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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感染创面新技术治疗体系的构建与临床应用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辽宁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针对创面细菌感染难以控制、愈合困难、难以安全有效闭合等创面修复的

世界性瓶颈问题，在国家自然基金等多项计划支持下，提出感染创面治疗的 BMW 理

论，即生物治疗（Biotherapy）-机械扩展（Mechanic）-创面修复（Wound）理论，

建立全新的感染创面新技术治疗体系。研发五谷虫生物治疗装置（Biotherapy），并

率先应用于临床难愈性创面的治疗，取得良好效果；发现并提纯五谷虫抗菌和促愈

合成分，提出昆虫类动物药有效成分的“组分配伍提取”理论，通过产学研合作，打造

五谷虫系列健康产品产业链，为新型昆虫类动物药的产业化研发提供重要的理论与

实践支持；研发拉杆式伤口皮肤扩展器（Mechanic），并在国际上率先使用，为感

染创面闭合（Wound）提供全新技术手段。通过深入产学研合作，将拉杆式伤口皮

肤伸展技术进行实质性的科技成果转化，使成熟的先进技术得到迅速普及和推广，

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经审查，完成人符合申报条件，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填写符合要求，已经按照

要求对该项目进行了公示，目前无异议。以该成果的创新性、科学性及应用价值等

对照医学科学技术奖授奖条件，推荐该项目参评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简介     感染创面的有效治疗一直是世界性难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给患者和社

会带来巨大的负担。如何有效的控制感染、促进创面愈合和科学有效的闭合创面，

一直是困扰医学界的国际性难题。该项目经过理念突破和技术创新，建立起全新的

感染创面新技术治疗体系，有效解决了创面细菌感染难以控制、创面迁延不愈和难

以有效闭合等医学难题。其主要创新点为：

1.首创五谷虫双重消毒培育技术，打破国际技术垄断，国际上首次完成五谷虫全基

因组测序，首创研发五谷虫生物治疗装置，获批物价收费条码：该团队在国际上首

次开展并完成了五谷虫（丝光绿蝇幼虫）的全基因组测序工作，获得该物种全基因

组数据库，发现五谷虫体内特有基因家族和与清创、抗菌、促生长相关基因家族，

为从源头上阐释五谷虫治疗创面的分子机制奠定基础。该团队首创研发生物治疗装

置，在国内首次用于糖尿病足创面等慢性感染创面的治疗，均获得良好效果。另外，

五谷虫生物治疗技术获批正规医疗物价收费条目和基层卫生适宜推广项目，为五谷

虫外治技术在临床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2.国际上首先发现并提纯五谷虫体内抗菌和促愈合成分并研发多种抗菌产品：首次

提出“组分配伍提取”的创新理念，发现五谷虫体内抗菌和促进创面愈合的活性成分，

并成功提纯鉴定。通过产学研合作，成功研发外用抑菌膏剂、消毒液和功能性湿巾

等系列抗菌产品，相比抗生素和其他消毒用品，该系列产品纯天然成分、不产生耐

药性，可成为现有类似抗生素产品的有效替代，现实意义巨大。

3.首创拉杆式伤口皮肤扩展器并在国际上率先使用：该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发并应

用新一代拉杆式伤口皮肤扩展器，提出皮肤伸展的组织学理论，利用皮肤机械性蠕



变特性，通过机械作用，用金属拉钩嵌入软组织中，通过安全有效的力，在特定时

间内，对创面进行安全有效的闭合。以往需要植皮和皮瓣移植才能关闭的创面，通

过该皮肤扩展器可一次性闭合，在功能和外观上均获得良好效果。该产品是创面和

张力性切口有效闭合的革命性产品，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成功在国内 100余家医

院进行临床应用。

4.建立新型创面面积测量技术：在目前多种测量方法基础上，将透明膜测量法的稳

定和成熟性和计算机图像处理软件测量的精确性相结合，以天然提取物作为处理因

素，建立透明膜创面标记与图像处理软件相结合的新的创面面积测量法，能够精确、

快捷、批量化的进行创面面积评估。

5.首次提出感染创面治疗的 BMW 理论并实现科技成果临床转化：该项目于国际上首

次提出生物治疗(Biotherapy)-机械修复(Mechanic)-创面治疗(Wound) 理论，即感染创

面治疗的 BMW 理论。将五谷虫生物治疗(Biotherapy)用于控制创面细菌感染，促进

创面新鲜组织生长，然后再通过机械伸展技术(Mechanic)将创面安全有效的闭合，

从而实现感染创面治疗领域的技术革命。皮肤机械伸展技术成功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广泛应用于国内多家单位，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多项国家级项目的支持下，于 SCI收录期刊和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

