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质引领”，推动组织修复与再生事业飞跃发展

——四川省医学会组织修复与再生专委会第五次学术会议精彩瞬间

2024 年 6 月 20 日至 6 月 22 日，四川省医学会第五次组织修复与再生学术

会议如期在成都锦江宾馆召开。本次会议由四川省医学会主办，四川省医学会组

织修复与再生专业委员会承办，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协办。

6 月 20 日晚，专委会召开工作会议，由专委会秘书陈大伟副主任医师进行

工作汇报，主任委员冉兴无教授、副主任委员戴燕教授、谢坪教授、康后生教授

以及何芳教授分别进行发言，对专委会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出新的工作计划。最

后与会委员分别发言，对各地区组织修复与再生领域工作开展进行交流。冉兴无

教授指出，各地区委员应积极开展区域组织修复与再生领域工作交流，并以开拓

的胸怀和态度参与多学科、多专委会学术交流，为我们事业发展持续吸纳优秀人

才并促进区域事业发展。

四川省医学会组织修复与再生专委会工作会议

6 月 21 日，大会正式拉开序幕。开幕式由专委会副主委、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戴燕教授主持，特邀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许樟荣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

三医院胡爱玲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秀钧教授参加。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

泌科、糖尿病足诊治中心、糖尿病足创新研究室主任冉兴无教授，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陈蕾副院长分别致开幕辞。冉兴无教授对与会专家的支持表示感谢，回顾专

委会一路走来的工作成绩，表示“融合、创新”已成为专委会的发展基因，未来

将继续为组织修复与再生事业发展继续努力。陈蕾副院长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对专委会的工作表示支持，修复与再生涉及范围宽广，希望专委会能团结更多专

业，在目前基础上，注重研究转化，真正以“新质”为动力，勇攀高峰。



专委会主任委员冉兴无教授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蕾副院长开幕致辞

大会主旨演讲以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党支部书记戴燕教授带来党课“走进延

安”开场，回顾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参会人员再次感悟医务工作者为人民健康

事业努力奋斗的重大责任。随后，许樟荣教授回顾近 40 年国际国内糖尿病足研

究进展，胡爱玲教授详细解读亚太专家共识 MOIST 原则，冉兴无教授对糖尿病足

转化研究进展进行介绍，戴燕教授对创面产品 III 期临床研究数据进行总结。体

现了专委会发展至今，从模式创新、技术交流到科研转化的逐步发展。



戴燕教授党课开场；许樟荣教授、胡爱玲教授、冉兴无教授分别进行专题讲座

随后，护理创面论坛、血管创面论坛、足踝创面论坛、非典型创面论坛、创

面材料创新论坛以及糖尿病足论坛分别拉开序幕，汇聚了省内组织修复与再生领

域优秀专家，展现了各地区发展的工作成绩。值得提出的是本次论坛开设创面材

料创新论坛，邀请来自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多位修复与再生领域专家围绕材

料创新、成果转化进行讨论，为专委会新质引领下的发展开拓思路。



护理论坛：专题讲座、多学科案例讨论



非典型创面及创面材料创新论坛



血管创面及足踝创面论坛



糖尿病足论坛

青年医师论坛是省内从事组织修复与再生优秀青年医护展示平台，今年论坛

共接收投稿 96 篇，亮点在于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投稿比例增加，最终 10 位优秀

论文进行大会发言。专委会特别邀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继平教授及华西医学期



刊社孙艳梅编辑参与现场打分和点评，最终一等奖由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

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硕士研究生聂蓉获得，现场气氛热烈，与会者收获良多，基

础研究团队的加入增加了竞争，也引起大家对今后如何更好开展科研工作深深思

考。

点评专家：李继平教授、孙艳梅编辑

颁奖

最后，大会围绕一例糖尿病足合并痛风并严重感染病例开展多学科讨论，该

例由护理团队提出的案例，来自骨科、营养、皮肤、内分泌、护理的专家进行现

场点评，从多学科角度提出了各自意见，启发了各地区、各专业团队从单学科到

多学科的思维转变。



大会闭幕，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康后生教授对本次大会进行总结，本次会议历

时 1.5 天，参会人员来自省内 20 个县市级地区，现场参会人数共计 200 余人，

94 位专家参与大会交流，本次会议专题讲座 32 场，专题讨论 4 场，多学科案例

讨论 2 场。大会发言 10 篇，现场评选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 名。

专委会历次学术会议均得到成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诸多支持，参与本次会议创

面相关企业也相比往年增多，充分体现了医护联合、内外携手、基础研究与转化

以及医工结合的新质内涵，未来多学科协作和融合一定是组织修复与再生事业飞

跃发展的必然路径，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努力，为组织修复与再生事业的发展做出

我们的贡献！

闭幕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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