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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干细胞组织工程在骨修复重建中关键技术的临床应用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山东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推荐书及其附件材料，确认真实有效，相关栏目符合填

写要求。按照要求，我单位及完成人所在单位均进行了公示，确认完成人、完成单

位排序无异议。

        该项目通过探索干细胞组织工程在骨修复重建中关键技术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

用，在新型材料研发、材料应用条件及成骨影响因素、干细胞成骨分化机制、组织

工程技术联合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良好的临床应用效果。该

项目形成了多种具备创新性的理论基础，发表高质量科研论文 12 篇，其中 SCI 论文

4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8 篇。申报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研究成果

经科技查新和专业机构鉴定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相比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论

文多次被国内外同行引用，项目组成员将研究成果多次在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

会举办的国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介绍，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认可。该项目培养

研究生 8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 1 名，博士后 1 名。该项目为干细胞组织工程在骨修

复重建中关键技术的临床应用开拓了研究，提供了扎实理论依据，取得了一定关键

技术的突破，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和显著的社会效益。

        对照中华医学科技奖的申报条件，同意推荐该项目。

项目简介     该项目属骨外科学领域。骨组织缺损是创伤骨科棘手难题之一，发病率高达四肢

骨创伤的 15%；难治性骨组织缺损常伴有骨折不愈合、感染等严重并发症，影响患

肢功能恢复，延长患者治疗时间，增加医疗负担。目前，难治性骨缺损治疗方法主

要包括自体骨移植和异体骨移植。自体骨移植存在骨量受限、局部结构和功能受损

等局限性；采用异体骨移植存在成骨困难、痊愈时间长、疗效不确切和术区感染等

局限。难治性骨缺损手术治疗的并发症发生率高，其治疗策略的制定一直是困扰骨

科医生的重大难题，亟待深入研究。对其成骨机制的研究，能够为骨修复重建的探

索提供思路。

        针对上述难题，该团队通过一系列分子生物学、组织工程研究和临床研究，在

骨缺损的成骨调控分子机制、新型修复材料研制、材料生物学应用、微创治疗策略

构建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主要创新点如下：

       1、率先发现骨组织中 PTEN和 DKK1 基因对骨缺损细胞增殖和分化具有关键调

控作用。针对骨缺损中细胞修复情况，阐明了 PTEN基因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分

化的调控机制及其调控条件；在细胞成骨分化方面，揭示了MiR-9抑制 DKK1 基因

促成骨分化的作用机制。该成果为骨缺损修复重建中干细胞成骨分化作用机制提供

了理论依据。

        2、研发新型骨组织工程材料用于骨缺损修复。该成果改良了传统羟基磷灰石/

亲水石墨烯（HA/HG）材料的理化结构，提高了材料与细胞的粘附效力，使材料表

面的骨细胞存活率和增殖率增加 264.81%，在体内验证了该新型材料的安全性、生



物相容性和修复成功率。

        3、创建干细胞-新型骨材料-富血小板血浆（PRP）/生长因子关键技术联合应

用，复合构建治疗新方案。该方案充分将干细胞分化增殖能力和新材料支撑引导作

用以及 PRP/生长因子调节控制等优势集合，复合构建理想骨组织工程材料。通过前

期动物实验和相关论证，证实了该技术方案具有骨修复能力更强、成骨效果更佳、

新生骨组织具有更好抗压力学强度等优势；同时验证了该技术方案在临床应用的可

行性和有效性，为临床转化应用奠定了基础。

        4、建立并临床应用了基于PRP联合微创手术治疗的骨组织工程技术新策略。

该成果借助关节镜技术，采用微创外科理念实现了基于PRP微创治疗骨缺损。通过

系统实验和临床应用研究，获取了充足临床数据，探索了骨组织工程临床应用的标

准治疗方案；同时明确了 PRP、骨形成蛋白（BMP）、基底膜蛋白多糖等诸项因素

对成骨和成软骨分化增殖的影响。

        该项目发表高质量论文 12 篇，其中 SCI 论文 4 篇（最高 IF= 5.268），中文核

心期刊论文 8 篇，SCI总引用次数 39，他引次数 54；授权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

专利 3 项。研究成果经科技查新和专业机构鉴定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相比较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该成果在 COA、中国医师协会年会及官媒“骨科在线”、“唯医骨科”中均有

报道，并受邀在中国香港、墨西哥、日本、韩国等世界骨科学术会议中发言展示，

得到同行专家高度认可。该项目培养研究生 8 名，其中博士研究生 1 名，博士后 1

名。该项目不仅为组织工程技术在骨修复重建中关键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临床前应用评价中亦取得了关键技术的突破，为临床应用提供了扎实理论依据，

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和显著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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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于腾波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作为本项目总负责人，全面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规划、组织

