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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脓毒症综合诊治新技术和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中山大学

推荐意见：                                                                  

    脓毒症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病症之一。目前国内外对脓毒症发病机制

尚不完全明确，也无特异性的有效临床诊疗方法。项目以提高脓毒症综合诊治能力

和质量控制为目的，开展了脓毒症器官功能保护、免疫调理治疗及脓毒症诊治质量

控制信息数据平台建设等一系列新技术的临床实践、创新应用及技术推广，取得了

重大的进步。主要成果包括（一）构建脓毒症器官功能保护的多层次防治新策略

（二）脓毒症免疫监测与治疗系列应用与研究 （三）构建脓毒症诊疗质量控制信息

平台。项目负责人为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美国重症学院院士 。多次

获邀撰写脓毒症相关综述或专家共识。项目组所在科室为 “广东省 ICU 质量控制中

心”、 “广东省危急重症临床研究中心”，是重症专科联盟理事长和主任委员单位，成

员单位超过 200 多家，覆盖华南、华东、华西、华北地区，每年开展基层医院重症

医学科主任培训班 2-4 期，主办或承办国家级、省级、市级等继续教育学习班、学

术会议超过 100 次，培训人数超过 5 万人。本成果推广应用范围广，覆盖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为脓毒症患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临床综合防治策略，提升了脓毒症诊疗

质量控制，获得国内同行的一致好评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

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

科技奖。

项目简介     脓毒症被定义为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而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全球每

年有数千万人罹患脓毒症，其中 1/4 甚至更多的患者死亡，脓毒性休克的死亡率更

是高达 40% 以上。脓毒症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病症之一。目前国内外对

脓毒症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也无特异性的有效临床诊疗方法。所以，早期识别、

及时有效地防治器官损害的形成与发展，是提高脓毒症救治成功率的关键。本项目

以提高脓毒症综合诊治能力和质量控制为目的，开展了脓毒症器官功能保护、免疫

调理治疗及脓毒症诊治质量控制信息数据平台建设等一系列新技术的临床实践、创

新应用及技术推广，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引领了我国在此领域的新模式和新水平。

        项目成果包括：（一）构建脓毒症器官功能保护的多层次防治新策略：1）国

际上率先提出并证实脓毒症“肠-肝-肺”轴多器官交互作用，为脓毒症多器官保护的防

治提供新靶点；2）国际上首次证实特利加压素可维持脓毒性休克患者灌注压的有效

性及安全性，为脓毒性休克缩血管药物提供有力的循证医学依据；3）应用无创血流

动力学多指标体系评估休克液体复苏策略； （二）脓毒症免疫监测与治疗系列应用

与研究：1）国际上首次证实动态监测单核细胞HLA-DR变化是评估脓毒症病人免疫

状态和病死率的可靠指标；2）率先通过大样本、多中心、单盲的 RCT研究证实单用

胸腺肽α1 治疗可以改善脓毒症病人免疫功能，降低病死率。（三）构建脓毒症诊疗

质量控制信息平台：1）创建并应用国际上首个脓毒症单病种质控管理系统，评估临

床医师执行脓毒症规范治疗的达标率，证实达标率与患者死亡率下降明显相关；2）



国内最早建立重症患者病情分级与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单位之一，有助于提高 ICU

人力资源有效分配及患者抢救成功率。

         通过潜心研究及推广，在本课题组共发表脓毒症相关论著70余篇。代表性论

著 20篇中 5篇发表在重症医学顶尖杂志《Intensive Care Medicine》《Critical Care

Medicine》《Critical Care》上。研究成果论文被国内外 8个临床指南引用，5 次获

国际知名重症医学专家在《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Nature review》系列高水

平杂志引用评论。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3项，广东省重大科技项目资

助 2 项。项目负责人为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美国重症学院院士

（FCCM），多次获邀撰写脓毒症相关综述或专家笔谈。项目组所在科室为 “广东省

ICU 质量控制中心”、“广东省危急重症临床研究中心”，是重症专科联盟理事长和主任

委员单位，成员单位超过 200 多家，覆盖华南、华东、华西、华北地区，每年开展

基层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培训班 2-4 期，主办或承办各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学术会

议超过 100场次，培训人数超过 5 万人。本成果推广应用范围广，覆盖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为脓毒症患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临床综合防治策略，提升了脓毒症诊疗质

量控制，获得国内同行的一致好评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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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MEDICINE

2018.

