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
全球第一

新华社日内瓦电（记者 刘曲）近日，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以下简称产权组织）表示，2019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该组织《专利合作条约》
（PCT）框架下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

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在新闻公报中说，
1999年该组织收到中国提交的专利申请为276
件，2019年这一数字飙升至58990件，20年间增
长了200倍。

数据显示，2019年PCT前五大用户除中国
和美国外，还有日本（52660件）、德国（19353件）
和韩国（19085件）。中国华为公司以4411件申
请连续第三年成为企业申请人第一名。在教育
机构中，加利福尼亚大学以470件已公布申请
蝉联2019年榜首，清华大学以265件位列第二，
之后是深圳大学（247件）、麻省理工学院（230
件）和华南理工大学（164件）。

此外，2019年使用产权组织马德里体系提
交国际商标申请最多的仍是美国，其次是德国、
中国、法国和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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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神器”人工肺
国产化难在哪儿

新华社记者 马晓澄 荆淮侨

“熊脸识别”助力建设
野生大熊猫影像资料库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 马莎）“一只野生大熊
猫在雪地里行走后留下一串脚印。”这是4月7日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熊猫栖
息地空间数据动态监测系统记录下的实时画面。

“最近进入大熊猫发情期，我们实时监控的
画面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大熊猫。”甘肃白水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熊猫管理办公室主
任何礼文说，大熊猫栖息地空间数据动态监测
系统运用“熊脸识别”技术，实时监测野生大熊
猫活动情况。

据悉，此套系统从去年年底投入使用，通过
红外线拍摄、远程传输，建立起了野生大熊猫影
像资料库。何礼文表示，下一步，保护区管理局
将对大熊猫栖息地空间数据动态监测系统试点
阶段的初期工作进行总结，为未来此系统在保
护区内的全面铺开打好基础。

全部依赖进口
使用两周费用20万元

ECMO是心肺系统重症治疗的一种设备，原理是
把静脉血引出体外，让血液与氧气充分氧合之后，再
泵回体内，以代替心肺功能，可广泛应用于危重病人
的急救。

对于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利用ECMO设备可以暂
时替代人的心和肺起作用，使用时间可达 14 天。
2003年SARS期间，就有医院使用ECMO，但直到近
些年这一设备才被较广泛使用。2019年，我国各EC-
MO中心报告使用病例数达5000多例。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医院对ECMO使用需
求暴增。按照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要求，建议对常规治
疗不佳的重型、危重型病例可采用ECMO进行挽救治
疗。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罗俊杰在3月4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工信部共向湖北发送67台ECMO
设备。据了解，经过紧急采购和国内征调，再加上各
地援湖北医疗队带的设备，湖北省集中了100多台
ECMO。即便如此，面对众多的危重症患者，ECMO资
源仍然捉襟见肘。

目前，国内市场主流的ECMO品牌主要是欧美的
美敦力、米道斯、迈柯唯和索林等。根据中国医师协
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
国内共有ECMO设备400余台，其中迈柯唯和索林两
家公司的产品占国内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

一台ECMO的价格在100万元至350万元不等，
且开机、耗材费用不菲。德国德中医学会中国项目部
主任刘洋介绍，ECMO开机耗材套包平均5万元，其中
装有血液管路、膜式氧合器、离心泵头、插管及各类接
头等，加上重症ICU每天超过1万元的治疗费，患者使
用ECMO两周需要花费20万元。

使用越来越广泛
国产化关键技术仍待突破

多位专家认为，ECMO的适用症比较广泛，包括各
种原因引起的严重急慢性心功能衰竭，如心源性休克、
心脏手术后低心排、心肌梗死、心肌病、心肌炎、心跳骤
停以及心脏移植术前等；各种原因引起的严重急慢性
呼吸衰竭，如暴发性病毒性肺炎、暴发性细菌性肺炎、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肺栓塞以及肺移植术前等。

ECMO设备在一些发达国家已广泛应用。刘洋
表示，在德国，平均每2万至4万人拥有一台ECMO。
在美国，根据国际体外生命支持组织（ELSO）的数据，
提供ECMO服务的医院数量从2008年的108家增加
到2019年的264家。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分会2018年的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260家医院可以做ECMO。但
即使加上近期从国外紧急采购的ECMO，全国仅有
500台左右，相当于平均每280万人拥有一台ECMO。

