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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基于“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对急性胰腺炎肺损伤发病机制的应用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大连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及其引起的肺损伤（APALP）死亡率居高不下，是亟需解

决的重大医学课题。该成果通过 4 项国家级课题和多项省级课题，经过长达十余年

的连续系列研究，取得如下创新成果：

  （1）肠道屏障的损伤在 APALP 的发生和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肠道的机械屏障、

生物学屏障功能损伤与内毒素血症及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互相叠加和促进。

  （2）应用 RNA 干扰和基因转染等手段，揭示多条炎症反应信号转导通路的双向调

节规律，进一步证实 SIRS 是 APALP 发生发展的重要途径。

  （3）以清胰汤（或大黄素）等中医通里攻下法，因其“釜底抽薪，急下存阴”的功

效，对 SAP 所导致的阳明腑实证及 APALP 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中医学“肺与大肠相

表里”理论，对 APALP 的发生发展及通里攻下法“从肠治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4）临床大宗病例观察和研究发现中西医结合微创外科综合治疗 APALP 可以把

SAP 的死亡率从通常的 30%～15%明显降低到 10%以下，具有单纯中医和单纯西医

治疗无可比拟的优势。

     本项目先后发表代表性论文 20 篇（其中 SCI 收录 11 篇），主编出版专著《阳明

腑实证与急腹症现代研究与应用》《胰腺炎临床诊断与治疗》，副主编《中西医结

合外科学临床研究》《西医外科学》，参加《吴咸中腹部外科实践》等多部著作的

编写。所制定的中西医结合规范化治疗方案已在省内外多家三级甲等医院推广应用，

经过剂型改革研制的《清胰颗粒》《清热利胆颗粒》《通腑泻热解毒颗粒》已使 1.2

万余例患者获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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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是在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支持下，以中医学“肺与大肠相表里”理

论为指导，以急性胰腺炎肺损伤（APALI）的发病机理为切入点开展深入系统研究，

揭示其现代分子生物学机制，阐明以清胰汤为代表的通里攻下法的疗愈机理，为中

西医结合防治重大疑难疾病提供新的思路。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通过基础和临

床的系列研究，取得了如下创新性成果。

    1. 用细胞分子生物学方法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时肠道屏障功能损伤机制及其与急性

胰腺炎肺损伤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证实肠道屏障的损伤和破坏是 SAP时发生肠源

性内毒素血症和细菌移位的重要原因，肠源性内毒素血症（ETM）是 APALI 发生和发

展的“扳击”。

    2. 以机体单核-巨噬细胞系统过度活化引发的过度炎症反应为主线，应用细胞系和

动物模型，进一步明确了 APALI时肺组织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活化规律、炎症细

胞因子和凋亡基因的表达规律以及核转录因子 NF-kB、ASC、SOCE等多条通路信号



传导的改变对细胞因子基因和蛋白表达的调控规律及肺组织肺表面活性蛋白 A(SP-

A)、分泌型磷脂酶 A2-Ⅱ（sPLA2-Ⅱ）、水通道蛋白-1（ AQP-1）和窖蛋白-

1（Caveolin-1）等物质在 SAP 肺损伤时的变化规律和机制。

    3. 清胰汤等通里攻下法中药可以保护肠道屏障，有效降低肠黏膜通透性，减少肠

源性内毒素血症，调整肠道细菌微生态，缩小肠道内毒素池，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修复肺损伤的功能；从组织、细胞、基因分子水平对引起 APALI 的 SIRS 的信号通

路产生有效调控，阻断炎症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的连锁反应和毒性网络，发挥多层

次多环节多靶点的综合效应，从而阐明“釜底抽薪，急下存阴”以及“肺与大肠相表里”

理论的现代生物学机制。

    4. 中西医结合规范化微创治疗 APALI 临床效果显著。在急性胰腺炎肺损伤发生发

展的不同阶段，利用胆胰微创外科一体化数字手术室，综合运用各种微创外科方法，

结合中医药辨证施治，取得了满意疗效。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中西医结合系统化微

创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病人的病死率由文献报道的 30%～15%明显降低到 10%以

下，为国内外领先水平。中西医结合规范化微创治疗 APALI 的原则是：祛邪扶正、

菌毒并治，清下兼施、辨证论治，内外结合、中西并重。

     该项目成果显著，先后发表代表性论文 20 篇，其中 SCI 收录 11 篇（总影响因子

22.33，他引次数 179次）。主编出版专著 2 部《阳明腑实证与急腹症现代研究与

应用》《胰腺炎临床诊断与治疗》，副主编《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临床研究》《西医

外科学》。先后培养博士研究生 14人，硕士研究生 29人。所制定的中西医结合规

范化微创治疗方案已在省内外多家三级甲等医院推广应用，经过剂型改革研制的

《清胰颗粒》《清热利胆颗粒》《通腑泻热解毒颗粒》已使 1.2万余例患者获益。

项目负责人陈海龙教授为第五、六届国务院中西医结合学科评议组成员，项目主要

完成人尚东教授为第八届国务院中西医结合学科评议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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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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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陈海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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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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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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龙

排名：1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重点学科主任

工作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负责本项目的课题总体设计、指导实施及监督管理、课题

结题、成果推广及验收鉴定、科技奖申报等；

（2）对本项目的所有科技创新点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特别是对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及细菌移位机制、肠道微生态的变化规律的研究及中西医结合防治原则的提出，“肺

