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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統計資料顯示，
中國目前至少有1000萬心力衰竭患
者，是世界上擁有最大心衰患者群
的國家之一。對於心臟病患者來說
，可用於移植的心臟不僅來源不可
靠而且數量很少。如今，這些患者
有了另一種選擇，就是安裝神奇的
人工心臟。2015年，中國自主研製
成功一顆直徑50毫米、厚度26毫米、
重量不到180克的全磁懸浮人工心臟，名
為 「中國心」 。目前， 「中國心」 已成功完
成臨床試驗手術4例、人道主義救援手術3例。它不
但填補境內人工心臟領域的空白，更為上千萬晚期心力衰竭
患者重獲新生帶來希望。

磁懸浮中國心助除千萬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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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血泵運轉血液相容兩大難題
【大公報訊】據央視網報道：全磁懸浮

人工心臟研發帶頭人陳琛介紹，血泵是全磁
懸浮人工心臟最核心的部分。研發全磁懸浮
人工心臟的一大難題就是在保證血泵高效率
運轉的同時，把血泵體積盡量縮小。

陳琛和團隊在研究中創造性地利用永
磁鐵和電磁鐵的不同特性，通過 「四兩撥
千斤」的特殊調製方法，降低電磁鐵的體

積和功耗要求，從而實現減少齒輪直徑，
將血泵體積整體縮小。原來六七十毫米直
徑的血泵，縮小到50毫米，厚度也減少到
26毫米。

不僅如此，陳琛團隊還解決了第二大
難題─血液相容性，他們讓血液高速通
過血泵，並形象地比喻為 「騙」過血液的
識別，從而解決血栓的形成問題。這樣的

設想，對血泵的生產工藝提出挑戰。陳琛
說，他們對產品的密封性要求很高，相當
於一滴水大小的空氣要想穿透到這個產品
裏面，需要上百年的時間。

經歷千百次反覆實驗、調試、檢測。
2011年，陳琛團隊自主創新研製出中國第
一顆全磁懸浮人工心臟。該項目被國家科
技部列入國家科研重點項目。

據央視網報道：被稱為 「中國心」的
人工心臟已經成功幫助好幾位心衰患者
，重新過上了正常的生活。來自河北省
唐山市的何鑫，今年29歲，他是一名心力
衰竭患者。何鑫由於心臟問題，經常感到
身體軟綿綿、沒力氣，有時呼吸十分困難
，只能躺在床上休息。兩個多月前，何
鑫在阜外醫院接受手術治療，安裝一顆
全磁懸浮人工心臟，他也是該項目臨床試
驗的第一例患者。何鑫說之前他走上二三
十米就喘得厲害，現在走個千、八百米
沒什麼問題，還可以自己上樓梯，不用
人扶。

各項指標達國際水平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

醫院院長胡盛壽是給何鑫動手術的主刀醫
生。他介紹，何鑫身體裏的全磁懸浮人工
心臟，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人工心臟，各項
指標都達到國際水平，被醫學界親切地稱
為 「中國心」。它不但填補境內人工心臟
領域的空白，更為上千萬晚期心力衰竭患
者重獲新生帶來希望。

目前，對於心衰患者的治療一般有兩
種方法：一是心臟移植，中國每年可以提
供移植的心臟僅有300顆左右，相較於上千
萬的患者，這個數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第二種方法就是人工心臟。

蘇州某醫療器械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執
行官陳琛介紹：這款中國自主創新研發的
全磁懸浮人工心臟，厚度只有26毫米，直
徑50毫米，重量不到180克，是目前世界上
最受關注的人工心臟。

鑽研30年 引世界關注
陳琛是全磁懸浮人工心臟研發的帶頭

人，鑽研人工心臟至今已近三十年。2008
年，陳琛成立公司，自主創新研製全磁懸
浮式人工心臟。此後，陳琛團隊聯合心血
管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多個單位，將
全磁懸浮人工心臟進一步改進和提升。

2015年，一顆直徑50毫米、厚度26毫
米、重量不到180克的全磁懸浮人工心臟
研製成功。這顆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
「中國心」人工心臟，很快引來世界同行

關注的目光。
被稱為 「旋轉式人工心臟之父」的美

國教授Richard Wampler兩次來到陳琛公司
參觀並留言：我對你們這個非常了不起的
裝置，表示興奮和敬意。

目前，中國自主創新研製的全磁懸浮
人工心臟─ 「中國心」已成功完成臨床
試驗手術4例、人道主義救援手術3例，共7
例。而已經在人工心臟領域默默耕耘近30
年的陳琛，最大的希望，就是通過不斷技
術創新，給更多患者帶去福音。

自主研發重180克 臨床七例均成功

▲5月15日上午，華中地區首例由中國完全
自主研發、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 「第三
代全磁懸浮人工心臟」 植入術在華中阜外醫
院成功實施 網絡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王曉雪煙台
報道：22日，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考
察團一行在煙台開展調研，先後來
到中集來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煙
台基地、山東省中魯遠洋（煙台）
食品有限公司（中國金槍魚交易中
心）和煙台海中寶海產品交易中心
等地。委員們表示，通過考察看到
了國家強大國力和先進技術，山東
在海洋產業方面潛力巨大，期待未
來的合作範圍更加廣闊。

