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北京协和医

院获悉，该院血管外科完成了首例

VasCure 机器人辅助外周血管腔内介

入手术人体临床研究，手术过程顺利，

患者康复良好。该血管腔内机器人由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教授侯增广

团队与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教授刘

暴团队联合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

77 岁的张女士在三个月前出现右

下肢间歇性跛行，经检查发现她的双

下肢多发粥样硬化改变，管腔多发狭

窄。张女士下肢缺血诊断明确，需要进

一步手术治疗。在得知自己符合入组

条件、可以使用 VasCure 机器人辅助

手术后，她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手术当日，在该院麻醉科手术室

团队的积极配合下，血管外科主治医

师邵江、来志超担任手术助手，血管外

科副主任刘暴操控 VasCure 机器人，

完成复杂病变下导丝配合导管缓慢通

过闭塞段至远端动脉、球囊预扩、支架

精准定位、支架释放、球囊后扩等动

作，同时还首次完成机器人自主推送

导丝在腔内的运行。术后造影显示，右

下肢股浅动脉显影良好，血流通畅、流

速满意，未见明显残余狭窄，手术成

功。患者术后第二天清晨下地。

据了解，自 2019 年起，该院血管

外科团队全程参与并指导机器设计、

理论培训、体外模型操作演练、动物实

验操作演练，提出优化改进意见。目

前，VasCure 机器人的操作精度可达毫

米级，操作更安全；能有效滤除术者的

手部抖动，提高稳定性；创新双通道协

同递送技术，实现复杂术式中对多个

导丝、球囊、支架的协同递送；监控导

丝导管在腔内的自主推进，有望进一

步减少患者的 X 线暴露时间。

“外周血管病变范围广，病情多样。”

刘暴介绍，“在血管外科疑难重症手术、

远程辅助复杂介入手术以及助力年轻医

生成长等场景中，血管腔内机器人拥有

广阔的应用空间。” （张思玮）

首例国产机器人辅助外周血管腔内介入手术完成

因本报见习记者 陈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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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生育力保护研究平台成立

近日，全国女性卵巢保护与抗衰促

进工程学术年会暨中关村民胞生殖科

技研究院成立大会在京举行，标志着

全国性生育力保护研究平台诞生。该

研究院副院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

兴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赖爱鸾表示，研究

院名字中的“民胞”取自“民胞物与”，

泛指爱一切人和物，民胞生殖意指以仁

爱之心服务国家人口生育政策，释放生

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增强社

会整体活力。

疾病和年龄对生育力构成挑战

保护保存生育力是人口、人才、创新

的源泉。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

创会会长殷大奎在会上介绍，根据 2023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去年我国人

口减少 85万，新出生人口降至 956万。

对比 2016 年的 1883 万新生儿，6 年时

间减少了近一半。这是我国 61年以来首

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拐点比预期早

了近十年，总和生育率 1.07‰。预计到

2100年，中国的新生人口将只有美国的

2/3，不足印度的 1/4。因此，必须采取超

常的鼓励生育政策，保护国家整体生育

力，才能避免和逆转这样的局面。

恶性肿瘤等疾病也对生育力保护

构成了挑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妇产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妇产医院）院

长阴赪宏提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癌症

机构的数据，中国每年新发恶性肿瘤

480 多万例，其中超过 78%的年轻患者

有生育需求。但因疾病及治疗造成的

性腺功能受损，导致 70%～100%的年

轻女性患者出现卵巢早衰。保守估计，

每年至少有 100 万女童与育龄期女性

因疾病治疗失去生育能力。

北京妇产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教授沈浣在报告中

指出，女性生育力与年龄密切相关，北

京女性的初婚年龄多在 28 岁左右，生

育一胎后选择再生二胎的年龄多在 35

岁以上，此阶段恰是妇科疾病高发阶

段，而妇科疾病往往导致女性不孕。例

如子宫肌瘤导致不孕症的发生率约为

5%～10%，即使受孕也可能造成反复流

产，而且子宫肌瘤术后复发率较高。子

宫内膜异位症也是影响女性卵巢功能

与生育力的常见疾病，会提升不孕、流

产、生殖内分泌失调的患病率。证据显

示，约 30%～50%的不孕症患者由子宫

内膜异位症引起。

多措并举保护保存生育力

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阮祥

燕呼吁把人口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建

立国家级生育力保护中心，搭建全国性

生育力保护研究平台。调查显示，超过

50%的患者在放化疗前没有被告知此

治疗对卵巢和生育力的影响及生育力

保护方法，致使患者失去保护保存生

育力的机会。而卵巢组织冻存与移植

技术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有前景

的卵巢功能与生育力保护保存方法，即

在卵巢遭受损伤前通过手术将部分卵

巢组织取出、特别处理后冻存，待条件

允许时再复苏、移植回体内，不仅保护

女性生育能力，还可恢复卵巢的内分泌

功能，给予患者第二次生命。

据阮祥燕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妇

产医院已成功完成卵巢组织冻存 500

例，冻存卵巢组织最小的患者只有 7个

月，其冻存卵母细胞估计超过 10万；移

植 19例，成功率达国际领先水平。

前不久，阮祥燕参加了国际早发

性卵巢功能不全（POI）指南修订专家

会，她将以中国的成功数据填补指南

在卵巢组织冻存移植防治医源性卵

巢功能早衰领域的空白。另外，北京

妇产医院已对全国 300 多家医疗机

构的相关专业人员进行了卵巢组织

取材及转运培训，首批遴选出 24 家

全国女性卵巢保护抗衰促进工程生

育力保护临床分中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生殖与

发育研究院院长黄荷凤在会上介绍道，

遗传病具有遗传性和终身性的特点，大

多数患者不仅终身无法治愈，还可能致

死、致残或致畸，而且遗传给下一代的

风险较高，因此生殖缺陷筛查技术是保

护生育力的主要应对措施。据了解，黄

荷凤团队“发育源性疾病和遗传性出生

缺陷的机制研究和临床精准防控”项目

曾获 202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推动人口与生殖高质量发展

中关村民胞生殖科技研究院院长

郁琦介绍，研究院将重点发展前沿医

学、分子诊断、合成生物、大数据等，努

力成为学术引领、科技落地、技术应用

的综合性平台。拟设立卵巢组织冷冻

实验室、干细胞实验室、生殖防缺陷实

验室等，每年定期举办中关村生殖科技

论坛，定期出版中国人口与生殖蓝皮

书，为全国 539家具备辅助生殖牌照的

医院提供个性化科技创新定制服务。

郁琦表示，我国医学领域科技实

力强大，中关村民胞生殖科技研究院

作为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一支

新生力量，将发挥中关村科技创新平

台、国际国内科技创新人才集聚效应

的优势，全力做好生育力保护研究工

作，致力于人口与生殖高质量发展，从

而改善人口结构，保持人力资源禀赋

优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平缓总

和生育率下降趋势。

殷大奎（中）与

黄荷凤（右三）颁发

“中关村民胞生殖

科技研究院”理事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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