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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无缺血器官移植的发明与临床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中山大学

推荐意见：                                                                  

    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是器官移植技术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可导致原发性移植

物无功能甚至受体死亡等严重后果，是影响移植疗效的主要原因。因此，自 1954

年第一例临床实体器官移植技术开展以来，攻克这一难题就成为了全球移植领域科

学家的共同目标。

        项目组以解决器官移植的难点为导向，历经十一年艰苦探索，取得了如下创新

性成果： 1、发明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攻克了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固有难题，

实现从“冷藏”器官移植到“鲜活”器官移植的技术迭代，显著改善了移植疗效； 2、研

制出国际首台体外多器官修复系统，建立了多器官体外评估与修复技术平台，为供

体器官的取舍提供了客观依据，显著提高了器官利用率； 3、首次提出“器官医学”概

念，首创了人类疾病活器官模型，为医学科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平台；提出了“心肺

肝”复苏的急救新理念，首次实现了体外大脑意识的长时间维持；发明了活器官腔镜、

内镜培训系统，成为了临床医师技能培训的利器。成果获得国际质量创新大赛特等

奖（我国首次，全球唯一）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组第一名（总冠军）等奖

励。

        该项成果属我国在器官移植这一医学标志性领域的 0 到 1 的突破，经转化推广

应用，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将推动整个行业理论与技术体系的重构，提升我国医学

在国际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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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器官移植过程中，器官血供中断不可避免，导致的器官缺血损伤是影响预后的

最重要因素，也是各类器官移植技术均未攻克的共性难题。本项目提出设想：如果

在不中断器官血供的情况下，完成移植全过程，则缺血损伤将不复存在。据此，国

际首创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从根本上破解了移植器官缺血损伤难题，并开辟“器官

医学”领域，取得以下原创性成果：

        1. 发明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实现了从“冷移植”到“热移植”的技术迭代。研制

全球首台多器官修复系统，为离体多种器官创造符合生理的灌注流量、氧合及营养

支持，攻克了离体器官保持活力的难题，并全面革新获取及植入手术方式，保证了

器官血管离断、再吻合过程中，器官血供分秒未中断。肝移植术后损伤指标 ALT较

传统技术降低77.7%，缺血损伤严重并发症发生率降为 0，1 年生存率提高了

9.8%，并成功将该技术应用于无缺血肾移植及心脏获取。《美国移植杂志》刊文“是

移植历史上的里程碑”，“器官移植将进入‘热移植’时代”。该技术被纳入《美国移植医

师学会白皮书》。第一完成人当选中科院等评选的“2017年十大科技创新人物”，获

聘哈佛大学“Murray（诺奖得主）移植外科客座教授”（亚洲首位）。

        2. 创立多器官功能评估与修复技术，大幅提高器官利用率。功能受损的边缘器



官数量多，使用风险大，如何取舍及能否修复意义重大。①创立基于功能影像的器

官质量评估新方法，准确性从 0.73 提高至 0.88，成果纳入美国移植协会指南；②

首创“多器官修复”技术，疗效显著优于“单器官修复”，创立多器官修复新平台，器官

利用率从 60%提高到 92.7%。《美国移植杂志》刊文“是改善移植预后的重要进展”，

主持制定我国《器官保存与体外机器灌注》等规范；③揭示calpain-2引发自噬流缺

陷是器官损伤的重要原因，为器官修复提供了新靶点，获国际肝移植协会“Rising 

Star”奖。

        3. 首创“器官医学”理念，取得系列原创性成果。①国际上首次实现人类疾病器

官体外长时间存活，为疾病研究、药物筛选提供了新模型；②创立“心肺肝”复苏新模

式，成功恢复实验猪心死亡 50分钟后的离体脑功能，对死亡定义提出了挑战；③国

际首创活器官腔镜、内镜培训系统并产业化推广。基于上述突破，创造性的提出“器

官医学”理念，为器官水平上的研究与治疗开辟了全新领域，获世界移植协会 

“President’s Choice Award”，产业化项目获科技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组全

国总冠军。

        20篇代表作总 IF 136.6分，被引 313 次。获国际专利 1 项，国家发明专利 5

项。主持或参与制定指南或共识 58项。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吴杨奖及广州市

科技市长奖等。获国际学术奖 19 项。通过“器官捐献国际合作基地”等平台，将成果

推广至全国 49 家医院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欧美多国移植中心主任来华观摩手术，世

界移植协会主席Nancy建议“向全球推广应用”。第一完成人当选世界移植协会中国区

Champion，成立含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麻省总医院等国际多中心协作组，共同推

广相关技术。本项目代表中国参加第 14届国际质量创新大赛，在全球 416个项目

中排名第一，获得芬兰总统签发的特等奖（中国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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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paB activation

switch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2015,

211(5)

:

1025-

1040.

8.81

1

孙廷哲，

王荣福，

崔隽

22 31

是

6

Stratified

ubiquitination of

RIG-I creates robust

immune response

and induces

selective gene

expression

Science

Advance

2017,

3(9):

e1701

764

13.1

17

孙廷哲，

崔隽
9 11

否

7 Calpain 2-mediated

autophagy defect

increases

susceptibility of fatty

Cell Death

＆

Disease. 

