

面修复的多功能先进材料/敷料。为此在 Biomaterials、Advanced Material、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

Frontiers in Immunology 等高水平杂志发表 SCI 论文 80 余篇，总被引 2000

余篇次；在中华烧伤杂志等核心期刊杂志及国内 SCI 杂志 Burns & Trauma

（IF3.088）等发表论文 40 余篇，总被引 300 余篇次。在皮肤创面愈合机制的

基础研究基础上，研制出多种用于创面修复的材料与敷料，通过科企合作，4

项产品获批上市。 

 

单位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排名：第二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项目的所有研究内容和创新的实验设计、组织实施、归纳

总结、论文撰写和专利申请等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原第三军医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为本项目提供了全部

资金、主要研究人员、研究场所和仪器设备，对项目进行的监督管理，有力保

证了本项目的顺利完成。 

 

单位名称：四川大学： 

IL2-Luffin P1 融合蛋白，证实了其对 T
淋巴细胞功能的抑制作用，并可延长异基
因移植皮肤在创面的存活时间。占本人工
作量 50%，对创新点①作出创造性贡献 

邢 孟

秋 
14 无 正高 

陆 军 军 医

大学 

研发了多功能仿生敷料以维持创面局部
最佳物理微环境、抗感染等功能材料；利
用 3D 打印成功制备出多种人工皮肤，提
出了修复大面积皮肤缺损创面的新策略。
占本人工作量 30%。对创新点②作出创造
性贡献。 

潘 银

根 
15 主任 正高 

江 苏 优 创

生 物 医 学

科 技 有 限

公司 

为改善深度皮肤创面修复质量，通过与第
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联合对
脱细胞真皮基质进行改性与颗粒化研究，
研制出“脱细胞真皮基质颗粒”，并成功
转化，产品成功上市，应用于改善深度皮
肤创面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与社会
效益。本人工作量 30%。对创新点②作出
创造性贡献 



排名：第三 

对本项目的贡献：通过对硅橡胶及聚氨酯等高分子材料进行改性，研制出了多

种多微孔结构双层仿生敷料，保证创面合适湿度、透气不透水及必要的机械强

度，促进了创面的修复。其中，共同研制的 “硅胶创面贴膜”成功转化并上市，

在临床应用于促进创面修复，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第三军医大学

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一道还研制出了多种石墨烯的高分子材料用于感染创面治

疗。通过与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相互合作，共发表高质量 SCI 论

文 7 篇。 

 

单位名称：重庆大清医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排名：第四 

对本项目的贡献：根据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研究所提出的 CTLA4 用于诱

导皮肤移植物耐受而促进异体/异种皮肤移植物长期存活的新策略，通过应用

CTLA4 Ig-重组腺病毒载体在体外转染新鲜猪皮，成功制备 CTLA4 Ig-重组腺病

毒载体转染猪皮，成功转化于 2004年成功获批国家 FDA注册证书（20043060549）

与生产证书（20030098），CTLA4 Ig-重组腺病毒载体转染猪皮产品应用于烧伤

创面的临床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单位名称：江苏优创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排名：第五 

对本项目的贡献：为改善深度皮肤创面修复质量，通过与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

院烧伤研究所联合对脱细胞真皮基质进行改性与颗粒化研究，研制出“脱细胞

真皮基质颗粒”，并成功转化，产品成功上市，应用于改善深度皮肤创面的治

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与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