在中集來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
司煙台基地，考察團看到了公司設
計建造的 「藍鯨一號」，這是全球最大、
鑽井深度最深的半潛式海上鑽井平台，創
造了可燃冰開採時間和產量2項世界紀錄。
全國政協委員陳卓禧對 「藍鯨一號」讚不
絕口，他說，中國是一個海洋大國，海域
很遼闊，從經濟、民生和安全的角度來講
，與海洋有關的產業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藍鯨一號」已經是世界最先進的鑽井平
台，以及開採石油等平台都是世界領先水
平，這也說明了我們國家強大的國力。

在考察過程中，自升式多功能海洋牧
場平台引起了考察團的關注，該平台集海
洋監測、養殖看護、安全環保、補給加工
、休閒垂釣、旅遊觀光等6大功能於一體。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表示，香港
與山東的合作應不僅限於傳統項目
，海洋牧場就是一個很好的項目，
很有發展潛力。

結合威海所需香港所長
山東省中魯遠洋（煙台）食品

有限公司（中國金槍魚交易中心）
是全國最大的集金槍魚冷藏、加工
、批發、零售及物流配送於一體的
加工銷售基地，展示廳裏擺放着冷
凍大目金槍魚、黃鰭金槍魚、藍鰭
、月亮魚等，梁振英和委員們紛紛

拿出手機拍照。全國政協委員許榮茂說，
香港在海洋金融、涉海商務方面有獨特的
優勢，威海在發展海洋經濟方面可以借鑒
香港經驗。香港是一個極大的消費市場，
海產品來自世界各地，威海應提高在香港
的市場佔有率，把威海所需、香港所長結
合起來，推動威海的企業走出去。

港區委員考察煙台 倡海洋牧場合作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據京
媒透露，日前，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人
民大會堂、北京大學燕南園歷史建築群等429
處建築物擬公布為北京市第一批歷史建築。

據介紹，上述歷史建築具有一定保護
價值，能夠反映歷史風貌和地方特色，未
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也未登記為不可移
動文物的建築物、構築物。從建築功能上

看，人民大會堂入選歷史建築體現了北京
多元的歷史文化遺存。在具體選擇要求上
，有些歷史建築與重要歷史事件、歷史名
人相關聯，如西四北二條59號歷史上曾居
住過末代皇帝溥儀、佟麟閣；還有一些歷
史建築在特定時代具有社會影響力，如中
關村 「特樓」，錢學森、錢三強等39位兩
院院士、著名科學家曾在此居住。

京首批歷史建築 人民大會堂入選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有

「華僑最高學府」之稱的暨南大學，歷來是
港生北上熱選內地高校之一。暨南大學副校
長張榮華透露，目前報考暨南大學的港澳台
僑學生人數接近6000人。為了更好地向灣區
輸送人才，暨大決定今年對港澳台僑學生擴
招，把港澳台僑招生指標從2000人左右提升
到2300人左右。不僅如此，暨大還會將港澳
台僑生所佔比例提高到40%左右。值得一提

的是，隨着大灣區對理工科人才的需求增長
，近年越來越多港生開始報讀建築、土木、
計算機等理工科專業。

暨南大學招生辦主任黃躍雄告訴記者
，暨大校內所有專業對港澳台僑生全面開
放。近年報考土木工程、建築專業、計算
機、電子信息等理工科專業的香港學生有
所增加。另外，暨大面向港澳生獎學金項
目豐富，約一半港生能成功申請獎學金。

暨大今年擬招2300名港澳台僑生

四川長寧地震抗震救災指揮部23日在
宜賓市召開新聞發布會。宜賓市人民政府
秘書長李廷根在發布會上表示，此次地震
抗震救災工作已全面進入災後恢復重建階
段，力爭在農曆新年（2020年1月25日）前
，基本完成災後恢復重建的大部分工作。
李廷根還表示，22日晚發生在珙縣的5.4級

餘震導致震區31人受傷，其中留院觀察治
療21人，均無生命危險。

李廷根介紹，截至目前，此次地震搜
救工作已全面完成，房屋震後評估工作已
基本完成，受災民眾已進行分散或集中安
置，災區供水、供電、供氣、通訊和交通
已基本恢復正常。 （中新社）

四川長寧進入全面災後重建階段

簡訊
23日上午9時，蘭州市交

通軌道1號線正式開通運營，
該工程四次下穿黃河上游蘭
州段主河道，不但是境內地
鐵工程首次穿越黃河，也是

目前境內唯一具備交通功能的黃河隧道。
蘭州市軌道交通有限公司董事長段廷

智介紹，1號線的多個車站及區間需在紅砂
岩地層施工，而紅砂岩地層具有不遇水堅
硬無比，遇水迅速液化成泥的特性，面對
難題，建設者們最終採取超前支護、超前
注漿、穩步掘進、多點監測的工序流程，
逐步破解施工難題。

（記者劉俊海、實習記者席翡斐）

首條穿越黃河地鐵蘭州開通

▲蘭州市民體驗首條穿越黃河的地鐵
大公報記者席翡斐攝

▲圖為應屆考生在暨大諮詢報考專業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和委員們紛紛拍攝月亮魚
大公報記者王曉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