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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浚工程实力是实现海洋强国战

略的关键之一，从港口航道建设、水利
防洪清淤、采矿，到沿海城市发展、围海

造地和生态保护等多方面都需要疏浚
工程，而大型绞吸挖泥船是疏浚行业的

核心利器。从首艘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的大型绞吸挖泥船“航绞 2001”到 2018

年交付使用的“新海旭”，上海交大设计

建成的 56艘挖泥船疏浚量占全国疏浚
总量的 60%。“交大挖泥船”的“族谱”，

也是中国疏浚“国之重器”突破技术封
锁、实现自主设计建造、逐步成长壮大

的缩影。

打破垄断 自铸重器
自 1897年海河工程局（现中交天津

航道局前身）成立，中国现代疏浚业已走

过 121年漫漫征程，疏浚装备经历了从
整船进口到国内自主设计建造的蝶变。

1966年，中交天航局从荷兰引进自航耙
吸船“津航浚 102”轮，花费可折合 4 吨

黄金，可谓“天价”。大型现代化挖泥船结

构复杂、技术含量高，国外对中国严格封
锁技术，仅高价向中国出口整船，2000

年之前我国主要从国外进口。
一直以来，我国属于“疏浚大国”却

非“疏浚强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同
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

能经不起风雨。”2002年起，上海交大在
中交集团、交通运输部长江航道局、中铁

建港航局集团和大型疏浚企业支持下，
开始了自主设计和研发，“绞吸挖泥船世

家”由此

诞生。
如何

设计？关键
部件选用何种

材料？主要设备
如何匹配？从 0

到 1，没有资料和

先例参考，团队调
研了几乎所有相关船

型，边学、边做、边改，步
步攻克关键技术，逐步

掌握最核心技术，再不受国
外制约。2004年，国内首艘

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大型绞
吸挖泥船“航绞 2001”诞生，

揭开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序幕。

“一战成名” 飞速发展
进口船用了那么多年，国产船能

行吗？“天狮”号 2006年诞生时就受

到质疑。天津航道局专门组织比赛，

结果“天狮”号各项指标领先斩获第一。这
“成名一战”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设计和制

造 大

型 先
进绞吸挖

泥船的能

力，也让天

津航道局直

接加订了“新

天牛”系列十条

船的订单，上海交

大也在绞吸挖泥船

核心技术方面越来越

成熟。到 2010年，上
海交大团队设计的我国

首艘自航绞吸挖泥船“天

鲸”号成为当时亚洲第一、

世界第三，其绞刀功率达

4200千瓦，可以挖掘岩石和珊

瑚礁，最大挖深 30米，总装机

功率 20020千瓦。

而如今，家族最“年轻”的“新

海旭”轮究竟有多强？团队负责人
之一杨启教授举例说，按每天 16

小时工作量来计算，“新海旭”挖掘

细粉沙每天可以疏浚 10-12万立方米沙

土，“一条船一天的挖掘、输送量可以把一

个足球场堆高约 18米。”

中国制造 闪亮国际
目前，国产疏浚设备装船率超过

95％，总造价不足国外同类型船 50?，性

价比和维修服务便捷性都高于国外同类
产品。从“航绞 2001”到“新海旭”，加上正

在设计建造的 3艘，“交大挖泥船”家族已
有 59位成员。几代上海交大“船舶人”不

懈努力，产学研用结合，多项自主创新技

术达世界领先水平。不久前，由上海交大
与其它 6家单位联合报送的“海上大型绞

吸疏浚装备的自主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入
选 2018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评选。

3月，“新海旭”将开赴远海进行一带
一路港口建设。56艘挖泥船的“足迹”已

遍布亚洲、非洲、南美洲，在我国上海洋山
深水港工程、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工程、

曹妃甸首钢工程、环渤海湾经济带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沙特吉赞人工岛

疏浚项目、阿尔及利亚舍尔沙勒新港口项

目等 17个国家 103项工程中发挥重大作
用。曾几何时，荷兰、比利时等国庞大挖泥

船团队长期垄断，而现在，“中国疏浚装
备”这个民族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增添闪亮

光芒。
如今，中国年疏浚量已超 16亿立方

米，是少数几个能够自主开展大规模吹填
造陆和航道疏浚工程的国家之一。我们距
离实现海洋强国梦，又近一步。

本报记者 易蓉

    疝病俗称“小肠气”“疝气”，多数发

生在腹壁。上海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成人腹股沟疝的发病率达 3.6?，60岁

以上人群的患病率高达 11.6?。
作为“创新型腹壁软组织诱导性生

物材料临床转化示范中心”的学科带头
人，唐健雄教授告诉记者，目前疝病治

疗主要采用人工合成材料或生物材料

制成的补片进行修补，但合成材料，如
聚丙烯、聚偏氟乙烯等植入体不可降

解，容易引发慢性疼痛、感染等远期并
发症；另一种是取材自猪小肠粘膜下层

的脱细胞基质材料，如果细胞脱不彻
底，导致细胞和遗传物质残留，将严重

影响组织再生的速度和质量。

唐健雄教授称，他在发现松力生物
技术公司的软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制

成的疝修复补片能克服上面两类材料
的缺陷后，便带领团队与该公司对接，

开展临床试验。同时，团队还开展了扩
展研究，进行长期随访，观察产品的长

期疗效和安全性。目前，松力的外科生

物补片已从基础研究通过临床试验，获
得国家药监 III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进

入上市阶段。
据悉，该生物补片采用静电纺技术

成功制备类似细胞外基质的超亲水支
架材料，用于腹壁缺损修补，动物实验

和临床试验均证实其有效性，软组织诱

导性生物材料植入体内后，会逐层降
解，同时诱导机体自身组织长入，进行

组织重塑和再生，最后植入物完全降
解，恢复正常的腹壁结构。

世界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联
合会（IUSBSE）主席、中国生物材料学会

名誉会长张兴栋院士说，“‘组织诱导’

是中国科学家在世界生物材料领域提
出的原创性理论，突破了原本认为不可

能的传统观念，证明了生物材料诱导组
织生长是可能的，而且完成了临床试

验，做成了产品，在国际上也是首创。”
本报记者 左妍

华东医院团队推动原创科研产品临床转化

生物材料精细修复腹壁结构
科研
动态

年建成 艘绞吸挖泥船
“巨无霸”助力海洋强国梦

江水滔滔，承载着期望。一艘如半个足球场
大小的工程船由大马力头轮拖动着，缓缓离
开长江码头。这艘 138.0 米长的“巨无霸”
名叫“新海旭”，入中国船级社，总装机
功率 26100 千瓦，标准疏浚能力
6500 立方米 / 小时，是世界最大
非自航绞吸挖泥船。其核心设
备均实现了国内设计和制
造，这标志着我国大型绞
吸挖泥船的设计、制造
和使用形成完整技
术体系，总装建
设和核心设备
建造已形成
完 整 产
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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疝病，一种古老而常见的外科疾
病，以腹股沟疝最为常见。手术是唯一
可靠的治疗办法，但常用的材料具有一
定的远期并发症。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
院作为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疝和腹
壁外科学组组长单位，在普外科大主任
唐健雄教授团队的努力下，多年来积极
致力于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型软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的基础及临
床研究，推动创新产品的临床转化，日
前被中国生物材料学会授予“创新型腹
壁软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临床转化示
范中心”称号。

■ 新海旭

■ 天鲸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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