44(11)

:1816-

1825

18.9

67
管向东 29

否

6

Terlipressin protects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against oxygen-

glucose

deprivation/re-

oxygenation injury

via the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pathway

EXPERIME

NTAL AND

THERAPEU

TIC

MEDICINE

2017

Jul;14(

1):260

-266

1.78

5
管向东 0

否

7

被动抬腿试验对脓毒

症合并心功能不全患

者液体反应性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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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401-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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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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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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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肽α1降低脓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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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吴健锋 0

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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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g淋巴细胞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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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重症医

学电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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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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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管向东 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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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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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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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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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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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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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 Sepsis Patient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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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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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CK

2018

Aug，

22

2.96 蔡常洁 5

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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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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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健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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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scoring

system: Chinese

version

INTENS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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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管向东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全面负责项目的整体设计、具体实施和全

国范围的推广等。特别是对脓毒症基础与临床研究方案的设计、实施，国家发明专

利申报，成果的应用与推广，做出了引领性、创造性贡献。

姓名：吴健锋

排名：2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专科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研究领域为脓毒症免疫监测和治疗。工作以来，发表在脓毒

症领域的 SCI论文（一作或通讯）4篇，包括重症医学领域的顶级期刊 CRITICAL

CARE MEDICINE和 CRITICAL CARE。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主持广东省自然

科基金 2 项。

姓名：刘紫锰

排名：3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研究领域为重症医学（脓毒症、多器官功能障碍发病机制及

器官交互作用、特利加压素治疗脓毒性休克研究）。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完成脓毒

症多器官交互作用的机制研究，特利加压素治疗脓毒性休克的临床研究。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1 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8篇。

姓名：刘勇军

排名：4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专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研究领域为重症医学（脓毒症、多器官功能障碍发病机制及

器官交互作用、重症信息系统开放应用）。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完成质量控制信息

平台的构建何脓毒症器官功能障碍机制，首次发现提出“肠-肝-肺”轴的多器官交互作

用是脓毒症多器官损害发生的机制，为脓毒症多器官保护的防治提供新靶点。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1 项，重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均为

脓毒症“肠-肝-肺”轴相关，发表SCI论文 10余篇。

姓名：司向

排名：5

职称：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研究领域为脓毒症患者血流动力学监测及治疗相关研究。工

作以来，主持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 1 项(2020-2022)，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发表第一作者 SCI论文 5篇，SCI论文摘要 4篇, 核心期刊论文3篇；在欧洲重症医

学年会（ESICM）、美国重症医学年会（SCCM）及中国重症医学年会（CSCCM）

进行论文报告 6次，获两次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研究结果为

脓毒症患者血流动力学监测及精准、个体化液体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治疗方向。

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无创血流动力学多指标评估策略体系提高重症患者液体治疗的

准确性和有效性成果。

姓名：欧阳彬

排名：6

职称：教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专科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擅长于重症脓毒症多器官功能保护、肠内营养、休克液体评估及

治疗流程等科学研究，发表SCI论著多篇，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多指标评估策略提

高重症患者液体治疗的准确性及有效性。

姓名：蔡常洁

排名：7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专科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主要研究领域为重症医学（脓毒症在外泌体介导的发生发展

机制、脓毒症大数据诊疗模型建立与应用以及供体相关感染的控制与治疗研究）。

自工作以来，主持科研基金十余项，包括多项广东省自然、广东省科技、广州市科

技基金。近年发表论文 50余篇，其中 SCI论文（一作及通讯）8篇。在本项目中主

要参与探索及开发脓毒症信息大数据平台建设及应用成果。

姓名：黎丽芬

排名：8

职称：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长期从事重症医学科学研究，特别在脓毒症免疫方面开展了一系

