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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装备，我们太需要了，能否尽快安
装到金银潭医院？”2020年 2月，武汉抗疫局势
正紧。得知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
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精密测量院）研制出“人体
肺部多核磁共振成像系统”后，时任武汉市金银
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当即提出需求。

收到抗疫前线的请援，中国科学院党组立
即指示：“全力支持！一台不够就想办法多调几
台过去！”

在新冠疫情中，肺部是患者感染多发部位，
把肺部交换功能病变看清楚，对肺部的损伤机
制研究和临床治疗非常重要。在抗疫一线，中国
科学院主导研发的“人体肺部多核磁共振成像
系统”医疗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鲜为人知的
是，为了研发这台能“点亮”肺部的设备，科研团
队潜心钻研了十几年。

第三次全国居民死亡原因调查结果显示，
2008年，肺癌已取代肝癌成为我国癌症死亡的
“头号杀手”。肺部疾病预防与诊疗成为我国亟
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

肺部常规影像检测手段包括胸透和 CT
等，但这些技术都有电离辐射，且无法实现肺部
通气、气血交换功能的定量检测。虽然磁共振成
像无电离辐射，但传统磁共振成像依赖人体的
水质子，肺部是空腔组织，水质子密度是正常组
织的 1/1000。这让人类肺部犹如一个“黑洞”。

当时，放眼全球，能“点亮”肺部的高端临床
成像仪器都是空白。如何看清肺部微结构成为
人们亟待解决的难题。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精密
测量院前身之一）有半个多世纪的核磁共振学
科研究史。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努力，中国在该领
域已走在国际前沿。

2013年，精密测量院牵头启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研制专项，开启磁共振成
像仪器系统的艰难攻关。为看清肺部微结构和
通气、气血交换功能，研究团队持续攻关，全面
突破气体磁共振信号增强的超极化技术、超快
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技术、人体多核磁共振成
像技术等，让磁共振信号增强 5万倍以上。

在此基础上，团队研制的“人体肺部多核磁
共振成像系统”在全球率先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
并开展临床应用，填补了临床肺部无创可视化评
估的空白。

2020年以来，该系统已在 10余家医院开
展慢阻肺、肿瘤、新冠病毒等临床检测，应用效
果显著。2024年 2月，团队又攻克肺部成像快
速采样技术，将采样时间缩短至 3.5秒，同时进

一步提高了图像分辨率。
2021年 11月 2日，一款可口服、具有强效

抗病毒作用的核苷类药物———国产新冠药物
“民得维（VV-116）”获批临床。该药由中国科学
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药物所）与中
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
化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共同研发。

新冠疫情暴发后，上海药物所召集所有课
题组放下手头的课题，共同攻克这一关乎人类
生命健康的难题。2020年 1月 19日，抗疫攻关
小组成立，300多位科研人员放弃假期，联手攻
关。仅一周后，攻关团队就在全球率先测定新冠
病毒水解酶高分辨率晶体结构。在日夜奋战 46
天后，他们又解析了新冠病毒核糖核酸（RNA）
复制酶的单独结构以及结合 RNA和抑制剂瑞
德西韦复合物的冷冻电镜结构，阐述了核苷类
药物抗病毒的精细机制。

上海药物所有近 20年研究核苷类药物的经
验积累，解析新冠病毒RNA复制酶单独结构后，
团队夜以继日地试验、筛选，终于在 100多种小
分子化合物中找到几种候选药物。此后经改进，
他们将注射剂状的药物改良为口服药物。

临床试验表明，VV-116 抗新冠病毒的活
性和安全性方面比肩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病毒药
物 Paxlovid。VV1-16作为口服小分子抗新冠病
毒药物，还具有使用方便、可及性好等优势，在
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应人民急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参与研制的国
产首台体外膜肺氧合系统（ECMO）在破解生命
健康重大难题上大显身手。

ECMO俗称“人工肺”，它能为急重症心肺功
能衰竭患者提供体外呼吸与循环。2020年新冠疫
情暴发后，因 ECMO数量严重不足，一时间全国
多地医院的 ECMO被紧急调运至武汉。

长期以来，ECMO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
和核心原材料均被欧美国家垄断。由于进口设
备及耗材昂贵，业内有“ECMO 一响，黄金万
两”的说法。

深圳先进院攻关团队针对 ECMO 核心材
料开展专项研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性能中空纤维膜制造装备、纺丝工艺以及涂
层改性技术，在核心部件系统流体环境设计、磁
悬浮血泵、血氧传感器、抗凝涂层、纤维膜材料
上实现了自主制备。

2023年 1月 6日，国产 ECMO设备成功
上市，国外医疗设备随之大幅降价。这极大推动
了 ECMO产品在基层医院的普及。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物理所）传
来消息，由兰州泰基离子技术有限
公司生产制造的第四套医用重离
子加速器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注册。这意味着又一有望消灭癌症
的“国之重器”落地启用。