实施及总结，对全部研究内容均作出突出贡献。

2、在创新点一，共同创新研发了 HA/HG 复合材料，创造性地对其细胞增殖率进行

了研究（附件 1、41、36）；在创新点二，率先提出并展开了 PRP联合关节镜手术

治疗技术的研究；在创新点三，带领项目组揭示了 PTEN基因和MiR-9对干细胞增

殖分化的作用机制；在创新点四，实现了复合构建新型组织工程材料支架，证明了

该技术在骨修复重建中的优越性和可行性。

    3、在本项目中，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13 篇，其中 SCI 论文 4 篇，中文

核心期刊论文 9篇；申报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姓名：戚超

排名：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作为本项目主要成员，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组织、实施，

对大部分研究内容均作出贡献。

2 、协助组建研究团队；在创新点二，指导制备纳米羟基磷灰石（Nano-HA)复合

PRP与 BMP-4 的骨组织工程材料，对其应用进行了深入研究（附件 36）；在创新

点三，首次揭示了 PTEN基因敲除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增殖能力增强，

但其成骨、成脂的多向分化潜能降低；在创新点四，协助实现了复合构建新型组织

工程材料支架，并对相关性能进行了检测。3、在本项目中，以第一和通讯作者分

别发表代表性论文 2 篇，其中 SCI 论文 1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 篇，参与其他论

文 4 篇。

姓名：邢士超



排名：3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科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主要成员，对基础实验的设计、实验进展以及结果分

析具有重要贡献。

   1.协助组建本项目研究队伍。

   2.在本项目研究中，主要全面负责新型骨组织工程材料的研发。在创新点一中，

负责羟基磷灰石/亲水石墨烯（HA/HG）复合材料的研发制备以及相关性能研究，

将技术成果申报国家发明专利和国际发明专利。

   3.发表 SCI 论文 1 篇，申报发明专利一项和授权国际发明专利一项。

姓名：陈进利

排名：4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主要成员，对整个项目的设计、组织协调、研究进展

具有重要贡献。

1.协助组建本项目研究队伍；

2.在本项目研究中，作为主要成员协助负责相关技术的临床应用实验的设计与实施

工作，其中对创新点二做出一定突出贡献：在创新点二中，具体负责进行了关节镜

联合富血小板血浆治疗技术的整体临床应用和相关数据的分析。

3.在本项目中，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1 篇。

姓名：张益

排名：5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主治医师

工作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主要成员，对整个项目设计、组织协调、研究开展具

有重要贡献。

1.协助组建本项目研究队伍。

2.在本项目研究中，作为主要成员协助负责大部分实验的前期设计与整体实施进展

工作，对部分研究内容和相关专利申报作出贡献，其中对创新点二及发明专利申报

做出一定突出贡献：在创新点二中，全面负责富血小板血浆治疗技术的 PRP的制备

与临床应用，后期相关数据采集评估分析。

3.在本项目中，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1 篇，（附件 43）。协助申报发明专利 3 项，

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姓名：赵夏

排名：6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主治医师

工作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主要成员，对整个项目的设计、组织协调、实验开展

以及结果分析归纳具有重要贡献。

    1.协助组建本项目研究队伍；

    2.在本项目研究中，作为主要成员协助负责实验的设计与进展工作，对部分研究

内容均作出贡献，其中对创新点四及专利申报做出一定突出贡献：在创新点四中，

具体负责进行了碳纳米管在治疗激素性股骨头坏死中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

的作用的基础实验研究。

    3.在本项目中，参与发表代表性论文 1 篇，（附件 36），申报发明专利 3 项，

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姓名：高甲科

排名：7

职称：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无 

姓名：申友亮

排名：8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主治医师

工作单位：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作为本项目主要成员，对基础实验的设计、实验进展以及结

果分析具有重要贡献。

2、主要负责基础实验的设计与进展工作，对相关研究内容作出贡献，其中对创新

点三做出一定突出贡献：在创新点三中，通过基础研究阐明了 PTEN基因对骨髓间

充质干细胞（BMSCs）增殖分化的调控机制，探索了 PTEN基因调控干细胞增殖分

化的相关条件。

3、参与发表 SCI 论文 1 篇。

姓名：马金龙

排名：9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医师

工作单位：青岛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1. 在本项目研究中，主要负责临床工作。为项目当中临床应用提

供一定经验。

2. 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 篇。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是本项目的实施单位并负责该项目的整体管理，



在本项目的研究和实施工作中提供了全面重要的支持，起到了牵头负责作用。1.科

技创新方面的贡献：为本项目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对项目的

顺利实施提供了人力，财力，物力和学术等各方面的支持。医院设有全院公共科研

平台——医学研究中心实验室、动物实验中心。拥有山东省重点实验室、山东省医

药卫生重点实验室、青岛市重点实验室等 20余个重点实验室。医院培养的优秀的

科研工作者、建设的设备技术先进的实验室、良好的科研政策是本项目能顺利完成

的必要条件。2.推广应用方面的贡献：积极认真组织学术交流，外请专家指导，为

本项目进行广泛宣传，将研究成果进行推广应用，做出了主要贡献。该项目的主要

完成人均为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职工，本项目的所有学术贡献主要来自青岛大学附属

医院。与其它有关单位无有关知识产权、排名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