列探索，发表论文多篇。其中进行了一项探讨胸腺肽α1改善脓毒症免疫抑制的作

用机制基础研究，显示胸腺肽 α-1 在脓毒症大鼠模型中，可明显增加 Th17淋巴细

胞和 Treg淋巴细胞的功能性极化，表明胸腺肽 α1 在脓毒症中的增强免疫作用主要

是通过促进 Th17 淋巴细胞和 Treg 淋巴细胞的极化表达，增强机体的免疫防御作用

及免疫调节，其与脓毒症时 Th 淋巴细胞极化方向是一致的，是脓毒症合适的免疫

增强剂。

姓名：陈敏英

排名：9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专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项目组中的多项研究，本人主持广东省自然基金项目一项，

侧重脓毒症线粒体功能的实验研究

姓名：王陆豪

排名：10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研究为脓毒症休克复苏多指标容量评估指导液体管理及脓毒

症单病种质控数据库分析。参与项目以来，多指标容量评估指导脓毒症液体管理方

向：以第一作者发表SCI文章一篇，以第二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刊文章一篇；脓毒

症单病种质控数据库分析：以第二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刊文章一篇。

姓名：裴飞

排名：11

职称：医师,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研究领域为脓毒免疫监测与治疗。工作以来，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1 项（2018-2020 年青年基金，参加），参与本项目相关论文3篇：SCI

论文 2篇，中文核心 1篇。获得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2 次

（2016年、2018年），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1 次（2018年）。

姓名：成守珍

排名：12

职称：主任护师

行政职务：护理部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2014 年起参与我院重症医学科研发重症护理信息平台工作，本

人是研发团队中护理专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本人参与指导护理信息模块建设，发

表核心期刊论文 1篇；基金 1 项， 2017年获广东省科协学术创新能力提升项目

（粤科协学[2017]23号），2017年获广东省护理学会技术创新特等奖。2019年

中国现代医院管理典型案例评选，获医院信息化管理“典型案例”，2019年全国医院

擂台赛《打造数字 ICU, 筑牢生命防线》获最具价值案例,统计截止 2019年 11月，

该信息系统已经推广到全国 23家医院 ICU使用。

姓名：童荔

排名：13

职称：主治医师,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长期从事重症医学工作，开展脓毒症器官功能保护、病原学、脓

毒症大数据分析等工作。在本项目中主要参与了脓毒症患者大数据信息分析研究，



利用 Intensive Care-III 数据库探讨脓毒症患者的性别与临床结局之间的关系，发表

了 SCI论著。

姓名：许静红

排名：14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读期间参与了脓毒症相关研究，特别

是进行了脓毒症患者大数据信息分析的工作，发表相关 SCI论著。

姓名：王子文

排名：15

职称：讲师

行政职务：护理人文与社会学教研室主任

工作单位：暨南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在中山大学在读期间，以主要研究者之一参与完成了重症患者病

情分级与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相关研究并发表SCI论著。

主 要 完

成 单 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山大学最大的

综合性附属医院，是华南地区医疗保健与疑难重症救治、医学人才培养和医学科学

研究的重要基地。作为百年老院，素以“技精德高”在海内外久负盛名，储备了雄厚

的医疗实力，拥有 5个国家重点学科，28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医院年门诊量近

500 万人次，开放床位超过 3000张，年收治住院病人近 12.5 万人次，年手术及操

作总量达9.5 万人次。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国内最早建立 ICU 的医院之一，目

前拥有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 ICU。单位为项目团队提供了优良的科学研究环境，配

置了实验室良好的场地、实验设备设施等基础研究的条件，牵头进行了多项多中心

临床研究，培养了一批重症医学专门人才，提供了部分科研经费，为该成果的研发

和临床应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支撑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