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4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水凝胶基生物材料的制备、功能调控及在组织创伤修复中的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甘肃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通过对微针及水凝胶的研究，揭示水凝胶及微针生物材料的组成、结构及功能化与抗菌、

抗炎及组织创伤修复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采用水凝胶与生长因子、抗菌药物、功能化纳米

颗粒之间相互协同作用的方法，构建了不同组成、结构及功能化的水凝胶基生物材料，将研发的

个性化参数、水凝胶化学键设计理论和微针增材制造转写工艺等技术应用于水凝胶和微针的大幅

面、流程化加工过程，解决了水凝胶及微针大幅面、规模化、定制化制备的难题；通过对载药水

凝胶及微针的结构形貌、功能化修饰及生物活性与药效关系的研究，制备了系类功能化载药水凝

胶及微针产品并形成了相关理论；在空间结构调控及分层仿生构建方面，通过分层构造技术法、

多喷头 3D打印技术、多相复合网络模型制备技术，构建出多层次水凝胶系列产品，实现了不同

层次组织的协同再生，为组织修复和再生提供了更好的解决方案。该项目具有重大社会效益，同

意推荐该项目参加中华医学科技奖的评审。

项目简介

近年来，由于外伤、肿瘤切除、理化刺激等因素所造成的软硬组织(如皮肤、骨、软骨等组织)缺

损，具有发病率高，修复难度大及愈合效果差等问题，常对公共卫生系统及患者自身经济状况带

来严重的负担，我省由于公共医疗资源的匮乏，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多功能生物材料的发

展和组织工程技术的日渐成熟为组织创伤修复和组织再生带来了希望。水凝胶作为一种新型生物

材料，是由亲水性聚合物和高分子单体通过化学交联聚合形成的高含水量的三维网状结构。其具

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发达的孔隙结构、可模拟细胞外基质的成分、可控的降解特性和较高的比

表面积，这些特性使其在组织工程构建和创伤修复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目前水凝胶仍然存在

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包括制备方法复杂、功能较为单一、空间结构不可控、力学性能较差以

及存在潜在细胞毒性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水凝胶在临床应用和推广方面。此外，水凝胶在

微观尺度到宏观尺度的规模化制备以及在组织器官的仿生构建等方面也缺乏相关理论支持，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水凝胶在组织工程方面的应用。

本研究主要围绕水凝胶存在的问题开展了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的水凝胶制备、功能调控及相关

的临床修复研究。在微观层面，本研究发展了规模化制备载药纳米囊泡的技术，并形成了相关的

理论。在宏观层面，本研究原创性提出氢键和化学键增强的水凝胶制备方法，改善了其力学特性，

实现了水凝胶基生物材料的大规模、低成本、绿色环保的制备。在空间结构调控及仿生构建方面，

本研究通过生物模板法、仿生矿化法和3D打印技术，构建了具有与天然骨、软骨组织结构相似

的水凝胶生物支架，成功地实现了骨、软骨组织缺损的修复，并阐明了软硬组织及梯度组织的仿

生构建理论。同时，为了完全摆脱对水凝胶的依赖，本研究提出了预血管化细胞膜片技术，并发

展了温敏性水凝胶培养系统，基于此构建了预血管化的神经导管和预血管化的组织工程真皮，为

复杂血管化组织的构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本项目已获得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 2 项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研究成果已发

表 SCI 收录论文14 篇，授权专利4项，论文被他人引用384 次。此外，我们已与三所医院和

四家生物医疗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项目研究成果将减轻我省医疗资源压力并为我省医疗资源紧

缺地区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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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1 1 

0228436.6
2022-07-01

一种再生细菌纤维素

复合水凝胶敷料的制

备方法

张继；宋珅；丁玲；

刘小媛；黄玉龙；

杨生荣；范增杰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2 1 

0982799.3
2023-06-20

一种可载药的新型3D

打印聚醚醚酮种植体

及其制备方法

范增杰；许晓杰

3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2 1 

0427893.2
2023-03-21

一种3D打印的高导电

促愈合型多通道神经

导管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范增杰;乔梁;梁家

琛;叶茜;王志龙

4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 2020 1 

0798503.3
2023-10-24

一种用于治疗复发性

阿弗他溃疡的可溶性

载药微针贴片及其制

备方法和应用

范增杰;伊峥嵘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范增杰 1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全面统筹项目研发工作，对项目研究提出建设性意见并领导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对创新点 1、2、3均做出创

造性贡献，对项目研发给予经费、场地等资助，系 4件发明专利发明人(附件 2.1-2.4），10篇论文通讯作者

(附件 1.1-1.10），对项目贡献率 50%，在该项目研究中的工作量占本人同时期日常工作总量的 4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斌 2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 教授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对课题的研究过程提供场地及经费支持，协助将研究成果先临床推广，在实验方面指导并参与水凝胶基伤口

敷料的制备及动物实验，对创新点 1做出创造性贡献，系 3篇论文通讯作者（附件 1.1、1.2、1.10）对项目

贡献率 20%，在该项目研究中的工作量占本人同时期日常工作总量的 1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聂莹莹 3
甘肃省科学院传感技术研究

所

甘肃省科学院传感技术

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温敏性水凝胶培养系统的构建及预血管化细胞膜片的制备，参与完成了预血管化细胞膜片的表征及相关

动物实验并发表相关论文(附件 1.7、1.9），对创新点 2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对项目贡献率 20%，在该项

目研究中的工作量占本人同时期日常工作总量的 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郑艳 4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水凝胶基梯度功能支架的设计并在实验过程中负责梯度支架的制备及相关表征，辅助完成了该支架的生

物相容性实验及动物实验，对创新点 1的发现做出重要贡献并发表相关论文(附件 1.5）对项目贡献率 20%，

在该项目研究中的工作量占本人同时期日常工作总量的 2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宋珅 5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讲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多功能水凝胶伤口敷料的制备、修饰，完成了伤口敷料的表征及动物实验并发表相关论文。对创新点 2

的发现做出重要贡献，获批专利一项（附件 2.1），对项目贡献率 20%，在该项目研究中的工作量占本人同

时期日常工作总量的 20%。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兰州大学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本项目的牵头单位和主要完成单位，负责保障项目整体设计和实施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本项目组织研究

团队和资源配置，协调多部门合作引导，协助推广水凝胶基生物材料在临床的应用，此外还对本项目的实施

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和监督

单位名称 甘肃省科学院传感技术研究所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全力保障了项目的整体设计和实施工作的顺利开展。协助完成了温敏性水凝胶培

养系统的构建及预血管化细胞膜片的制备。

单位名称 西北师范大学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西北师范大学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全力保障了项目的整体设计和实施工作的顺利开展。协助完成了多

功能水凝胶伤口敷料的构建并协助完成了相关表征与动物实验，为项目的推广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