2016

Apr

14;7:e

2186. 

6.30

4

何晓顺，

郭志勇

16 16 否



livers to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8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time to

death after

withdrawal of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devastating

neurological injury.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

ation.

2015,

15(8):

2136-

42.

7.33

8

何晓顺，

郭志勇
8 10

否

9

NLRP11 disrupts

MAVS signalosome

to inhibit type I

interferon signaling

and virus-induced

apoptosis

EMBO

Report

2017,

18(12)

:

2160-

2171.

7.49

7
崔隽 8 9

否

10

Prediction of

potential for organ

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 in

neurocritical

patients 

The Journal

of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

ation.

2018

Mar;3

7(3):3

58-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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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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顺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负责本项目的总策划、总设计，完成项目中技术创新 1-3 的设计、

分析与总结，项目的整体推广应用 ;获代表性专利 10 项，发表代表性 SCI论文 11

篇，主持制定临床指南和共识 5 项，参与制定临床指南和共识 11 项。

姓名：郭志勇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主要参与技术创新 1-3 的设计与实施，获

代表性专利 8项，发表代表性 SCI论文8篇。

姓名：崔隽

排名：3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主要参与技术创新 1-2 的设计与实施，发

表代表性 SCI论文7篇。



姓名：王长希

排名：4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室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主要参与技术创新 1-3 的设计与实施，发

表代表性 SCI论文 5篇，主持制定临床指南和共识 5 项，参与制定临床指南和共识

32 项。

姓名：赵强

排名：5

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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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主要参与技术创新 1-3 的设计与实施，获

代表性专利 1 项，发表代表性 SCI论文6篇。参与制定临床指南 1 项。

姓名：鞠卫强

排名：6

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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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主要参与技术创新 1-2 的设计与实施，获

代表性专利 1 项，发表代表性 SCI论文 4篇。参与制定临床指南 13 项。

姓名：王东平

排名：7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主要参与技术创新 1-2 的设计与实施，获

代表性专利 2 项，发表代表性 SCI论文 4篇。

姓名：朱晓峰

排名：8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科室副主任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主要参与技术创新 1-2 的设计与实施，获

代表性专利 1 项，发表代表性 SCI论文 4篇。参与制定临床指南 2 项。

姓名：陈国栋

排名：9

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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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主要参与技术创新 1-2 的设计与实施，发

表代表性 SCI论文 3篇。

姓名：陈茂根

排名：10

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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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主要参与技术创新 1-2 的设计与实施，获

代表性专利 1 项，发表代表性 SCI论文 1篇。

姓名：邱江

排名：11

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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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主要参与技术创新 1-2 的设计与实施，发

表代表性 SCI论文 3篇。

姓名：李冶夫

排名：12

职称：工程师

行政职务：工程部总监

工作单位：奇点医疗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项目的工程技术负责人，主要参与负责器

官常温机械灌注系统的研发和生产。获代表性专利 1 项。

姓名：韩明

排名：13

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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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主要参与技术创新 1-2 的设计与实施，获

代表性专利 4 项，发表代表性 SCI论文 4篇。

姓名：高伊昉

排名：14

职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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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主要参与技术创新 1-2 的设计与实施。发

表代表性 SCI论文 1篇。

姓名：刘龙山

排名：15



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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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创新者之一，主要参与技术创新 1-2 的设计与实施。发

表代表性 SCI论文 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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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项目中的第一完成单位，负责技术创新 1-3 的设计以及实施全

过程，包括发明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首创多器官评估与修复平台，提出“器官医

学”新理念等。该单位是 10 个指南与共识的牵头单位及 48个指南和共识的参与制

定单位，发表代表性 SCI论文 13篇，获代表性专利 10 项。作为唯一完成单位获

2020 国际质量创新大赛特等奖，2016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广州市科技市长

奖，向 49 家医院推广相关技术。

单位名称：中山大学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系项目技术创新 1 无缺血肾脏移植术的主要创新者; 技术创新 2

缺血再灌注损伤中自噬、炎症小体相关分子机制研究的主要创新者。长期为项目的

开展提供学术指导、场地和科研经费支持;发表代表性 SCI论文7篇。

单位名称：奇点医疗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奇点医疗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参与了本项目中多器官修复系统

的研发改进及产业化进程，目前已突破配套的无菌一次性耗材、常温机械灌注液、

智能化自动化控制系统、多器官通用器官仓、动态智能监测系统等关键技术，研制

出第五代智能化多器官修复系统，为本项目的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的推广应用打下

基础。拥有 1 项代表性专利所有权，参与代表性专利 1 项。此外，奇点医疗科技

（广州）有限公司参与了人类疾病器官研究平台、活器官腔镜、内镜培训系统的研

发并实现了相关产品的销售，取得了显著的的社会和经济效益。2019 年获得第八

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行业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