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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氢气对危重症患者多器官损伤的保护效应及临床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天津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脓毒症是危重症患者多器官损伤和死亡的主要原因。2020 年《Lancet》报道：

全球每年脓毒症患者超过 4800 万，死亡约 1100 万，仍无有效治疗药物。氢气是一

种新型医学气体，防治危重症多器官损伤具有明显优势。

       该项目在国内外首次揭示了氢气对危重症多器官损伤的保护效应：氢气吸入或

富氢液注射对多种脓毒症多器官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效应，显著改善动物存活率和

器官功能（心、肺、肝、肾、肠道和脑功能），氢气防治危重症多器官损伤具有明

显优势。在国内外率先证明了氢气防治危重症多器官损伤的关键机制：氢气主要通

过激“Nrf2/HO-1 信号通路”调控“线粒体动力学”平衡发挥对危重症多器官损伤的保护

作用，是氢气防治危重症多器官损伤的关键机制。在国内外牵头明确了氢气防治危

重症患者多器官损伤的最佳方案并临床应用：氢气联合高氧或一氧化氮吸入对脓毒

症器官损伤的疗效更佳，明确了氢气治疗危重症患者的最佳方案。本项目将氢气疗

法用于临床危重症患者多器官损伤的防治，显著改善了危重症患者器官功能。

       鉴于该研究工作应用前景良好，对防治危重症患者器官损伤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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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主要研究内容：

       脓毒症是危重症患者多器官损伤和死亡的主要原因。2020 年《Lancet》报道：

全球每年脓毒症患者超过 4800 万，死亡约 1100 万，仍无有效治疗药物。氢气是一

种新型医学气体，防治危重症多器官损伤具有明显优势，本项目在 7 项国家级及 4

项天津市课题支持下，历时近 10 年，取得以下成果：

       1)在国内外首次揭示了氢气对危重症多器官损伤的保护效应：氢气吸入或富氢

液注射对多种脓毒症多器官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效应，显著改善动物存活率和器官

功能（心、肺、肝、肾、肠道和脑功能），氢气防治危重症多器官损伤具有明显优

势。

       2)在国内外率先证明了氢气防治危重症多器官损伤的关键机制：氢气主要通过

激“Nrf2/HO-1 信号通路”调控“线粒体动力学”平衡发挥对危重症多器官损伤的保护作

用，是氢气防治危重症多器官损伤的关键机制。

       3)在国内外牵头明确了氢气防治危重症患者多器官损伤的最佳方案并临床应用：

氢气联合高氧或一氧化氮吸入对脓毒症器官损伤的疗效更佳，明确了氢气治疗危重

症患者的最佳方案。本项目将氢气疗法用于临床危重症患者多器官损伤的防治，显

著改善了危重症患者器官功能。

2. 创新点：

       1)首次提出了危重症多器官损伤的“选择性抗氧化”救治理念，率先将氢气用于危



重症多器官损伤的防治，开拓了氢气医学的全新研究领域。

       2)首次揭示了氢气通过激活“Nrf2/HO-1 信号通路”调控“线粒体动力学”平衡防治

危重病多器官损伤的关键机制。

       3)首次明确了氢气防治危重症患者多器官损伤的治疗方案，积极开展临床推广

应用，并纳入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指南。

3. 应用效果：

       本项目历时近 10 年，在 7 项国家级基金和 4 项天津市基金资助下，发表SCI收

录论文 29篇，中华及核心期刊论文 46篇，培养博士研究生5名，硕士研究生 10

名，培养骨干力量和学科人才5人，1人获天津市优秀博士论文；研究成果经 17 家

三甲医院5361 名危重症患者的推广应用，获得良好的效果；联合上海潓美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氢氧气雾化机”通过国家创新医疗器械资质特别审批，为第三类医

疗器械；联合北京活力氢源饮品有限公司研发“富氢水”等产品，目前在中、美、日等

多国应用；“吸氢疗法”被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和《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危重型病理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并被欧美等国家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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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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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heme

oxygenase-1 in mice

SHOCK

2015,

44(1):

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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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2

2.84

3
于泳浩 42 42

否

13 Hydrogen gas Biomed 2014, 1.57 于泳浩 25 2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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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7 macroph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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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mosan-Induced

Generalized

Inflamm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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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and

therapeu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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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1(6):

2590-

2596

1.26

1
谢克亮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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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olecular hydrogen

ameliorates

lipopolysaccharide-

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in mice

through reducing

inflammation and

apoptosis.