获得多项专利授权，成功举办“国际创面闭合高峰论坛”、“中德创伤组织修复”双边研

讨会等多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促进该体系技术的世界性推广，确定了在国际感染创

面治疗领域的革命性贡献和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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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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寿宇

排名：1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研究生院副院长

工作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完成该技术平台的整体设计，项目实施及指导。提出创面修复的

BMW 理论，率先应用五谷虫清创技术和创面皮肤伸展技术治疗创面，获得良好效

果。对本项目的五项主要科技创新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旁证材料：参见附件 1-

1、1-2、4-1~4-20、8-1~8-5、10-1~10-9。

姓名：曲学玲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生物清创技术治疗难治性感染创面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工

作。对本项目的主要科技创新一、三、五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旁证材料：参见附件

8-4、8-5。

姓名：鲁明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主任

工作单位：大连市中心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生物清创技术治疗难治性感染创面，皮肤扩展器的临床应用，

对科技创新一五谷虫生物清创治疗难治性感染创面的临床应用和科技创新三新型皮

肤扩展器用于张力性创面切口闭合的应用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旁证材料：参见附件

1-2、4-5、4-20。

姓名：陈莹

排名：4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大连市润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重点参与五谷虫治疗创面的基础研究工作，在发现五谷虫有效成

分和研究五谷虫促进创面愈合机制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对本项目的主要科技创新一

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旁证材料：参见附件 8-3。

姓名：宗军卫

排名：5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五谷虫生物治疗促进创面愈合的基础研究和临床推广，以及

皮肤伸展技术治疗创面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工作，对五谷虫生物治疗技术和拉杆

式伤口皮肤扩展器的研发做出贡献。对本项目的主要科技创新一、三均做出了创造

性贡献，旁证材料：参见附件 4-20、8-2、8-3。

姓名：范仲恺

排名：6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皮肤伸展技术的理论与试验指导，对该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创

造性的贡献。对本项目的主要科技创新三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旁证材料：参见附件

10-10。

姓名：张振



排名：7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五谷虫清创技术和皮肤伸展技术治疗创面的基础研究和临床

应用工作，对感染创面和张力性创面闭合的应用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对本项目的主

要科技创新一、二、三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旁证材料：参见附件 1-1、1-2、4-

1、4-4、4-5、4-20、8-5。

姓名：张涛

排名：8

职称：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生物清创的临床推广和皮肤扩展器的研发及推广，对科技创

新三新型皮肤扩展器用于张力性创面切口闭合的应用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旁证材料：

参见附件 10-11。

姓名：顾福来

排名：9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副科长

工作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皮肤伸展技术的开发和临床推广应用工作，对张力性创面闭

合的应用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对本项目的主要科技创新三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旁证

材料：参见附件 10-12。

姓名：王晓勇

排名：10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总经理

工作单位：拜尔卫姆（大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皮肤扩展器的研发及推广，对科技创新三新型皮肤扩展器用

于张力性创面切口闭合的应用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旁证材料：参见附件 1-3~1-7。

姓名：宋明智

排名：11

职称：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皮肤伸展技术治疗创面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工作，对感染

创面闭合的应用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对本项目的主要科技创新三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旁证材料：参见目录附件 4-5、4-20。

主要完 单位名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成单位

情况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仪器设备、人员、财政经费、场地等全方位

的支持，为本项目的成功实施与验收提供保障。

单位名称：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提供生物清创技术及皮肤扩展器研发所需设备、人员与实验室条

件。

单位名称：大连市中心医院

排名：3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本项目生物清创技术治疗感染性创面的研发与应用提供了人力

及物力的支持。

单位名称：大连润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排名：4

对本项目的贡献：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五谷虫生物治疗技术和皮肤伸展技术的推广

服务，协助完成本项目。

单位名称：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5

对本项目的贡献：对本项目生物清创技术治疗感染性创面的研发与应用提供了人力

及物力的支持。

单位名称：拜尔卫姆（大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排名：6

对本项目的贡献：提供部分设备，协助完成本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