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愈一个身体烧伤面积达到95%的患者，堪称一个奇
迹。但是，这对于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烧伤分
室来讲，却不是个案。

事实上，近10年来，烧伤分室收治危重烧伤人员800余
例，其中烧伤面积70%以上的危重烧伤患者318例，治愈率达
99％以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相关医疗机构。

他们怎么做到的？4月22日，记者来到烧伤分室一探究
竟。

烧伤分室是一个集医疗、科研、教学、智库等功能为一体
的综合体，里面有病区、烧伤专科手术室、烧伤康复中心、创面
研究中心、激光治疗中心等，科研人员既在各个研究中心和平
台做理论研究，也要参与病人的救治。

“烧伤分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黎鳌于上世纪50年代末领
衔创立，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烧伤研究中心。”烧伤分室
负责人罗高兴教授说。

上世纪50年代，黎鳌院士组织带领100多名技术人员，

先后完成40多项100多个分题的研究，破解了吸入性损伤这
道世界性难题，让中国跻身国际烧伤医学的领先水平。2003
年烧伤分室成立后，在肠源性感染防治策略、危重烧伤修复机
制及防治措施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罗高兴解释：“过去，人们认为危重烧伤病人感染是由体
外皮肤感染引起的。事实上，通过研究发现，病人极有可能是
因肠屏障功能衰竭而引发全身性感染或内毒素血症的，所以

‘肠源性感染’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意义。”
不仅如此，烧伤分室还创立了烧伤面积估算的“中国九分

法”、烧伤休克期补液的“三医大抗休克公式”，提出了吸入性
损伤综合救治策略、烧伤成人营养支持的“三医大烧伤能量估
算公式”等，显著提高了我国严重烧伤的救治水平。

此外，他们还成功指导救治了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
故、浙江杭州温岭油罐车爆炸等近100起重大突发事件中严
重烧伤伤员781例，创造了零死亡的医疗奇迹。

如今，烧伤分室在烧伤创面精细化治疗、严重烧伤继发性

内脏并发症防治、皮肤瘢痕防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
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危重烧伤患者不仅能救活，还能救得
好。

当天采访结束时，记者在烧伤分室大楼的电梯间看到一
幅漂亮的水粉画。画上一位衣裙飘飘的女性，带着一大一小
两个孩子在海边嬉戏玩耍。画面温馨浪漫，笔法细腻娴熟。

“这是我们救治的一位烧伤面积达95%的伤员康复后绘
制的作品。我们把它挂在电梯里，就是给广大烧伤患者树立
信心，同时也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罗高兴说。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烧伤研究中心
危重烧伤患者治愈率达99％以上，远超其他国家相关医疗机构

创伤、烧伤与复合伤
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3年批准建设，2005年正式纳入国家
重点实验室体系，是全军首个、全国唯一的战
创伤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

至今已发展成为国际上战创伤医学领域
内规模最大、研究伤类最全、具有重大学术影
响的研究机构，是国家三个重点学科野战外
科学、烧伤外科学、防原医学的主要形成基
地，我国现代战创伤救治器材与野战卫生装
备的研发基地，国家战创伤应急救援的核心
力量，我国战创伤医学各层次人才的培养基
地。

现有两院院士2人，国家级人才项目入
选者 47 人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
部、教育部等创新团队14个，是国内唯一一
家集医疗、科研、教学、培训为一体的专职研
究机构，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5 项、二
等奖11项，国际“烧伤伊文斯奖”“军事医学
Debakey 奖”和“交通医学重大贡献奖”等重
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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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名片

【对话】

□本报记者 匡丽娜

一个人从生到死，通常都会经历两件事：一个是“病”，一
个是“伤”。

如果当“伤”无法避免时，那我们有没有很好的办法来
“治伤”“疗伤”？又该如何将它修复、愈合？

攻克这些难题便是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责任和任务。

事实上，作为国内唯一一家研究“伤”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它在相关研究领域得到了世界同行的认可，国际创伤
弹道学权威Debyck中将评价：中国战伤研究是世界上领
先的三个国家之一（美国、瑞典、中国）。前世界烧伤外科
主席Pruitt 教授称赞它为“世界烧伤救治与研究的引领
者”。

