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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只需意念就能控

制鼠标吗？今年年初，马斯克宣布Neuralink

植入的首个大脑芯片的人类患者已完全康

复。上周，同样的奇迹也在上海发生。11月6

日，博睿康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脑机接

口产品顺利完成全国第三例、上海第一例临

床试验植入手术：一个硬币大小的脑机接口

体内机被嵌入一位38岁患者的颅骨外，成功

采集到他大脑中感觉运动区域的神经信号。

这个植入脑机接口设备是由博睿康与清

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洪波教授团队合作

开发，在上海完成研发和型式检验，于2024年

8月成为我国首款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

查程序的脑机接口产品。此次手术是我国脑

机接入产品进入创新特别审查程序后的首例

人体植入手术，手术首次采用了自主研发的

“在线时域空域脑功能定位系统”等创新技

术，无需术中唤醒患者，即可快速精准定位手

部运动/感觉脑区，实现精准功能定位植入。

“我们这款脑机接口系统采用的是半侵

入式设计，设备非常小，只有硬币那么大，植

入位置就在颅骨上方、头皮下方。”博睿康产

品总监王昱婧解释道，“手术后，我们将头皮

重新覆盖，等头发长出来之后，几乎看不出来

这个设备的存在。”据介绍，该系统采用无线

微创设计，不损伤大脑细胞，手术后仅一周，

患者便可出院回家。该项临床试验得到了华

山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是按照《医疗器械临

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和《科技伦理审查办法

（试行）》的各项要求开展的GCP临床试验。

早在去年10月24日，54岁的患者老杨就

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接受了脑机接口植

入手术，成为国内植入脑机接口手术的首位

受试者，这比Neuralink的首例临床植入早3

个月。“当我看到老杨能够重新举起杯子喝水

时，眼泪不禁流了下来。这对脊髓损伤的病

人，简直就是天赐的福音。”上海首试患者小

董受此鼓舞，下定决心要参与这项脑机接口

的临床试验。

王昱婧表示，“团队设计的脑机接口设备

很薄很小，手术相对来说也变得更加简便。

多位科学家和外科专家一致认为，与同类神

经刺激器的植入手术相比，这是一个非常简

单的小手术。”与传统的神经刺激器不同，这

种半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不仅依赖体内的

芯片，还配有一套体外装置。外部设备负责

供电、传输信号，并进行实时的算法更新，同

时配有气动手套，患者通过脑电信号控制手

套完成抓握等动作。

目前，我国正在稳步推进并支持脑机接

口技术。今年8月，博睿康微创脑机接口进入

了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特别

是，得益于上海市的推进，博睿康得以通过和

顶级医疗机构的紧密合作，加速验证和优化

脑机接口技术在真实临床中的应用，同时推

动实验数据和科研成果向临床疗效的快速转

化。”对博睿康创始人胥红来说，脑机接口产

业的上下游资源几乎都能在上海找到，从原

料、芯片到电极，再到外部设备的制造，都有

相应的解决方案。

近年来，为加快未来产业培育，上海积极

推进脑机接口前沿技术创新，孵化落地了脑

虎科技、博睿康、阶梯医疗等创新型企业，分

别在侵入式、半侵入式赛道形成产品。其中，

博睿康作为脑机接口链主企业，不仅在技术

上从非侵入式迈向半侵入式，而且实现了微

创脑机接口人体试验“从0到1”的重大突破。

随着上海首例脑机接口产品临床试验植

入手术的顺利完成，博睿康植入脑机接口系

统有望加速医疗器械注册审评。据市科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上海将持续深化研究脑机接

