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兆申（左二）在指导年轻医生做内镜检查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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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辉煌煌中中华华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口服这粒胶囊大小的磁控
胶囊胃镜 ， 受检者在无创 、 无
痛、 无麻醉情况下， 仅需15分钟
就可完成 360°无死角的全胃检
查。” 在杭州日前举办的2019年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上， 这枚体重不足5克的 “小胶
囊” 让与会者瞪大眼睛， 生怕错
过每一个细节 。 作为 “医工结
合” 创新创造的医疗器械产品，
这款胶囊胃镜就是由全国政协委
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团队
研发的。

消化道内镜检查痛
苦“吓退”患者

现年63岁的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 个子高
高大大， 头发有些花白， 说话的
语速不紧不慢。 与人交流时， 他
总是一脸 “萌萌” 的认真表情 ，
眼神里却写满坚毅。

这坚毅可能并非与生俱来。
因为早在37年前， 他接受组织安
排成为消化科医生时， 内心是一
百个不情愿。 因为成为 “手到病
除”或者“刀到病除”的外科医生，
才是当年他的心之所向。那时候，
他认为当外科医生不管是听起来
还是看起来都那么神气。 但是他
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 并暗下决
心： “做不成外科医生， 那我就
在内科领域做出突破， 让内科技
术也能实现外科手术的效果。”

“我国是消化道疾病大国，
拥有全球消化道肿瘤40%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 已确诊的消化道肿
瘤 患 者 超 过 60%存 活 不 到 5年
……” 虽然这些数据已经熟悉到
脱口而出， 但李兆申每次讲起来
依然会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 即
便每天都在看病， 还是有太多患
者让他感到焦虑和惋惜。

消化道肿瘤是为数不多可防
可治的肿瘤， 如果在早期或者癌
前病变时被发现， 治疗花费低，
且生命基本不受影响。 但患者反
映做内镜检查特别痛苦 ， 要插

管、 麻醉， 身体没出现大问题前
实在不想做。 且国内的消化内镜
九成以上依赖进口， 进口这些设
备每年须付出高昂成本， 花费最
终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变相抬
高了就医负担。

从上个世纪90年代， 李兆申
就开始为我国设备进口的事发
愁。 那时候， 他经常看到舟车劳
顿的患者小心翼翼地从衣服最里
面的口袋里掏出带着体温的 “家
底儿钱”， 就是为了预约一个内
镜检查， 而这内镜我国还生产不
出替代品。 他遇到很多年轻的胃
癌患者， 肿瘤已经进展到晚期，
这时候的诊治花费高， 且疗效不
理想。

会“算大账”的他建
议另辟蹊径搞创新

身为医生， 李兆申见得最多
的是病人的苦， 最见不得的也是
病人的苦， 他想和国内的消化科
医生一起努力， 提升国人消化道
肿瘤的早诊早治率。

虽然一个国家的疾病谱不是
一个医生能够解决的事儿， 但是
“有性格”的李兆申认为，一名医
生要解决的不只有看病的事儿，

还要会算卫生经济学的大账。
他提出， 要提升中国消化道

肿瘤的防治水平， 破解中国消化
领域高端医疗器械设备受制于人
的局面， 只能走 “医工结合” 联
合创新的道路。

强调 “医工结合”， 是因为
医疗器械不同于一般的机械产
品。 拥有丰富经验的医生会根据
临床需要提出一些大胆的创新想
法， 但医生不具备光学、 电学、
机械学等多学科的基础， 灵感不
能直接转化为产品。 工科科学家
能够把医生灵感转化为现实， 又
需要在产品研发定型后由医生指
导并完成严谨的临床循证研究，
以证实产品到底能不能适用于临
床， 能不能满足患者需求。 这就
是 “医研企” 的深度协作。

“如果中国要在传统的电子
内镜领域突破日本的产品格局，
要么希望渺茫， 要么就得不计代
价付出成本， 这是因为两国的产
业基础相差太大。 从事业发展年
限 来 说 ， 日 本 的 内 镜 事 业 比
中 国 早了七八十年 ； 从产业规
模来说， 全球范围内超过90%的
内镜市场份额都被日本产品占
领。” 李兆申反对创新创造的盲
目自信。

在他看来， 如果一定要把中
国的电子内镜和日本产品做个对
比， 那就好比 “小黄车” 和 “奔
驰” “宝马” 的对决， 应该另辟
蹊径搞创新。

发明一举打破 “洋
货”垄断内镜市场格局

作为胶囊胃镜的总设计师，
李兆申想到 “有没有可能让患者
像吞胶囊一样简单地吞下检查仪
器， 实现在零痛苦环境下对消化
系统的准确检查？” 他从2005年
开始与国内多家单位合作， 历时
多年成功研制出国产胶囊内镜，
2010年该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磁控胶囊胃镜系统的诞生，
除了安翰科学家的奇思妙想和呕
心沥血， 也离不开严谨的临床循
证医学研究。 正是李兆申带领医
学 团 队 通 过 技 术 指 导 和 临 床
应 用 评价不断完善这一发明 ，
才推动磁控胶囊胃镜最终走进了
百姓生活。

2017年， 李兆申团队进一步
引入远程阅片、 人工智能技术，
升级胶囊胃镜技术， 几分钟就能
处理近10万张内镜图片， 病变识
别准确率超过95％， 显著提高了
诊断率。