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有什么“疗伤”的“法宝”？日前，重
庆日报记者走进该实验室一探究竟。

“疗伤”，这个实验室有“法宝”

历史基因

研究方向

光荣业绩

创伤、烧伤与复合伤
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报记者 匡丽娜

作为全国唯一研究“伤”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哪
些不为人知的“疗伤”“法宝”？未来它有怎样的
发展规划？近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该实验
室主任蒋建新。

重庆日报：实验室是全军首个、全国唯一的
战创伤医学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它为什么
能落户重庆？

蒋建新：实验室落户重庆，与实验室厚重的
历史、开创性成就及其所发挥的战略支撑作用
有关。这个实验室是我国战创伤医学领域最早
成立的实验室，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成立以
来主持承担了本领域国家、军队系列重大科研
项目，产生了以5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代
表的系列原创性重大成果，涌现出黎鳌院士、程
天民院士、王正国院士、付小兵院士等本领域学
科领军人才。

重庆日报：实验室由3个分室组成，各自最
大的特点是什么？

蒋建新：3个分室在我国创伤和战伤领域
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创伤分室重点研
究各类战争中最为常见的武器弹药爆炸伤、高
速投射物致伤，以及和平时期生产生活中诸多
损伤、交通伤；烧伤分室重点研究和平时期生产
生活中烧烫伤，注重伤员机体反应和脏器功能
保护，是我国烧伤医疗行业的龙头和旗帜；复合
伤分室重点研究复合因素致伤效应与医学防
护，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领域的国家重点学
科。

重庆日报：近年来，实验室取得了哪些重大
科技成果，这种创新力量来自哪里？

蒋建新：实验室在严重创伤后全身性损害
发生机制与防治、创伤后重要组织修复与再生、
重要伤类救治关键技术及转化以及战创伤救护
装备、器材及药物研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
科技成果。

实验室在科技创新中长期坚持协同创新模
式，按照产学研一体化运行模式，通过重大科技
成果孕育、产生，不断解决战创伤医学领域内的
重大关键科学问题，创建战创伤防治新理论和
关键技术，有力提升我国应对战争和各种灾害
医疗救援能力，引领我国战创伤医学发展。

重庆日报：实验室未来有怎样的发展计划？
蒋建新：实验室将秉承新发展理念，着力构

建实验室新发展格局。首先，抓住国家重点实
验室优化重组的历史机遇，通过与本领域优势
单位、相关领域优势学科的融合，进一步提升实
验室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战略科技支撑作用。

其次，加强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材料科
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促进形成新的研究方向
和新的研究领域，推动形成一批促进创伤医学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理论和核心关键技术。

第三，加强与部队、军工企业等科研合作，
加速研究成果转化应用。

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蒋建新：

立足部队和国家重大需求
促进高质量发展

▲4月20日，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创伤分
室的专家正在介绍碰撞实验室的相关情况。

▲4月22日，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烧伤
分室，专家正在查看伤员在临床治疗中的恢复情况。

◀4月23日，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复合伤
分室的专家正在做样本的特定元素成分检测实验。

本组图片由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4月22日，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烧伤分
室的专家正在做实验。

防原医学，是研究核武器爆炸及核事故、核恐怖等核事件所
致伤害的防治的科学，在军事医学中称为“核武器损伤防治学”。

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复合伤分室是最早
研究防原医学的学术机构之一。4月23日，记者走进复合伤
分室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复合伤是指机体同时或先后受到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
性质致伤因素引起的复合性损伤，由于其发生多、伤类杂、伤
情重、救治难，是业内人士公认的‘硬骨头’。”复合伤分室教授
冉新泽说。

复合伤分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程天民创建。上世纪60
年代，我国开始进行核试验，其中程天民及其团队参加了17

次，对核武器杀伤作用及其防护措施进行了系统地研究。他
撰写的《我国核试验技术总结汇编》（第三册动物效应），曾被
周恩来称为“国宝”；他主编的《核武器损伤及其防护》等多部
著作，是我国防原医学领域的经典参考书。

