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家阔：清华大学长聘教授，现

任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骨科与运动医学中心主任、膝关节

外科主任，同时担任清华医学骨科

与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

名医简介

“未来的医学生，除了医学知识，

还需要掌握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材

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

科知识，才能更好地应对医学领域的

挑战。”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

医院骨科与运动医学中心主任余家

阔经常这样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跨

界思考，亦如自己当年的每一次医学

尝试。

意外启蒙：
少年时期的医学梦

余家阔的医学之路始于少年时期

的一场“意外”。

儿时的余家阔不小心弄破嘴唇

后，伤口被缝了三针，自此学医的种子

埋藏在他的心里。“医生的缝合技术非

常高超，缝合处几乎看不出伤口。”

1982 年，余家阔在填报高考志愿

时，毫不犹豫地将 5 个志愿全部填报

为医学院校。最终，他如愿被安徽医

科大学录取，迈出了追梦的第一步。

大二时，他聆听了我国运动医学

奠基人曲绵域在安徽合肥的讲座。在

曲绵域的影响下，余家阔做出了两个

决定，一是去运动队进行实践（下队

服务），二是将运动医学作为未来的

方向和目标。

尽管当时运动医学作为新兴学科

还显得相对“小众”，但余家阔深信这

一领域未来一定“大有可为”。

他对医工交叉的探索始于读研

时期。从 1987 年考取运动医学的硕

士研究生开始，他便大胆尝试在所学

的传统骨科基础上进行“突破跨界”

研究。

余家阔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

代力学系赵建华教授团队合作，通过

兔颈椎病模型构建、模拟低头伏案工

作、活体颈椎应力测量和力学分析，

研究颈椎的受力情况，为颈椎疾病的

发病机制提供生物力学依据。这意味

着他要开始学习一个从未接触过的

学科领域———工科，这是进行医工交

叉联合研究的基础。

“医工结合、优势互补，定能使骨

科与运动医学融合发展，结出硕果。”

余家阔坚信，医工交叉将为医学带来

突破性的变革。

跨国深造：
面对局限的突破

余家阔在攻读完博士学位后，于

1999 年赴德国海德堡继续学习膝关节

外科和运动医学。

作为在德国海德堡进修医院的首位

中国学者，余家阔表示压力很大：“即使是

我们那时擅长的关节镜手术，德国同行的

关节镜手术入路的位置都和我们不一样，

因为我们当时的关节镜手术是看书、看光

盘自学琢磨出来的技术。”

在德国留学期间，随着参加新产品

和新技术临床验证活动次数的增加，结

合当时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余家

阔逐渐领悟到原创研发、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化在膝关节外科和运动医学技术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当时，国外有膝关节外科，运动医

学手术用的新医疗器械，这些产品多数

来自欧美，并首先在欧美进行上市前验

证，等到产品上市，使用这些更新换代

产品带来的创新术式和临床成果已经

发表在影响因子较高的 SCI 期刊了。

随后，这些产品会被推广到东南亚、日

本和韩国等，这些国家的同行使用后

会发表研究成果。等到该产品销售到中

国，我们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没

有创新性，只能在影响力很一般的期刊

发表。

“不打破这个循环，单靠该产品在

中国上市销售，并运用培训中学习的手

术技术，是很难在国际上取得领先的。”

余家阔说。

2001年 8月，余家阔在德国进修两

年后回国，开始人同种异体半月板和人

同种异体肌腱产品的自主研发。

2006年，余家阔及其团队研发的产

品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三类医疗

器械注册证，促成了微创类解剖人同种

异体半月板移植术的创新。后来研究证

实，患者术后使用该产品 10年以上，移植

半月板的生存率达到了 94%。

随着半月板移植和部分移植难题的

解决，以及组织工程半月板研发工作顺利

推进，余家阔团队成为国际上为数不多的

可以为半月板损伤患者提供全方位结构

和功能重建治疗方案的团队之一。

创新转化：
个性化膝关节置换的探索

“半个性化和完全个性化全膝置换

用人工关节及其微创精准手术工具”项

目是余家阔团队成功实现创新转化的

案例之一。 该项目不仅标志着膝关节

外科领域在技术创新上的一次重大突

破，还成为当代医疗领域创新转化的典

型案例。

余家阔的创新思路源自他在德国

深造期间的关节置换手术经验。他发现

不同国家、性别和体形的患者，关节的

形态尺寸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发现让他

萌生研发个性化人工关节的想法。

在华南理工大学杨永强教授团队

的帮助下，余家阔团队最终在 2012年完

成了全球第一款人工膝关节金属 3D打

印验证件。

然而，技术突破只是成功了一半，

如何将这一创新技术真正转化为市场

上的产品则是更大的挑战。

在后续的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余

家阔克服和经历了很多从成果到产品

转化过程中的困难和失败。经过多年的

努力，在 2019年成功签约，并在 2023年

获批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创新医疗器

械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将科研成果转

化为实际产品。这标志着此项创新医学

技术实现了临床应用与推广。

该项目不仅推动了个性化人工膝

关节的应用，还促进了 3D打印技术和增

材制造产业的发展。此外，为打印个性化

定制膝关节假体专门研发的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钴铬钼金属增材制造设备也被

列入了工信部首批增材制造典型应用场

景名单，其大面积应用推广将在一定程度

上带动相关 3D打印设备、金属粉末原材

料和相关服务需求的增加。

通过这个项目，余家阔不仅成功走

通了创新转化路径，还反向推动了院内

科研转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更多研

发团队受益。

勇攀高峰：
国际合作与人才培养

四十多年来，余家阔积极推动我国

运动医学和膝关节外科的发展，不断攀

登医学高峰。他还为多届奥运会提供医

疗保障，确保奥运健儿的伤病防治。

“当前，运动人口上升、运动伤病人

口快速增加，需要为更多、更广泛的运

动伤病人群提供全方位医疗保障。”余

家阔对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严重伤

病手术情况进行梳理后，主张为冰雪运

动损伤中高速伤和高能量伤运动员患

者，有针对性地提供脊柱、关节和创伤

等各亚专科与运动医学的融合全面保

障。这不仅有利于严重冰雪运动损伤的

有效救治，还能提高伤后重返赛场的成

功率，并为有效预防冰雪运动损伤提供

新方案。

如果说年少的余家阔是一位行走

在迷雾中的“孤勇者”，那么四十多年后

的他，已成为不断奔跑的“夸父”，永远

追随着属于自己的太阳。

2024年，随着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

院的成立，余家阔受邀成为该学院跨院

系的教授之一，专注于 AI+医疗的教学

和研究工作。

余家阔坚信，在人工智能的加持

下，我国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加多元、优

秀的复合型人才。他表示：“让最顶尖的

人才去做最难的创新和攻关，研发出最

先进的诊断治疗方法、最好的医疗器械

产品和医疗装备，是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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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阔：医学路上的“孤勇者”
因李春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