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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 

 

《外科手术学》       2010 年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主编 

《护理管理学》       2009 年  人民卫生出版社  参编 

《临床血管外科学》   2010 年  科学出版社      参编 

《医学文化学 》      2014 年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主编 

《医院危机管理》     2014 年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主编 

 

 

研究项目： 

 

（一）国家级项目（1 项） 

1、从抗 VEGF 以及抑制肿瘤增生探讨活血化淤药异病同治的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三

主研人，2001。批准号：30070915 

 

（二）省部级项目（1 项） 

EP3 激动剂诱发中型粒细胞非凋亡非坏死性死亡的机理研究，省杰出青年基金资助，课题负

责人：何延政，计划启时：2001 

（三）市厅级项目（11 项） 

1、骨髓源性 EPC 在血管外科的应用，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主题招标项目，2006，课题负责人：

何延政，。 

2、补肾生血中药动员骨髓内皮组细胞参与缺血肢体血管新生的研究，四川省卫生厅资助，四



川省中医药管理局资助，课题负责人：何延政，计划启时：2003。 

3、肺炎衣原体致腹主动脉瘤形成的机理研究，省教育厅资助，四川省卫生厅资助，课题负责

人：何延政，计划启时：2003。 

4、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肢体缺血的研究，泸州市科技局资助，第二主研人，计划启时：

2003。 

5、一氧化氮、诱导性一氧化氮合酶在实验性大鼠腹主动脉瘤形成中的作用，医院资助，课题

负责人：何延政，计划启时：2004。 

6、大鼠休克性供体原位肝移植可行性研究，学院资助，课题负责人：何延政，计划启时：2002。 

7、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肢体缺血的研究，泸州市科技局资助，计划启时：2003。 

8、白细胞表面粘附分子表达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关系，四川省卫生厅资助，第二主研人，计

划启时：2001。 

9、芪蛭胶囊治疗肢体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省卫生厅资助，课题负责人：何延

政，计划启时：2000。 

10、外科手术结合自体骨髓细胞移植治疗肢体缺血的研究，四川省卫生厅资助，第二主研人，

计划启时：2003。 

11、下肢曲张静脉钙离子激活钾通道电生理特性及一氧化氮与诱导性一氧化氮合酶在其重塑

中的作用，第二主研人，泸州医学院，计划启时：2005。 

12、以股深动脉为流入道重建下肢血运循环，泸州医学院，课题负责人：何延政 

13、髂股动脉支架植入治疗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课题负责人：何

延政 

14、周围血管外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四川省卫生厅重点学科科研启动基金，课题负责人 

15、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中药治疗，四川省教委，课题负责人 

16、以 SDF-1/CXCR4 轴为靶点探讨活血化淤中药促进缺血肢体血管新生的机制，四川省卫生

厅重点资助项目，第一主研，2006 

17、骨髓源性内皮组细胞体外三维立体血管新生模型的建立及其在血管损伤修复中的作用，

四川省卫生厅重点资助项目，第二主研，2006 

18、基因芯片技术检测动脉硬化性闭塞症小鼠模型在不同时期病变动脉炎症细胞因子和受体

基因及 NFKβ基因表达谱的改变，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二主研，2007 

19、细胞外基质联合骨髓干细胞构建新生血管，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二主研，2007 

20、糖基质终末产物对内皮祖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二主研，2007 

21、外源性糖化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 对内皮祖细胞血管新生功能的影响。课题负责人教育

厅课题 2007 

 

 

学术机构及社会任职： 

 

2002 年 8 月-至今          四川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     专家库成员 

2003 年 4 月               全国高等学校医学规划教材《外科学》      编委 

2005 年-2009 年            四川省卫生信息学会第一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 

2006 年 6 月-至今          中国卫生法学会                          理事 

2006 年 6 月-至今          四川省医学会伦理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2007 年 8 月               国际外科学杂志                          编委 

2008 年 2 月-至今          四川省医学会血管外科血组                副主任委员 

2011 年 12 月           四川省医院协会城市医院管理委员会            常务理事 



2012 年 3 月            四川省卫生厅第七届医学科研管理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2012 年                四川省医学会理事会                          常务理事 

2013 年 11 月              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理事会                  理事 

2014 年 5 月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医疗保险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 委员 

 

专业资格认证及奖项： 

 

四川省政府科技进步奖   周围血管外科基础与临床研究 二等 2004 年 

教育部科技进步奖       下肢深静脉瓣膜功能检测和肌袢成型术推广应用   三等 2000 年 

四川省政府科技进步奖   康复训练对脑梗死大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及与健侧脑功能变化

的实验研究 三等  2004 年 

四川省政府科技进步奖    胎儿胰腺移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三等 1993 年 

泸州市政府科技进步奖    肢体动脉闭塞性疾病外科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二等 2004 年 

泸州市政府科技进步奖   血脉宁颗粒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三等

2004 年 

重庆市科技进步奖  活血化瘀药异病同治生物调控基础研究及抗血管增生药效物质筛

选 二等 2006 年 

泸州市政府科技进步奖 连体婴儿手术的临床研究 特等 2010 年 

泸州市政府科技进步奖 内皮祖细胞在血管外科中的系列研究 二等 2011 年 

 

国务院                    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2000.10.1 

全国省级综合性医院政研会   全国省级综合性医院优秀医师      2001.11.3 

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分会    人文医学荣誉奖                  2008.12 

四川省人社厅、卫生厅    四川省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2010.12 

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2006.5.30 

四川省组织部            四川十大杰出青年                  2001.12 

四川省卫生厅            第四批四川省卫生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2004.12.29 

四川省医院协会  2012-2013 年度四川省医院协会城市医院管理优秀奖（优秀院

长）                              2013.10  

泸州市委宣传部等        泸州市十佳医生                  20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