口前沿技术创新与未来产业培育方案，聚焦

侵入式、半侵入式赛道，重点推进脑机接口产

品化、建设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平台、推动临床

试验与应用示范、健全产品标准与检测体系、

培育产业生态，同时，支持非侵入式脑机接口

产品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和应用规模。力争

2027年，脑机接口产品在国内率先实现临床

应用，帮助瘫痪、失语和神经性疾病等患者改

善生活质量，创新生态初步构建。

沪首例国产脑机接口植入手术成功
硬币大小，无线微创，不损伤大脑细胞，术后一周出院

本报讯（记者 郜阳）记者今日从市卫

生健康委获悉，自2023年申城启动社区护

理中心建设以来，两年来全市已建成社区护

理中心84家。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慢性病发病

率的上升，护理服务尤其是“家门口”便捷适

宜的专科护理服务需求日益强烈。2023年

本市启动社区护理中心建设，建成首批36

家社区护理中心；今年，“新建30家社区护

理中心”纳入全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截至

9月底，全市已有48家社区护理中心通过验

收，提前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记者了解到，许多肿瘤、血液病等患者

需要长期输液或反复抽血，“经外周静脉穿

刺中心置管（PICC）”技术可以减少患者痛

苦，将药物通过深埋静脉管道直接输液治

疗。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每年各级医疗机构

开展PICC服务约4万例，每位患者每周至

少需要进行一次PICC导管维护（包括消毒、

置换等）。此外，每年还有不少压疮、外伤、

糖尿病足、烧伤烫伤患者需要进行伤口护理

等。已建成的84家社区护理中心全部开通

护理专科门诊，在提供皮肤护理、排泄护理、

营养护理等8类26项基本护理的基础上，还

提供PICC静脉导管维护、伤口、造口等专科

和特色护理服务。

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护理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了“邻家护理”

