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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全磁悬浮人工心脏跳动
终末期心衰患者福音来啦

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完成西南地区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术

10月 25日，国家心血管
病中心主任、医科院阜外
医院院长、云南省阜外心
血管病医院（以下简称云
南省阜外医院）总院长、胡
盛寿院士带领京昆两地专
家团队在云南省阜外医院
成功实施由中国完全自主
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第三代全磁悬浮
“人工心脏”植入术+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术。
左心辅助装置又称“人工
心脏”，此次手术的成功实
施，标志着云南省阜外心
血管病医院成为西南地区
目前唯一一家将第三代全
磁悬浮“人工心脏”植入人
体并取得成功的医院，“人
工心脏”植入手术将为广
大终末期心衰患者带来巨
大的福音。

接受“人工心脏”植入术的患者
李先生（化名），今年60岁，有12年
高血压病史。2年前，李先生活动后
开始出现胸闷、气促。多次到当地
医院就诊，诊断为心衰，给予抗心衰
等对症治疗一段时间仍难稳住病
情，虽按时服药，但活动耐量却下降
明显，胸闷症状反复出现。

今年3月，李先生轻微活动或
进食即可诱发出现心前区疼痛合并
左上肢麻木，完善相关检查后新增
了冠心病的诊断，左前降支近端闭
塞。在心脏的血管里，左前降支是
最为重要的一支血管。此时的李先
生不但要忍受心衰的折磨，还要忍
受阵发的心绞痛，无论是心衰亦或
是心绞痛都严重影响着李先生的生
命，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为寻求进

一步治疗，李先生在今年3月份到
云南省阜外医院就诊，多次复查超
声并由超声科专家团队认真评估结
论：左室舒张末径80多毫米（正常
成年男性左室舒张末径应小于 55
毫米），左室射血分数最低仅10%
（正 常 人 左 室 射 血 分 数 应 大 于
60%）。经云南省阜外医院内外科
多名专家会诊讨论，患者诊断扩张
性心肌病，冠心病、终末期心力衰
竭，建议李先生进行心脏移植或“人
工心脏”置入。

心脏移植是个不错的选择，但
患者面临高昂的手术费用以及日后
可能出现的排异反应，并且是否有
合适的心脏供体？患者的状态是否
可以等到供体出现？这些客观问题
必须逐一突破。

众所周知，心脏对于任何人都
是单一脏器，没了心脏都不能存活，
心脏移植对广大老百姓来说，仍然
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万幸的是，
人类目前已开始涉足“人工心脏”，
即目前的左心辅助装置，特别是我
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全磁悬浮

“人工心脏”，将为广大终末期心脏
病患者带来福音。

李先生一家多次奔波，终于得
到机会接受“人工心脏”植入术。
10 月 21 日、24 日，由云南省阜外
医院心外科、心内科、麻醉科、体
外循环科、手术室、重症监护室、
输血科、检验科等相关部门专家
专门联合召开了术前病例讨论，
并就各个环节进行周密部署，为
手术做好充分准备。10 月 25 日

一大早，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护送
下，李先生被推入手术间。上午8
点，手术正式开始。

专家们精准操作，每一个动作
都干净利落，手术稳步推进，不多
时，这颗“人工心脏”在专家们的精
准操作之下轻轻放入李先生心包
腔，而且“人工心脏”开始工作了！
顺利脱离体外循环机辅助后，李先
生的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正常，云南
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开创性、标志
性手术取得成功！

胡盛寿总院长在术后表示：第
三代全磁悬浮“人工心脏”采用磁悬
浮无接触轴承，体积小，生物相容性
好，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人
工心脏”的出现为心衰的患者提供
了一条有效的治疗手段。

这款我国自主创新研发的全磁
悬浮“人工心脏”，厚度只有26毫米，
直径 50 毫米，重量不到 180 克，是目
前世界上最受关注的“人工心脏”。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已
开始研究“人工心脏”。从最初模仿
人类心脏结构的第一代仿生“人工
心脏”到第二代功能性“人工心脏”，
如今已跨越到第三代的全磁悬浮式

“人工心脏”。第三代全磁悬浮“人
工心脏”，由胡盛寿院士带领团队研
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该装
置利用磁场让叶轮悬浮，不仅解决
了易形成血栓的难题，而且更容易安
装在心包腔内，使其他器官受到的影
响更小。

这种左心室辅助装置有三种用
途：一是为等待心脏供体的患者提供
移植前的过渡支持；二是逆转心衰进
程，为心脏提供重构支持；三是终点
治疗，即终生心脏辅助。

目前我国接受“人工心脏”移植
的患者超过30例，这些患者的生活质
量得到巨大提升。在建设国家区域
性医学中心的政策背景下，在国家心
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的强大技术力量支持下，云南省阜
外心血管病医院作为省政府和医科
院阜外医院合作共建的高水平心血
管专科公立医院，对复杂、危重心血
管疾病的救助水平逐步提升，让云南
的心血管疾病患者足不出省拥有国
家级的心血管诊疗服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主任医师，教
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心血管病
中心主任，阜外医院院长，云南省
阜外医院总院长。

一、从事冠状动脉搭桥的临
床研究。

（一）拓展了我国微创冠状动
脉搭桥手术领域，在国内首先开
展了：1. 正中切口非体外循环下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2. 胸腔镜辅
助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3. 世界
上首例胸腔镜辅助下冠状动脉搭
桥手术联合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冠
状动脉多支病变；4.“一站式”复
合技术治疗冠状动脉多支病变。

（二）开展我国冠心病外科治疗
的注册登记研究，建成了我国第一个
多中心心血管外科的数据库系统。

（三）连续完成了60例晚期冠
心病病人心脏移植手术无围术期
死亡。其领导制定的抗免疫排异
方案使得我国心脏移植患者五年
存活率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率先
在国内开展了并体心脏移植，提出
了“生物辅助泵”治疗终末期冠心
病的概念。进行了国际上首个冠
状动脉搭桥联合细胞移植治疗陈
旧心梗合并心功能不全的随机双
盲研究。其研究成果被列入美国
ACCF/AHA心衰治疗指南。在国
际上首次开展了冠状动脉搭桥联
合心耳、心肌块移植、大网膜包裹
技术治疗心功能不全的冠心病病
人。提出国人治疗危重症冠心病
的共识方案，并在全国得到推广。

二、主持了我国首个有关先
天性心脏病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计划（973）项目，完成了各
类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及先天性
心脏病合并肺动脉高压的外科治
疗。在国际上首创了“一站式”复
合技术治疗肺动脉闭锁、房间隔
缺损合并动、静脉畸形的新技术，
作为首个中国人发明的手术列入
美国医师培训教程。

三、先后主持国家十五、十一
五心血管外科学相关支撑计划，
北京市科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
“863”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计划（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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