“在未来的战争中，随着武器装备的逐步升级，增加了战
创伤的复杂性，常会发生合并有弹片伤、冲击伤、烧伤和放射
损伤等复合伤；在和平时期，一些突发性事件，如生产、交通意
外引起的爆炸等也使复合伤的发生率呈增高之势。因此，复
合伤分室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冉新泽说。

在冉新泽的带领下，记者参观了复合伤分室的部分研究
平台。

在其中一间实验室内，李蓉教授正在做样本的特定元素
成分检测实验。她通过一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将经过高
温处理的样本放进仪器内，几分钟后，样本中所含元素的种类
便一目了然。

“如果人体中毒，只需将人体组织用同样的方法预处理，
然后进行测定，很快就可判断出是什么特定元素造成的人体
中毒，让救治更有针对性。”李蓉说。

在另一间实验室，郝玉徽教授正在进行放射性肺纤维化
的相关实验。他称，该实验主要探索胸部肿瘤放疗严重副作
用——放射性肺纤维化的发病机制，为治疗放射性肺纤维化
找到靶向分子。

事实上，目前，复合伤分室设有创新药物研发、纳米材料
与病理学研究、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等平台，较早开创性地
对世界性难题——放射引起的严重骨髓造血损伤、放射性肺
纤维化等进行了初步的临床转化研究。

敢啃复合伤“硬骨头”的防原人
主编的《核武器损伤及其防护》等多部著作成为经典参考书

“再过几天，你就可以出院了。”

4月20日，在大坪医院住院部病床上的赵云庆（化名）
听到医生这句话时，百感交集。

此前，他遭遇交通事故导致大量出血，差点丢了性命。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赵云庆有些后怕。事实上，他所

称的“万幸”，是许许多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与他一墙之
隔的一栋楼密切相关。

那栋楼位于大坪医院的后山坡上，门口挂着一块牌
子——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创伤分室。

“创伤分室专门研究重症创伤、交通伤，是实验室的三个
分室之一。”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梁华
平说。

这个创伤分室有什么“秘密武器”？在专家带领下，记者
走进了分室的两个研究平台：生物激波管实验室和碰撞实验
室。

“生物激波管是一种用于研究生物冲击伤的气动力实验
设备，可以模拟爆炸时产生的爆炸波，从而研究人体冲击伤
的发生机制和防治举措。”梁华平介绍。

推开生物激波管实验室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长
龙”。这条“长龙”用特质的钢材制成，长约39米，前细后粗，
最粗段的直径达1米。

“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由中国冲击伤、创伤弹道学、交
通医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王正国院士研发的全球最大的生

物激波管。”梁华平说，它可以模拟不同当量、不同距离下爆
炸产生的冲击波，在国内率先解决了实验室开展冲击伤研究
的难题，在国际上首次系统地阐明了冲击波的致伤机制，并
提出一整套冲击伤的防、诊、治方法。

“这台生物激波管完全由实验室自主研发。”创伤、烧伤
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蒋建新解释，“尽管该设备是
上世纪80年代研制的，但仍然是迄今国际上最大、最先进的
生物激波管。更重要的是，它是战创伤研究人艰苦奋斗、自
立自强、自主创新精神的象征，一直激励我们不断探索未知
的科学领域。”

正是在这种精神激励下，近年来，实验室先后开拓我国
防原医学、冲击伤、创伤弹道学、交通医学等研究领域，创立
了“创伤远达效应”“冲击伤过牵效应”“创/烧伤内源性感染”
等系列理论，制定了危重伤“一体化”救治技术体系，使我国
战创伤医学研究和救治水平跻身世界前列。

实验室还创新研制了系列装甲救护车，扫雷鞋和全套防
护服，被联合国指定为维和装备，已在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
使用，实现了扫雷官兵“零伤亡”的奇迹，被誉为“扫雷守护
神”。

创伤分室的碰撞实验室平台，则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交通
事故伤（撞击伤）的研究，参加了数十起国务院、公安部组织
的死亡10人以上重特大交通事故的深度调查和分析，积极
发挥了重点实验室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中的科技支撑作用。

生物激波管
可模拟不同当量、不同距离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