特色服务。针对特定的健康问题，开展

PICC静脉导管维护、伤口护理等社区适宜

专科护理项目，大大方便了患者，减少了往

返大型医院的舟车劳顿。中心还推出了“互

联网+护理”和“上门出诊”等新型服务方

式，让居民在家中就能享受到专业的PICC

静脉导管维护服务，极大地提高了社区居民

对医疗护理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闵行区浦锦社区医院社区护理中心特

设伤口护理门诊，覆盖各类急慢性伤口的护

理，还为外科术后出院的患者提供伤口换

药、拆线服务。这里已为超过6500人次的

患者提供伤口护理服务，极大满足了辖区内

居民对于伤口护理的迫切需求。

据悉，全市社区护理中心建设以来，不

断吸引居民在家门口获得专科护理服务。

截至今年9月，社区专科护理服务达96.4万

人次，居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持续提升。

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都经历过这

种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脚上破了点

皮，好几个月都不见好，到医院换药后

伤口却越来越大，慢慢还出现了脚趾

发黑，医生诊断糖尿病足，竟要截肢！

明天是联合国糖尿病日，上海新华医

院骨科陈晓副教授表示，随着糖尿病

患者数量的增加，糖尿病足成为一个

不容忽视的并发症，早期症状常被忽

视，导致严重后果。其实，只要及时、

规范治疗，便可大大提升保肢率。

感觉迟钝没引起重视
什么叫糖尿病足？其实就是糖尿

病引起的脚部问题，具体来说，是因为血

管和神经的病变，导致脚踝以下的皮肤感

染、溃烂，甚至深层组织也受到破坏。

老李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最初他

没有意识到脚部干燥和轻微刺痛是问

题的信号，认为只是正常疲劳。随着时

间的推移，他脚部出现了小伤口，但由于

感觉迟钝，没有及时处理，伤口逐渐感

染，出现了红肿和渗出。老李依然没重

视，直到出现了脚趾发黑坏死，才到新华

医院糖尿病足保肢门诊就诊。

老李不理解，为什么糖尿病会引

起脚上的问题，还产生这么严重的情

况？接诊的陈晓医生说，糖尿病足早

期的症状可能不太明显，比如皮肤干

燥、脚趾刺痛麻木等。随着病情加重，

走起路来可能感觉脚下像踩着棉花，

皮肤会变得很差，肌肉也会慢慢萎

缩。到了晚期，疼痛会更加剧烈，脚趾

可能发黑坏死，脚底和脚跟也可能溃

烂。老李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糖尿

病足发展过程。

为什么会得糖尿病足呢？陈晓总

结了三个主要原因，第一，血管病变。

糖尿病会引起血管变窄，血液循环不畅，供给

脚部的血液和养分不足。第二，神经损伤。糖

尿病会损伤脚部神经，导致患者脚部感觉迟

钝，经常伤到了都不知道。第三，免疫力下

降。糖尿病患者抵抗力差，感染的风险增加，

容易引发溃疡，甚至坏疽。

单一科室难有效治疗
张阿婆是一个糖尿病足病人，曾四处求

诊，先去了内分泌科，但医生告诉她需

要找专门处理足部问题的科室。接

着，她又去了皮肤科，医生建议去看血

管外科，因为得这个毛病是血管出问

题了。来到血管外科，医生又建议她

到伤口门诊换药，换了很长时间后伤

口依然经久不愈。最后，伤口中心让

她去骨科试一试。

陈晓说，张阿婆的遭遇其实是许

多糖尿病足患者的困惑，单一科室很

难对糖尿病足这种复杂疾病进行有效

的治疗，它涉及到内分泌血糖的管理，

骨科血运的重建，整形外科软组织的

修复以及伤口中心对伤口的护理，任

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当可能都会影响患

者的治疗效果。

新华医院骨科牵头成立了糖尿病

足保肢MDT联合门诊（骨科、内分泌

科、整形外科、伤口中心），主要包括糖

尿病高危足筛查和治疗干预、糖尿病足

溃疡和坏疽的综合保肢治疗等，使糖尿

病足患者能够得到全面、及时的治疗。

多方面入手治“糖足”
糖尿病足究竟有多大的危害呢？

陈晓说，据世卫组织统计，每6个糖尿病

患者中就有1个会得糖尿病足，而每5个

糖尿病足患者中就有1个最终被截肢。

“糖尿病足的治疗要从多方面入手，需要

患者与医生的通力合作。”陈晓说，非手

术治疗主要是控制血糖、改善循环、营养

神经等，还要戒烟限酒。手术治疗可以

通过清创换药、介入治疗、胫骨横向骨搬

运等手段，促进伤口愈合，避免截肢。当

然，如果医生判断需要截肢，也是万不得

已的选择，应当遵从医嘱。

陈晓介绍了胫骨横向骨搬运技

术，这个手术的原理非常巧妙，它利用

了身体的一个特点，也就是受到持续

牵拉的时候，组织会慢慢再生。医生

会在患者的小腿胫骨上打开一个小口

子，然后装上一个特殊的支架，通过这

个支架慢慢地牵引一小块骨头，速度大概是每

天1毫米。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拉，拉上个10天

半个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患者的小腿上

长出了许多新的毛细血管！当新生的血管足

够多时，医生就会把被牵引的骨头放回原位，

手术就大功告成了。就这样，通过骨头的缓慢

牵引，患者的下肢血运得到了改善，溃烂和坏

死的情况也慢慢好转，甚至原本濒临截肢的脚

也能成功保肢。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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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线

医疗专科护理就在“家门口”
申城两年建成84家社区护理中心，服务近百万人次

日前，黄

浦区“全生命

周期守护与社

区标准化口腔

诊室建设”主

题活动在黄浦

区老西门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举行。老

西门口腔医疗

服务团队与第

九人民医院建

立协作联动机

制，通过口腔

义诊、线上会

诊、精准分诊、有效转诊这

四个环节，推进上下联动、

口腔资源整合共享，让老

城厢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

优质的口腔卫生服务。

杨建正 摄影报道

﹃
三
甲
﹄
和
社
区
联
动

口
腔
诊
治
资
源
共
享

■ 脑机接口产品植入人体的示意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