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脓毒症患者多器官功能保护策略的研究与
临床应用公示内容

1.项目名称：脓毒症患者多器官功能保护策略的研究与临床应用

2.推荐单位：安徽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

3.推荐意见：

项目背景：脓毒症是重症医学领域的重要疾病，具有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

本项目针对脓毒症患者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临床难题，深入探索脓毒症的病理生

理机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治疗策略，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社会价值。

项目成果：项目团队在脓毒症脑病、肝损伤、血液净化治疗等方面取得了重要

研究成果。发表学术论文 28 篇，其中 SCI 论著 4 篇，中文论著 20 篇，中文综

述 4 篇。研究成果已经在临床上得到应用，为脓毒症患者的多器官功能保护提

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项目意义：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有望降低脓毒症患

者的死亡率，改善患者的预后，减少长期残疾和认知障碍的发生，从而减轻社

会医疗资源的负担。项目成果对于提升我国脓毒症治疗水平，促进公共卫生健

康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脓毒症多器官功能保护策略的研究与临

床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4. 项目简介：

脓毒症的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尤其在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

脓毒症患者的数量庞大，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脓毒症不仅影响肺

部、心脏、肝脏和肾脏等重要器官的功能，还可能导致长期的认知障碍，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开展脓毒症多器官功能保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和社会价值。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1.脓毒症脑病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本项目通过构建

脓毒症模型，发现脓毒症小鼠出现认知和学习障碍，揭示了神经炎症、氧化应

激和血脑屏障破坏在脑损伤中的潜在作用。特别是，项目提出了右美托咪定和



靶向 TGR5 能够改善脓毒症小鼠的神经功能，为 SAE 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2.

脓毒症相关性肝损伤的研究：项目系统性地提出了线粒体功能障碍在脓毒症引

起急性肝损伤中的作用，并发现川芎嗪能够通过改善线粒体功能障碍发挥肝脏

保护作用。3.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脓毒症的研究：项目对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

脓毒症的适应证、时机、目标设定、抗凝方案等进行了系统研究，证实了其在

炎症因子清除和免疫调节方面的作用，并在国内率先提出肝素在治疗脓毒症中

的双重调节作用。4.脓毒症患者预后评估体系的构建：项目通过分析大量临床

指标，构建了脓毒症患者预后评估体系，提出了多个独立危险因素，为临床预

后评估提供了新的工具。5.脓毒症引起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的研究：项目率先

在国内提出脓毒症引起毛细血管渗漏症的易患因素及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并

指出羟乙基淀粉可以降低患者的病死率。研究成果与应用：本项目共发表学术

论文 28 篇，其中 SCI 论著 4 篇，中文论著 20 篇，中文综述 4 篇。研究成果不

仅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认可，而且已经在临床上得到应用，为脓毒症患者的多

器官功能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通过本项目的研究与应用，有望降

低脓毒症患者的死亡率，改善患者的预后，减少长期残疾和认知障碍的发生，

从而减轻社会医疗资源的负担，具有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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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成人情况，包括姓名、排名、职称、行政职务、工作单位、对本项目

的贡献

姓名 金朋 排名 1 职称 特任副研究员、主治医师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行政职务 无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第一完成人金朋作为项目负责人，在脓毒症患者多器官功能保护策略的研究与临床应用项目中发

挥了核心作用。领导团队深入研究脓毒症的病理生理机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治疗策略。发表

多篇学术论文。对应主要创新点一。附件 1-1。

姓名 刘海华 排名 2 职称 副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行政职务 无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刘海华副主任医师在项目中主要负责脓毒症相关性肝损伤的研究。他系统性地提出了线粒体功能

障碍在脓毒症引起急性肝损伤中的作用，并发现川芎嗪能够通过改善线粒体功能障碍发挥肝脏保

护作用。刘海华医师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认可，为脓毒症患者的多器官功能保护提供

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对应主要创新点二。附件 1-5、1-7。

姓名 张霖 排名 3 职称 主治医师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行政职务 无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张霖主治医师在本项目中做出了显著的学术贡献，特别是在脓毒症引起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

的研究以及脓毒症肝功能损伤的机制研究方面。她通过分析大量临床资料，揭示了脓毒症患者中

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的易患因素及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为该综合征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

要依据。此外，张霖医师还深入探讨了脓毒症引起的急性肝功能损伤，系统性地阐述了线粒体功

能障碍在该病理过程中的作用，并发现川芎嗪通过改善线粒体功能障碍。对应创新点二、五。附

件 1-5，1-6.

姓名 陶小根 排名 4 职称 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行政职务 病区主任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陶小根主任在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脓毒症的研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对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

脓毒症的适应证、时机、目标设定、抗凝方案等进行了系统研究，证实了其在炎症因子清除和免

疫调节方面的作用，并在国内率先提出肝素在治疗脓毒症中的双重调节作用。对应创新点三、四。

附件：1-3、1-9、2-9。

姓名 费明明 排名 5 职称 副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行政职务 病区主任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费明明副主任医师在脓毒症患者多器官功能保护策略的研究与临床应用项目中，专注于脓毒症

患者预后评估体系的构建与优化。她通过深入分析临床数据，识别并验证了多个与脓毒症患者预

后密切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对应创新点四。附件 1-10.



8. 完成单位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排名，对本项目的贡献

姓名 姚秀英 排名 6 职称 副主任护师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行政职务 护士长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是该项技术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在该项工作的引进和开展中做了大量护理技术操作和危重病人

护理管理工作，积极参与该项技术的推广，并培养了许多学生从事该项技术操作，参与省级继教

班授课，对第三、第四创新点做出了重要贡献。附件：1-4，2-1 至 2-8.

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贡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在脓毒症患者

多器官功能保护策略的研究与临床应用项目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单位提供了项目实施所

需的关键科研平台和临床资源，确保了研究的顺利进行和成果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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