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15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发布，该院心脏大
血管外科专家团队历时3年研究，自
主研发了全球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
儿童专用磁悬浮“人工心脏”。

作为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牵
头人，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董念
国教授、夏家红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
这项“微型生命泵”技术，填补了全球
儿童磁悬浮“人工心脏”的空白，更向
世界提供了儿童终末期心脏治疗的
“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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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刷纪录
儿童版“人工心”仅重45克

儿童心力衰竭外科治疗是全球医学领
域悬而未决的难题。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
4 万名心衰患儿住院，约 7%～10%亟需心
脏移植，而全国每年儿童心脏移植手术不足
百例。

无法等到合适供心的患儿，需要通过
“人工心脏”暂时承担心脏泵血功能，为心肌
修复或等待供心争取宝贵时间。然而，现有
设备多针对成人设计，低于 30斤的小患儿
因体重低胸腔狭小等解剖结构限制，长期面
临“无泵可用”的困境。

如何让更多心衰患儿拥有重生的希
望？“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他们需要真正
属于自己的‘人工心’。”董念国教授指出，
研发关键在于对儿童独特解剖生理机制的
深度破译。

作为国内儿童心脏移植领域的领跑者，
协和医院已累计完成 221 例儿童心脏移植
手术。2021 年，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
团队启动全球首个针对低龄、低体重患儿的
磁悬浮心室辅助装置研发项目。该项目由
协和医院牵头，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支
持，同时联动国内外 19家顶尖医疗机构开
展多中心临床研究。

“我们反复研讨、推敲设计细节，从泵头

尺寸到导线规格逐项优化。”董念国介绍，团
队为了能够研发出性能最先进的磁悬浮人
工心脏，需要不断压缩装置体积重量，同时
保证装置的稳定性和耐久性，这是一项前所
未有的挑战。

依托此前全球最小植入式磁悬浮泵的
研发经验，团队历经多轮理论推演与实验验
证，迭代至第三代磁悬浮技术。基于儿童解
剖特征实现微型化重构，将装置重量压缩至
45克（仅为原来研发最小成人泵的1/2），泵
体直径缩减至2.9厘米，成为全球首个儿童
版的磁悬浮“人工心脏”。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对生命本质的敬
畏。”董念国表示，该装置能耗降低，电池的
续航能力更长；稳定性更强，能满足患者急
转运的安全需求；转速调控更精准，转速范
围为1500～3600转/分钟，可根据患儿的实
时循环支持需求调节，避免过度泵血导致的
功能损伤。

从概念设计到体外模拟实验，从动物实
验验证到临床应用，历时三年，最终实现了
微型化磁悬浮技术的再突破，首次为全球心
衰儿童的治疗提供了中国“心辅助”方案。

自主研发
全球首个最小、最轻“人工心”

2025年3月30日，7岁终末期心脏病患
儿俊俊在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董念国、

夏家红教授团队的全力救治下，成功植入这
款儿童专属的磁悬浮“人工心”。

据俊俊母亲介绍，孩子于2024年5月中
旬检查出扩张型心肌病。经过严格的内科
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当地医院判断，孩子
为终末期心脏衰竭，建议进行心脏移植。

2025年3月，俊俊一家从山东聊城前往
湖北武汉，求助董念国教授。经详细检查，
俊俊为O型血阳性，供心匹配困难，且孩子
已出现呼吸困难，需要 ECMO 辅助。3 月
19日，俊俊发生严重的心源性休克，团队为
他紧急实施ECMO辅助，但长时间辅助会
增加感染等其他并发症风险。

严重心衰的俊俊根本经不起长期等
待。董念国立即组织科室讨论会诊，在与家
属充分沟通并获得同意后，决定为他实施儿
童专用的磁悬浮“人工心”植入术。

“这个‘微型泵’给了孩子恢复心肌功
能，等待供心的窗口期。”董念国介绍，手术耗
时5小时，患儿术后心肺功能、肝功能均恢复
良好。术后第2天，俊俊恢复自主呼吸，术后5
天转入隔离康复病房。目前，患儿的生命体征
稳定，有希望进行进一步治疗。

协和医院院长夏家红教授表示，从 90
克“人工心”的研发到 80 克“人工心”的升
级，再到45克“人工心”的突破，团队在终末
期心脏的治疗方式上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
跑的跨越式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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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孙桂菊及其团队发布最新研
究成果，该研究通过临床研究证实，每天
服用30克全亚麻籽粉3个月，可显著减少
肝脏脂肪，改善脂肪肝，调节肠道菌群。