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阐释等；

（3）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本项目相关包括 19篇代表性论文在内多篇学术论

文，主编出版学术专著 2 部； 

（4）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的带头人把握学科发展方向，

积极筹划建设中西医结合国家重点学科实验室，培养中青年骨干及优秀人才，以身

作则大力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身体力行传承中西医结合思想和医疗技术。

姓名：张桂信

排名：2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中西医结合外科主任

工作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本项目的总体设计、具体实施和临床病例观察等；

（2）对本项目在科技创新点 1，既“肠道屏障功能破坏与急性胰腺炎肺损伤关系”方

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3）对本项目在科技创新点 4，既中西医结合微创外科治疗急性胰腺炎方面作出了

重要贡献；

（4）发表本项目相关 SCI 论文 4 篇，其中共同第一作者 1 篇，作为副主编出版学

术专著《阳明腑实证与急腹症现代研究与应用》；

（5）投入本项目的时间占本人日常工作量的 30%。

姓名：尚东

排名：3

职称：教授,教授

行政职务：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工作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参与本项目的总体设计、规范化微创治疗方案的制定及实

施。

（2）对本项目在科技创新点 2，即“急性胰腺炎 SIRS 中性粒细胞功能改变方面”及

“中西医结合微创外科平台的建设和具体应用”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所完成的课

题《中西医结合微创外科治疗重症胰腺炎 SIRS 的基础与临床研究》项目获 2011 年

大连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本项目相关论文 8 篇（其中 SCI 3 篇），主编出

版学术专著 2 部。

（4）作为国家卫计委临床重点专科带头人，积极投身中西医结合学科建设，领导

医教研齐头并进。

（5）投入本项目的时间占本人日常工作量的 30%。

姓名：闻庆平

排名：4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麻醉科主任

工作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1） 参与本项目的部分设计、部分内容具体实施和临床病例观

察等。

（2）对本项目在科技创新点 3，既“清胰汤联合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 APALI 的实验

研究方面作出了主要贡献。

（3）以通讯作者发表本项目相关论文 1 篇。4. 投入本项目的时间占本人日常工作

量的 20%。

姓名：许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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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本项目的部分设计、部分内容的具体实施等; 

（2） 对本项目在科技创新点 1 和 2，既“肠道屏障功能破坏及肺泡巨噬细胞在

APALI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的实验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3）对本项目在科技创新点 3，既在中西理论和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及辨证论治方

面有一定贡献; 

（4） 在实验研究方面协助陈海龙教授指导和培养研究生;

（5） 发表本项目相关代表性 SCI 论文 5 篇，其中共同第一作者 1 篇; 

（6） 投入本项目的时间占本人日常工作量的 50%。

姓名：李海龙

排名：6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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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与本项目的总体设计、部分内容具体实施等。

（2）对本项目在科技创新点 2，既率先应用 RNA 干扰方法对“NF-kB炎症信号传导

通路”在 SIRS 是肺泡巨噬细胞过度活化进行实验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3） 对本项目在科技创新点6，既在中西理论和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及辨证论治

方面有一定贡献。

（4）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本项目相关 SCI 论文 1 篇。



（5）投入本项目的时间占本人日常工作量的 20%。

姓名：张经文

排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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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本项目的部分设计、部分内容的具体实施等。

（2） 对本项目在科技创新点 1，即“肠道机械屏障的损伤参与 APALI 发病机制”的实

验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3）以第一作者发表与本项目相关 SCI 论文 1 篇。

（4） 投入本项目的时间占本人日常工作量的 50%。

姓名：祁冰

排名：8

职称：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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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本项目的部分设计、部分内容的具体实施等。

（2）对本项目在科技创新点 2，既“HIF-1α和MMP-9与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破坏”的

实验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3）以第一作者发表与本项目相关 SCI 论文 1 篇。

（4）投入本项目的时间占本人日常工作量的 30%。

姓名：罗亚岚

排名：9

职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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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与本项目的部分设计、部分内容的具体实施等。

（2）对本项目在科技创新点 2，即“ASC→激活casepase-1→活化 IL-1β前体→有

活性的 IL-1β→参与炎症反应”的实验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3） 出色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参与研究生管理。

（4）投入本项目的时间占本人日常工作量的 50%。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1） 为本项目的依托单位，为本项目研究提供了充足的人员、

时间和条件，并按要求匹配经费。

（2） 积极支持建设中西医结合临床国家重点学科实验室，在医院用房非常紧张的

情况下提供600 多平米的场地建设实验室，并积极承担了实验室设计、改造和基础

设施建设，配备专门的 PI 和实验技术人员，为本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3） 专门建设了中西医结合一体化微创外科手术室，配备了必要的设备和经过专



业化训练的手术室护士团队。

支持在中西医结合病房组成项目攻关小组，对临床观察病例救治开通绿色通道。

（4） 积极支持项目组对常用中医协定处方进行剂型改革，开发研制了“清胰颗粒” 

“清热利胆颗粒”“通腑泻热解毒颗粒”三个院内制剂并获得省级药监部门批准，极大地

方便了广大临床病人的治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5）积极支持项目组承办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研讨会、学术沙龙等，积极

为项目组邀请国内外专家前来讲学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