实际上，我国在重离子领域
的研究积累长达 60余年。将重离
子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凝结
了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近 30 年
的心血和汗水。

从“一五”期间近代物理所建
设 1.5米回旋加速器，夯实核物理
研究基础，到 1988年与 100多家
企事业单位合作，联调成功我国首
台大型重离子研究装置，再到“九
五”期间研制出兰州重离子加速器
冷却储存环，依托历代大科学工程
和装置，我国重离子研究呈现良好
发展局面。

从 1993年起，科研人员又将目
光投向重离子治疗癌症领域。经过
长达 30年的科研攻关，终于将这一
大科学装置转化为“治癌利器”。

2020年 3月，我国首台具备自
主知识产权的碳离子治疗系统在甘
肃武威开启临床应用，至今已完成

1500余例病患治疗。目前，医用重
离子加速器已在杭州、武汉、南京、
长春等地建设，这对提高人民健康
水平、建设健康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投入临

床，走出了一条从基础研究到技
术研发再到产品示范，最终实现
产业化推广的全链条自主创新之
路。”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杨建成
说，“这实现了高端大型放疗设
备自立自强，使我国站在了肿瘤
放疗技术的‘制高点’。”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提高民生
科技供给质量和水平，中国科学院
做的远不止这些。为保障城乡居民
喝上“放心水”，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历时 20多年，系统破解
了从源头到龙头、从城市到农村、从
监测到管控的一系列技术难题。相
关研究成果已服务 7.2亿人口。

今天，中国科学院已将“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写入办院方针，正
以“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
民”的初心使命，在生命健康、人口
老龄化、重大灾害事故风险防控、
绿色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提供系统
化的科技解决方案，更好地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以重大科技任务为牵引，发挥体系
化、建制化优势，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奋
力抢占科技制高点。”谈及聚焦主责主业，
围绕重点方向前瞻布局，深圳先进院副院
长刘陈立介绍道，“深圳先进院立足人才
高地优势，加强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建
设，持续增强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打通从
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科技产业链条，不
断提升科技创新效能与效益。”

今年 8月 15日，5T人体全身磁共振成
像系统在深圳龙华区中心医院启用。这是深
圳首台、华南地区第二台落地使用的国产前
沿医学影像设备，为临床带来更全面的细节
显示以及更加精准的定量分析。
长期以来，高端磁共振设备，甚至配件

和耗材都高度依赖进口，采购、维护困难等
问题让医疗成本居高不下。然而，高端磁共
振设备属于医学、工程、电子、材料等多学科
交叉的精密仪器，研发投入高、难度大、周期
长，需要产学研紧密合作。

2010年以来，深圳先进院与联影医疗

公司联合启动 3T磁共振系统研发项目，开
启了科研“国家队”与行业龙头 10余年的并
肩作战“模式”。

短短几年里，联合团队攻克了快速成像
软件、电子学、谱仪、射频功放、射频发射接
收线圈、梯度功放与梯度线圈、大孔径磁体
等关键核心技术，实现 3T磁共振系统全部
核心部件自主研制。

深圳先进院和联影医疗等共同完成的
“高场磁共振医学影像设备自主研制与产业
化”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22年
8月，双方合作的另一项成果———全球首款
5T人体全身磁共振成像系统获国家医疗器
械注册审批，填补了国际上人体全身超高场
磁共振成像设备的空白。
“作为科研‘国家队’，中国科学院在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方面有很多前瞻布局。”刘
陈立说，“深圳先进院在医学影像与科学仪
器、定量合成生物学、脑机接口与智能系统、
脑解析与灵长类模型、智能医药与健康数据
等方面蓄势发力，推动健康中国建设驶入
‘快车道’。”

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人工合成核酸、二步发酵法合成维生素、研制盐酸安妥沙星、研制丹参多酚酸盐，到首台国产

医用 超仪、国产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世界首台人体肺部多核磁共振成像系统……这些关系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

科研成果背后，总能看到中国科学院人的身影。

科技以人为本。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是科技发展理念最集中、最现实、最深刻的体现。随着社会发展和生命健康意识

的不断增强，人们对科技解决健康问题的期待越来越高。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科学院始终坚守“创新科技、服务

国家、造福人民”的初心使命，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路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5T 人体全身磁共振成
像系统。 深圳先进院供图

盐酸安妥沙星片。
上海药物所供图

医用重离子加速器同步加速器。 袁海博 /摄

人体肺部多核磁共
振成像系统。

精密测量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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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
上海药物所供图

使命在肩 科技筑牢健康“护盾”
■本报记者张双虎刁雯蕙叶满山

国家需要人民需求
中国科学院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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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源发挥优势
集中力量办好“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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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 瞄准前沿
奋力抢占科技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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