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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项目名称 磷酸酯单体MDP在牙体保存治疗中粘接贡献的机理分析及应用探索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江苏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粘接一直是口腔医学极重要的研究领域，当今的口腔修复和口腔内科门诊中，

几乎可利用的所有牙体充填和修复治疗技术均涉及粘接。牙体保存治疗的发展中，

粘接发展是重要的基础之一，这背后是前赴后继的围绕粘接技术及粘接材料的研究

在支撑。相对于其他口腔医学研究领域，粘接研究不仅涉及口腔修复学、口腔内科

学、口腔材料学等口腔医学领域，更多的是交叉涉及分析化学、有机和无机化学、

配位化学、力学等非医学学科，这为研究的进行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但同时也带

来了突破的契机。该项目敏感的聚焦于磷酸酯单体MDP 这一粘接领域中里程碑式的

发明，充分利用和把握项目组的长期学科交叉优势，紧密围绕MDP对多种不同性质

物体的粘接，揭示了以往未曾提出的作用机理。以此为依据，该项目还在磷酸酯单

体等功能成分的应用拓展，性能提升，以及新衍生物的设计、合成、开发中取得了

重要进展和突破，获得了一系列丰富的科研成果。相关研究成果发表的10篇代表性

论文中，其中80%为中科院期刊分区一区，90%为top 期刊，被同研究领域学者引

用497 次，说明了较高的科研价值。该项目还重视MDP 相关粘接系统在临床上显

示的突出优势，积极推广应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基于以上，我单位郑重推

荐谢海峰项目组的“磷酸酯单体MDP 在牙体保存治疗中粘接贡献的机理分析及应用

探索”申报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全球超过80％的人群因龋病、外伤或发育不全等疾病导致牙体缺损，我国每

年也有数亿人次病例需要进行树脂充填和固定修复等牙体保存治疗。粘接是当代牙

体保存治疗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10-甲基丙烯酰氧癸二氢磷酸酯（MDP）于

1984年问世以来，各种含 MDP粘接产品的开发推动了牙体粘接技术的更替和变革。

粘接系统从早期的多体系、多瓶型、多步骤产品，发展到最新的单瓶型、多粘接用

途、多粘接模式的通用型产品，MDP都发挥着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数十年的发展

中，MDP陆续被证实具有牙体硬组织脱矿、与羟基磷灰石化学结合、偶联金属和金

属氧化物陶瓷（如氧化锆、氧化铝）与树脂的化学粘接、对牙本质胶原保护等功能，

新用途的发现推动着临床粘接成绩的实质性提升，也不断印证着 MDP这种神奇分子

强大的生命力。直至今日，MDP仍被证明是牙体保存治疗中最有效和可靠的粘接单

体。

    然而，当今的牙体粘接技术尚不能实现充填物或修复体足够的口内远期服役，

临床上因粘接问题导致的继发龋、脱粘等失败比例高达 75%。临床上如何实现充填

物和修复体与牙体理想的粘接耐久性是伴随现代粘接技术诞生和发展一直存在的挑

战。开发性能更好的粘接单体，超越 MDP现有的粘接成绩，是潜在解决上述问题的

可行途径，这背后就需要针对性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以推动。

    项目组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支持下，基于口腔材料学、口腔修复学、配

位化学、理论化学、表面与界面科学的学科交叉，围绕MDP在牙体保存中的粘接贡

献开展研究，在MDP的活性机理阐释、分子结构调整和性能改进，及应用拓展等方

面取得多项突破：

    首次对MDP提高氧化锆陶瓷/树脂粘接的化学机理、新生化学键的构建形式及



稳定性进行了系统性阐释，此基础上，一方面以制备纳米涂层的方式创造局部碱性

微环境，实现了MDP提高氧化锆陶瓷粘接强度效果的增强和粘接耐久性的进一步提

升；另一方面创新地将 MDP用于氧化锆填料的表面改性，同时辅以碱性纳米涂层，

实现可控的复合树脂三点抗弯强度、流动性、遮色能力等物理性能的改善和提升，

拓宽了复合树脂应用范围，对提升临床成绩也有潜在价值。

    创新地利用含磷、含氧或含氮配体的空间和电子效应的调控实现金属催化中心

活性的调节，进而实现烯烃、芳香环等底物的直接碳氢键转化，在母体引入芳基、

氨基、酯基等官能团，发展高效合成活性功能分子的新方法；提出理论化学大范围

预测+小范围化合物合成+分析化学精准验证的模式，调整 MDP分子结构以增强化学

活性，这种研究模式为今后粘接功能单体的设计和研发提供可循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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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谢海峰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研究项目整体构思和设计；项目组建立与人员整合；课题主持和

