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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专著名称 刊名 年卷期
影响

因子
发表时间 第一作者

1

Fabrication of Antibacterial

and Antiwear

Hydroxyapatite Coatings

via In Situ

Chitosan-Mediated Pulse

Electrochemical Deposition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

S

2017̆7̆5
10.38

3
2017/2/8

Yan, L

(Yan, Ling)

2

Osteogenic and antiseptic

nanocoating by in situ

chitosan regulated

electrochemical deposition

for promoting

osseointegratio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

NG

C-MATERIA

LS FOR

BIOLOGICA

L

APPLICATIO

NS

2019̆102 8.457 2019/4/22

Wang, XH

(Wang,

Xiaohui)

3

Multifunctional HA/Cu

nano-coatings on titanium

using PPy coordination and

BIOMATERI

ALS

SCIENCE

2018̆6 7.59 2018/3/1
Wang,

Yingbo



doping &ITvia&IT pulse

electrochemical

polymerization

4

Stable ZnO-doped

hydroxyapatite nanocoating

for anti-infection and

osteogenic on titanium

COLLOIDS

AND

SURFACES

B-BIOINTER

FACES

2020̆186 5.999 2019/12/14

Maimaiti, B

(Maimaiti,

Baikerẽ

5

Hydroxyapatite/silver

electrospun fibers for

anti-infection and

osteoinduction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2020̆21
12.82

2
2019/10/9

Liu, FF

(Liu, Fei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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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姓名：王英波

排名：第一

行政职务：副院长

技术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完成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对本成果技术创造性贡献：

提出生物活性大分子调控金属离子的多重调控理论，仿生人体骨骼的化学修

复机理，研发新型生物医用材料，实现骨组织修复。基于材料表征和筛选，鉴定

材料调控骨组织修复的关键性材料学因素，揭示植入材料的元素成分、离子释放、

微纳结构等材料因素在骨修复环境中激发细胞功能的作用规律，开创了一种普适

性制备与细胞/骨组织整合良好的抗菌骨修复多功能骨植入材料的新途径。

主要发现点的主要贡献人。

代表性论文 1、2、3、4、5的通讯作者。

（二）姓名：宴玲



排名：第二

行政职务：无

技术职称：无

工作单位：无

完成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对本成果技术创造性贡献：

提出壳聚糖、聚吡咯通过电化学驱动作用多重调控金属离子策略，赋予钛金

属骨植入物表面高效杀菌、骨诱导等多功能，解决了骨诱导不足、抗菌率低的难

题。基于该策略，研发了系列具有持久抗菌、骨诱导等多功能生物医用骨植入材

料。

主要发现点的主要贡献人之一。

代表性论文 1的第一作者，2、3的共一作者。

（三）姓名：谢超鸣

排名：第三

行政职务：无

技术职称：教授

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完成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对本成果技术创造性贡献：

主要发现点的主要贡献人之一。

代表性论文 4 的主要完成人之一。

（四）姓名：刘菲菲

排名：第四

行政职务：无

技术职称：无

工作单位：无

完成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对本成果技术创造性贡献：

提出了导电高分子聚吡咯通过电化学驱动调控银离子的策略，赋予聚乳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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