亚麻籽能促进肠道健康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是全球最常见

的慢性肝病之一，影响着38%的人口，其
特征是肝脏内脂肪积累，年轻患者也越
来越多。不良的饮食习惯是非酒精性脂
肪性肝病的重要病因。

亚麻籽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
在欧洲和亚洲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由
于其高含量的 α-亚麻酸（ALA）、木酚
素和膳食纤维，已成为重要的功能性食
品。其中的 α-亚麻酸不仅有助于改善
血液脂质和血压，还能抑制炎症反应，缓
解血小板聚集，帮助预防血栓形成。

孙桂菊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
安全与食品功效、营养与慢性病。在这
次临床试验中，孙桂菊及其团队选取的
是全亚麻籽粉，这意味着，其中的膳食纤
维含量较高，而全亚麻籽的蛋白质含量
也较高。

孙桂菊解释，α-亚麻酸属于ω-3多
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也是人体必需的
一种脂肪酸，对人体健康、脂肪代谢等具
有重要作用。“另外，亚麻籽中还含有一
种木酚素，这也是一种对人体健康有益
的植物化学物质。”综合多个营养要素的
全亚麻籽，具有调节糖脂代谢紊乱的作
用，同时还能促进肠道健康。

根据身体补充膳食纤维
采访中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从

2007年开始，孙桂菊的课题组就关注到
亚麻籽并开展相关研究，发现食用全亚
麻籽不仅利于减少脂肪肝，对糖尿病患
者也有好处。

课题组有一名博士和两名硕士都聚
焦亚麻籽这一选题。前期动物实验显
示，在预防和改善脂肪肝方面都发挥了
较好的作用。后在动物实验研究的基础
上开展人群干预研究，结果表明每天摄
入30克全亚麻籽粉，持续3个月对脂肪
肝有改善作用。

对于正常人群来说，每天摄入10到
20克全亚麻籽可能就够了，若是想达到
降低脂肪肝的效果，每天需摄入30克。

“也不能吃太多，膳食纤维过高会引起胃
肠道不适。特别是老年人和消化功能不
好的人群，更要适量。注意观察自己的
身体，有不适要减少或停止食用。”

深耕营养学多年的孙桂菊教授建议
大家饮食习惯遵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平衡膳食的八个准则：食物多样，
合理搭配；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多吃蔬
果、奶类、全谷、大豆；适量吃鱼、禽、蛋、
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规律进餐，足
量饮水；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公筷分餐，
杜绝浪费。“希望大家吃得健康，拥有一
个好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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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男孩拥有一颗45克“人工心”
全球最轻、最小，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儿童专用磁悬浮“人工心脏”

东南大学科研团队最新发现——

每天30克全亚麻籽粉
吃3个月能改善脂肪肝

俊俊进行“人工
心”植入术后，目前生
命体征稳定

男性发病前5位癌种
肺癌、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和肝癌，

占男性癌症发病总数的67.3%。

女性发病前5位癌种
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和胃

癌，占女性癌症发病总数的59.9%。

男性死亡前5位癌种
肺癌、胃癌、食管癌、肝癌和结直肠癌，

占男性癌症死亡总数的75.5%。

女性死亡前5位癌种
肺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和肝癌，

占女性癌症死亡总数的60.6%。

各年龄段人群发病情况
0～14 岁儿童、15～39 岁少年和青年、

40～59岁中年人、60～79岁老年人和80岁
及以上老年人的癌症发病例数分占全省总发
病 例 数 的 0.3% 、4.9% 、27.0% 、53.4% 和
14.4%。其中40～79岁年龄组占发病大多数
（80.4%），是江苏癌症防控重点关注的人群。

各年龄段人群高发癌种
0～14岁儿童：白血病和脑瘤最常见。
15～39岁少年和青年：发病首位的是甲

状腺癌，其后男性依次为肺癌和结直肠癌，
女性分别为乳腺癌和肺癌。

40～59岁中年人：肺癌居男性发病首位，
其后依次为肝癌和结直肠癌；女性发病首位的
是乳腺癌，其后依次为甲状腺癌和肺癌。

60～79岁老年人：肺癌居发病首位，其
后男性依次为胃癌和食管癌，女性依次为结
直肠癌和乳腺癌。

80岁及以上老年人：肺癌居发病首位，
其后男性依次为胃癌和食管癌，女性依次为
食管癌和结直肠癌。

40%的癌症可预防
40%的癌症可以通过预防避免，40%能

够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获得治愈机
会。

江苏最新癌情数据出炉
发病和死亡首位的均为肺癌

江苏省疾控中心4月15日发布消息，据最
新肿瘤监测数据显示，江苏每年约新发29.9万
例癌症病例，并有17万人因癌症死亡。

在全人群中，无论男性或是女性，发病和
死亡首位的均为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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