实施；研究进度规划、安排与调整；实验设计、指导、执行；科研论文、专利、会

议交流；研究生培养。尤其是在磷酸酯单体MDP与不同晶相的氧化锆晶体间化学键

的构建形式、稳定性及相应机制分析中做出重要贡献。

姓名：陈晨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课题主持和实施；实验设计、指导、执行；资源整合；科研论文、

专利、会议交流；研究生培养。尤其是在磷酸酯单体MDP在四方相、单斜相氧化锆

晶体表面吸附及发生化学反应的机理解释；包含 MDP的通用型粘接剂的粘接成绩评

价；“理论化学大范围预测+小范围化合物合成+体外实验精准验证理论预测”研究

模式的提出和实施等方面做了重要贡献。

姓名：鲁艺

排名：3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实验设计、指导、执行；科研论文、专利；研究生培养。尤其是

在设计磷酸酯系列化合物，发展新方法高效合成目标产物，研究构效关系，并进一

步优化磷酸酯等系列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

姓名：孙志达

排名：4

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

行政职务：纪委书记

工作单位：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技术交流、推广应用；包含磷酸酯单体MDP粘接产品引进与

应用的规划和实施；科研论文；研究生培养。尤其是在MDP相关产品应用中的技术



改进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姓名：韩菲

排名：5

职称：医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实验设计、执行；资料整理收集；科研论文、专利。尤其是在解

释磷酸酯单体MDP与氧化锆晶体间新生化学键分别在不同pH条件下的水解趋势及

热力稳定性机理，以及相应机理在氧化锆修复体粘接性能改善及复合树脂氧化锆填

料的表面处理等方面的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

姓名：章非敏

排名：6

职称：教授,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口腔修复学系主任

工作单位：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实验设计、指导、执行；科研论文、专利；研究生培养。尤其是

在评价磷酸酯单体MDP相关产品在各种修复材料粘接应用中的粘接成绩以及对应的

技术改进中做出重要贡献。

姓名：孙为银

排名：7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实验设计、指导、执行；研究生培养。尤其是在指导磷酸酯系列

化合物的合成、进一步优化磷酸酯合成路线及分析构效关系。

姓名：刘梅

排名：8

职称：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毕业后教育管理办公室主任

工作单位：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实验设计、指导、执行；科研论文。尤其是在有关应用磷酸酯单

体产品应用理念的推广，临床应用拓展尝试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主要完

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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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我院谢海峰副教授团队近 8年来紧紧围绕10-甲基丙烯酰氧癸二

氢磷酸酯（10-methacryloyloxydecyldihydrogenphosphate,MDP）在牙

体保存中对粘接的贡献开展研究，针对MDP的活性作用机理、分子结构调整、优化、

性能改进以及应用拓展等方面科技攻关，取得多项突破。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南京

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对谢海峰副教授领衔的团队从项目申报、研究场所、人才培

养、经费支持、临床技术研发推广与应用等多个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与政策倾斜。

1.本单位具有口腔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江苏省口腔

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为本项目的课题申报与设计、实验实施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

人才储备。



2.本单位是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单位，口腔修复科科是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为本项目开展提供充足的临床病例资源，为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提供了

良好的平台支撑。

3.本单位是江苏省第一家三甲口腔专科医院，技术力量雄厚，为本项目临床关键技

术的推广应用提供良好的合作平台。

单位名称：南京大学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我校鲁艺、孙为银教授团队近 8年来紧紧围绕高效合成功能分子

的途径开展研究，发展的新方法条件温和，污染少，多种敏感基团可稳定存在，为

功能分子的合成提供了更优更快的途径。作为第二完成单位，南京大学对鲁艺、孙

为银教授领衔的团队从项目申报、研究场所、人才培养、经费支持、临床技术研发

推广与应用等多个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与政策倾斜。

本单位现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8个，“双一流”建设学科16个，江苏高校优势

学科建设工程三期项目立项学科19个，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18个，博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点 42个，博士后流动站 38个，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12个，

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1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14个。有国

家实验室（筹）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7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个，国家科

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1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 1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研究中心 1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1个，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 1个，江

苏省重点实验室 10个，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12个，为本项目的课

题申报与设计、实验实施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人才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