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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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治性心肺衰竭患者ECLS系统关键技术与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安徽省医学会

项目简介

难治性心肺功能衰竭一直以来都是重症医学科医生面临的重大挑战，此类患者死亡率高，带来了

巨大的社会负担和经济负担。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作为一种临时的体外生命支持设备，是挽救难治性心肺功能衰竭患者生

命的利器，也是重症医学科医生的终极武器。以ECMO为核心的体外生命支持

（Extracorporeal life support，ECLS）系统首先保证心脏和/或肺部处于“休息”状态，

联合其他高级生命支持手段，促进脏器功能的早期恢复。所以，ECLS系统是以ECMO技术为核心，

联合机械通气、血液净化、主动脉球囊反搏、临时起搏器、亚低温等重症生命支持技术，以专病

数据库为平台、机器学习等方法为工具，构建危重病人预警系统和风险预测模型，实现危重患者

的早识别、管理方案的不断更新，达到降低危重患者ICU死亡率和缩短ICU住院时间等目的。团

队在项目开展的2年内完成了所在单位ECMO中心的建设，在省内外15家医院进行推广，获得了

同行广泛认可。以本项目为平台取得的成果，针对难治性心肺功能衰竭和脓毒症患者提出了一些

诊疗新思路并积累临床循证医学证据，降低了患者的死亡率，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依托本项目在医、教、研和成果转化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成绩：①项目开始至今，团队共使用体

外生命支持系统救治了 360余例患者，同时在省内外15家医院相关科室推广该生命支持系统。

2023年联合119家成员单位成立安徽省ECMO专科联盟，2024年获批安徽省卫健委 ECMO质控

中心。②已培养全日制硕博士研究生15人；举办继教培训班和短期进修班共培训学员600余人

次；主编主译相关书籍 2部，参编教育部规划本科教材 1部，其他相关书籍 2部；参与制定临床

指南、专家共识及指导意见6项。③依托专病数据库和相关基础研究发表 SCI论文和中文核心论

文40余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 1项，安徽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项，

安徽省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安徽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和安徽省临床医学研究转化专

项项目的资助各 1项。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安徽省医学科学二等奖1项。④发明了一

种提供下肢血液灌注的 V-A ECMO 股动脉插管及置管方法获批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一次置管能

满足下肢血液的灌注，操作方便且减小了置管风险和复杂性，解决了反复穿刺和股动脉置管时易

引发下肢缺血并发症的问题，目前已与相关企业达成初步合作计划拟对产品进行转化。⑤与安徽

医科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合作，开发新型硫铋银、硫化铋抗菌材料和新型铜基纳米抗菌导管，申报

国家发明专利1项。⑥与安徽省生物医学光学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攻关的“用于细菌耐药

性精准检测的微液滴数字PCR生物芯片阅读仪”是安徽省获得医疗器械注册的首台数字PCR产品，

由合肥中科易康达生物医学有限公司负责转化，年产值估计 5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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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邵敏 1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核心技术的创新：1).带有灌注功能的 VA-ECMO 导管的主要发明人；2). 首次将双腔导管应用在 VV-ECMO

上；2.完成 ECLS 系统关键技术创新和标准化流程的建立；3.负责信息系统搭建的总体策略和规划，以及负

责和总体指导项目论文完成及专利申请；4.作为通讯作者发表代表性论文 10篇，主持 1项国家级课题和 4项

省厅级科研项目；5.设计并申请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8项、获软件著作权 1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念 2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任医师 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第二完成人，与其他完成人一起完成 ECLS 系统关键技术的建立和创新；参与专病库的建立和数据分析；

参与代表性论文 4、6、7、8的发表、参与知识产权 1-8 的设计和申请；主持科研项目 1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方明 3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任医师 科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第三完成人，参与完成本项目患者的管理，与其他完成人一起完成核心技术创新；参与专病库的建立和

数据分析，负责论文撰写；第一作者发表代表性论文 6，共同完成代表性论,4、7、8；知识产权 6、7的第一

发明人；主持本项目相关的科研项目 1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黄锐 4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第四完成人，参与完成本项目关键技术的创新和技术的实施。负责信息系统的具体实施以及论文的撰写。

代表性论文 8的第一作者，参与代表性论文 6、7的发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韩暄 5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第五完成人，参与完成本项目关键技术的创新和实施。负责信息系统的具体实施以及论文的撰写。参与

代表性论文 6、8的发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余超 6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第六完成人，参与完成本项目关键技术的创新和实施。负责信息系统的具体实施以及论文的撰写。代表

性论文 9、10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查玉涛 7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第七完成人，参与完成本项目关键技术的创新和实施。负责信息系统的具体实施以及论文的撰写。代表

性论文 6、7的第一作者，参与知识产权 6、7的发明和申请。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翠 8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第八完成人，参与完成本项目部分 ECMO 患者的置管、病人的管理，负责体外生命支持系统相关创新

技术的实施。负责信息系统的具体实施以及论文的撰写。参与代表性论文 6、7的发表，参与知识产权 10的

设计和申请。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东升 9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第九完成人，参与完成本项目关键技术的实施，参与数据库的建立和管理，参与论文的撰写。参与代表

性论文 6的发表，参与知识产权 1、2的设计和申请。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安徽医科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负责总体技术方案制定、技术内容的分析、可行性研究、技术路线确定和

优化。针对安徽省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发展相对全国滞后，开展病例数有限的现状以及全省医疗发

展的需求，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协助项目组在省内外多家单位开展以 ECMO 为核心的 I体外生命支持

系统的应用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