在传统电子内镜领域， 我国
临床应用的消化内镜长期被日本
品牌占领 ， 市场份额超过95%。
但在磁控胶囊内镜领域， 以安翰
磁控胶囊胃镜系统为代表的我国
产品不仅在中国迅速推广， 还出
口到英国、 法国、 匈牙利等发达
国家， 入选 “2016中国十大医学
进展”。

有关安翰磁控胶囊胃镜系统
已发表的SCI论文有16篇， 且有
两篇分别荣登美国胃肠病协会临
床官方期刊 《CGH》、 美国消化
内镜学会官方期刊 《GIE》 封
面， 日本消化内镜学会也对来自
中国的研究成果重点推介。 “中
国原创的磁控胶囊胃镜系统， 是

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 开启了胶
囊内镜的新时代。” 意大利知名
消化专家克里斯蒂亚诺·斯帕达
教授评价。 消化领域目前唯一的
诺贝尔奖得主巴利·马歇尔教授
也专门在中国参观了磁控胶囊胃
镜系统， 并称其 “实至名归”。

多了新称呼“内科中
的外科医生”

现在， 磁控胶囊胃镜主要应
用于胃部疾病的检查， 并已成为
人们无痛苦、 舒适化胃镜检查的
首选 ， 实现了中国内镜技术的
“变道超车” 梦。

“实际上， 只要我们认真组
织， 真正瞄准百姓和国家需求，
并加强多学科的协同创新， 中国
也 完 全 可 以 生 产 出 国 际 领 先
的 医 疗器械设备 。 这就是磁控
胶囊胃镜系统成功研发给我的启
示。” 李兆申对国产医疗器械创
新创造充满了更多期待， 他相信
伴随着越来越深入的合作研发，
我们的产品功能会越来越强大，
也会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替代进
口产品。

梦想一个个得到实现， 如今
的他早已不再纠结最初的那个外
科医生梦。 让他意外的是， 现在
他还拥有了一个新称呼———“内
科中的外科医生”， 原因是他通
过创新内镜诊疗技术和方法， 治
疗了不少过去需要大刀阔斧开腹
治疗的疾病。

“中国的科学家不笨， 中国
不是没有市场， 中国的研发也不
是没有经验， 但中国的产学研合
作机构还需要更有战略性的创新
规划以及平台。 建议政府能从国
家 层 面 来 组 织 一 些 重 大 项 目
的 研 发 ， 并重点支持一些百姓
需求急切、 创新成果可预期的在
研项目。” 证实了国产医疗器械
科技可以 “变道超车”， 李兆申
并不满足于现有的成就， 他希望
有更多的项目和产品可以达到这
一步。

———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
职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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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刘玉坤：自强不息的“三铁公主”

刘玉坤曾经是一名残奥会运
动员。 19岁那年， 她因工伤、 医
疗事故失去双小腿。 对于刚刚走
进工作岗位的她而言， 遇到了一
个巨大的坎儿。 偶然的机会， 她
来北京换假肢。 路过工人体育场
时， 她巧遇了正准备参加洛杉矶
残奥会的国家集训队。 当时， 带
队教练、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田
麦久教授对她鼓励的话， 让她萌
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 也加入到
这个群体中去， 开启运动生涯。

为了实现心中的这个愿望，
戴着假肢的刘玉坤开始了专业体
育训练， 成为了一名残疾人运动
员。 训练不仅苦而且很枯燥， 受

伤也是常事。 但她克服各种困难
坚持完成训练 。 终于 ， 苦尽甘
来。 刘玉坤先后包揽全国第一届
至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女子A3
级别铁饼、 标枪、 铅球的22枚金

牌， 并在1992年巴塞罗那残奥会
上获得A3级别铁饼冠军 ， 同时
打破当时的世界纪录。 因擅长铅
球、 铁饼、 标枪， 她被媒体称为
“三铁公主”。

2000年， 刘玉坤结束了16年
的运动生涯。 但对于赛场， 她还
是难以割舍掉这份情怀。 2011年
应教练之邀， 她参加了全国第八
届残疾人运动会。 她以年过五旬
的年纪， 重新投入到了艰苦的大
强度训练当中。 最终， 她获得了
一块铜牌和两个第五名。 这对于
一个已经退役10年的残疾人运动
员而言， 背后付出的努力是常人
难以想象的。

2008年开始， 刘玉坤投身志
愿服务。 每天， 戴着假肢的她奔
走在各个服务岗位上。 她从一个
普通的志愿者， 成长为首批服务
时长达1500个小时以上的五星级
志愿者。 她把自己的休息时间都
献给了志愿服务岗位。 无论是每
年的北京马拉松、 越野马拉松赛
事， 还是每年春运在北京西站进

行志愿服务等诸多志愿活动， 都
能看到她服务的身影。

刘玉坤的奥运情缘一直没有
断，2008年，她成为火炬手。现在，
她加入冬奥宣讲团， 分享自己的
故事， 传播奥运精神。 她还参与
推广旱地冰壶， 普及冬奥项目。
她组建起一支旱地冰壶志愿者团
队，进行“地壶球”的推广和体验
活动。 希望通过宣传这种深受群
众喜爱的体育运动， 提升群众对
冰雪运动的认知， 吸引更多的人
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激发大家
参与冬季体育健身运动的热情。

今年， 60多岁的刘玉坤还创
建了 “刘玉坤志愿服务队”， 参
与各种志愿活动， 她还盼望再次
成为奥运火炬手， 盼望着服务冬
奥会， 期待着更多中国运动员能
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金牌。

让“中国造”医疗器械扬名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