使用价格高是制约ECMO广泛使用的重要原因
之一。多名专家认为，设备国产化对降低使用费用和

提升患者的接受程度至关重要。国产化能够提升市
场竞争度，推动产品价格下降。

不过，ECMO设备的国产化面临诸多制约，其中
最重要的是关键材料和技术尚未掌握。广东省医疗
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所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体外循
环器械重点实验室所在地，所长李伟松介绍，ECMO
的基本结构包括血管内插管、连接管路、离心泵（人工
心脏）、氧合器膜肺（人工肺）、传感监测系统等，核心
部分是氧合器和离心泵，分别起人工肺和人工心脏的
作用，是当前国产化的难点。

国家药监局体外循环器械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
任柯军表示，新一代离心泵的核心是磁悬浮技术和高
效叶轮的设计，难点在于如何在提高泵血效率的同时
降低泵头对血液的破坏和损伤，这需要精细复杂的生
物医学工程技术支撑。而在氧合器的研发中，关键材
料是聚甲基戊烯（PMP）的中空纤维膜，能够让氧气高
效进入血液，代替人体肺部的气体交换功能。这些都
有待科研攻关突破。

上下游产业链不协同问题也较为突出。ECMO
的研发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个重要技术和零部
件。全国医用体外循环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委员颜林表示，近年来，国内一些企业已投入
资源对ECMO产品进行研发，但比较分散，没有形成
合力。

此外，由于ECMO的使用有可能会引起出血、栓
塞、感染等并发症，即使是适用症范围内，也需依据个
体情况而定，所以医护人员使用也较为慎重，市场容
量相对较小。

国产化取得进展
宜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

经过此次疫情，加大资金投入和研发力度，推动
以ECMO为代表的高端医疗救护设备国产化，成为不
少业内人士的共同呼声。

记者了解到，ECMO国产化已取得一些进展。深圳
汉诺医疗集团依托中德联合研发团队，经过3年科研攻
关，已设计出氧合器和离心泵，目前完成了包括氧合器、
离心泵和系统主机在内的整套设备的功能样机的设计
定型。山东大学刘淑琴团队表示，已研发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磁悬浮离心泵，期待成果转化孵化合作。

李伟松认为，应采取竞争申请项目或资金的方
式，让有条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得到支持。要将分散
在全国的机器、耗材、管路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资
源进行整合，并提供标准化的支持。

业内人士建议，政府部门可加强与企业对接，为
企业研发提供质量标准指导，在审批流程方面应提
高与企业的衔接和效率，加快产品从研发到上市的
速度。刘洋表示，国产化不是要关起门来自己搞，
企业应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核心技术和生产制造方
面的水平。

中国人造太阳核聚变技术
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自主设计的核聚变实验装置、被称为
“人造太阳”的东方超环日前取得重大突破，在1
亿摄氏度超高温度下运行了近10秒。核聚变被
视为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终极方案，现在的问
题就是核聚变技术还不够成熟，因为引发核聚
变需要超高温度，如何制造、控制这个温度是个
问题，一种解决方式就是超导托卡马克，利用磁
约束控制等离子体发热实现超高温。

“东方超环”EAST是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自主研制的磁约束核
聚变实验装置，是我国第四代核聚变实验装置。
如果能较长时间维持1亿摄氏度的高温，那人类
距离解决核聚变商业化应用真的就不远了，不过
这一天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 （本报综合）

抗疫期间，ECMO（体外膜肺氧合，
俗称“人工肺”）在医院临床使用成功救
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并被纳入国家卫
生健康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
方案，被誉为“救命神器”。

目前，这一重要的医疗设备我国全
部依赖进口，设备和耗材费用均很高。
业内专家认为，应尽快推动ECMO国产
化，降低使用费用，让更多患者受益。国
内一些企业致力于ECMO国产化，但尚
未成功。其中存在哪些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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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的导管
将患者血液
引出体外。

氧合血
液经插入颈
静脉的导管
输回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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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成功研发高速显微镜
为脑疾病提供研究线索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 张雅诗）香港大学4
月9日宣布，该校研究团队成功研发出一款超
高速显微镜，能有效捕捉脑电波信号，为脑退化
等脑疾病的研究提供线索。

港大携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团队开
发的双光子荧光显微镜，能捕捉神经元之间的电
子讯号和化学物质传递。团队成功在实验中记
录一只活体老鼠脑部神经元所产生在毫秒间闪
现的电脉冲讯号。该显微镜采用超高速激光扫
描技术，以一对平行的反射镜产生一排激光脉
冲，速度比目前的激光扫描技术快至少100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