SHOCK

2012,

37(5):

548-

555

2.61

2
王国林 9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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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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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 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谢克亮

排名：1

职称：副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麻醉科副主任、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负责人，参与项目立项到应用的全过程。负责项目

立项，项目的总体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的设计，项目成果核验，以及成果的推广及

应用。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使用氢气治疗脓毒症多器官功能损伤，并取得一系列研究

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其机制，发现氢气通过激活“Nrf2/HO-1 信号通路”和

调控“线粒体动力学”平衡等机制发挥对危重症器官损伤的保护效应。多次在全国和

国际学术会议上分享展示本项目研究成果，获得同行一致认可，促进本项目成果的

推广应用。在项目研究期间作为负责人获 3 项国家级课题和 5项天津市课题支持。

姓名：闫东来

排名：2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临床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的设计，参与氢气应用于临

床治疗的可行性分析和安全性分析，参与并推广氢气用于临床危重症多器官损伤患

者的治疗。在项目成果氢气治疗脓毒症多器官损伤在临床的推广应用过程中起到了

关键作用。

姓名：于泳浩

排名：3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麻醉科主任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从事脓毒症机制的研究，参与并完善本项目的研究方案和技

术路线的设计，对本项目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性评价，从多方面对氢气治疗危重症

患者多器官功能损伤的机制进行探讨。在全国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次推广本项目的

研究成果，获得同行的一致认可。通过学术会议、培训班、专家讲课等方式将本研

究成果在全国推广，是本项目的研究成果被多家医院接受并应用于临床患者的治疗，

在项目成果氢气治疗脓毒症多器官损伤的推广应用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姓名：王国林

排名：4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并完善本项目的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的设计，对本项目的研

究成果进行综合性评价。在全国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次推广本项目的研究成果，获

得同行的一致认可。通过学术会议、培训班、专家讲课等方式将本研究成果在全国

推广，是本项目的研究成果被多家医院接受并应用于临床患者的治疗，在项目成果

氢气治疗脓毒症多器官损伤的推广应用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姓名：陈红光

排名：5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在体实验和离体实验的研究以及氢气联合氧气或一氧

化氮吸入的治疗方案的研究，探讨了氢气治疗脓毒症多器官损伤的治疗效应及机制，

参与氢气对脓毒症多器官损伤治疗方案的研究及推广。参与本项目多篇论文的发表，

多次在国内学术交流中推广该研究成果。

姓名：于洋

排名：6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小鼠脓毒症模型的建立，使用 Nrf2基因敲除小鼠，通

过Western-blot、 ELISA、免疫荧光等技术研究了氢气对脓毒症多器官损伤的保护

作用及其机制，并对研究数据结果进行分析处理。参与本项目多篇论文的发表，多

次在国内学术交流中推广该研究成果。

姓名：王瑶琪

排名：7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小鼠脓毒症模型的建立，通过 Western-blot、ELISA、



免疫荧光等技术研究了氢气对脓毒症相关性脑病的保护作用，证明氢气通过促进线

粒体生物合成等调控线粒体动力学平衡发挥对脓毒症器官损伤的保护作用。参与本

项目多篇论文的发表，多次在国内学术交流中推广该研究成果。

姓名：张媛媛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小鼠脓毒症模型的建立，通过 Western-blot、ELISA、

免疫荧光等技术证明了氢气对脓毒症心肌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并通过动物实验和离

体实验证明氢气的保护作用与其调控线粒体动力学平衡等机制有关，并对研究数据

结果进行分析处理。参与本项目多篇论文的发表，多次在国内学术交流中推广该研

究成果。

姓名：刘宏伟

排名：9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麻醉科副主任

工作单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本项目在体实验的研究，证明氢气吸入或富氢液注射对小鼠

脓毒症肺损伤的具有保护作用。参与本项目多篇论文的发表，多次在国内学术交流

中推广该研究成果。

主 要完

成 单 位

情况

单位名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是集医、教、研为一体的综合三甲医院。在

临床工作开展 、基础设施建设、科研资金投入等方面，为本项目的开展以及顺利的

实施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和良好的技术平台。麻醉学是集临床麻醉，重症监测治疗和

疼痛诊疗为一体的综合学科，是天津市重点学科，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集中了大批

的 临 床 危 重 症 患 者 ， 在 危 重 症 患 者 的 防 治 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诊疗 经验。

       本项目历时近 10 年，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为该项目搭

建了良好的科研平台，提供大量的专业型人才参与研究工作，并在财力、物力及后

勤保障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和帮助，以确保该项目能够顺利、按计划的完成并推广

应用。科研管理部门在科研立项、课题监管、经费使用、结题验收、成果鉴定和推

广应用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完整的组织工作。故本单位在该项目的立项，实施，

获得成果及推广应用中做出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