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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卫新闻

重度耳聋患儿听到了
截至目前，上海九院吴皓教授

团队共完成了100多例特许“人工

听觉脑干植入手术（ABI）”。九院

听觉中心是目前国内唯一能做这项

手术的中心，使用的设备来源于欧

美国家，需要国家特批使用。这种

手术主要针对先天性重度耳聋患儿

或双侧听神经肿瘤患者，通常伴有

严重的内耳发育畸形或听神经损

伤，因而他们无法植入人工耳蜗。

通过听觉脑干植入，外界声音将绕

过患儿受损的耳蜗和听神经传导，

直接到达脑干耳蜗核，信号经过处

理及编码，经中枢到达大脑皮层，产

生有意义的听觉。最早一批植入设

备的孩子已进入小学就读，可以无

障碍与人交流。

在吴皓教授心里，还有一件更高

兴的事：“国产听觉脑干植入装置已

完成临床试验，30例先天性耳聋患

儿完成了国产ABI手术，如今产品已

通过了国家药监局创新器械审查特

别审查程序的关键阶段，今年有望

上市。”国产ABI的成功研发与临床

验证，打破了国外中枢电子生物植

入装置长期以来的技术垄断，也将

使患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大幅下降。

“我们的设备在性能、电极设计上都

进行了改善与提升，要比现有产品更

符合人的听觉中枢特点。”他说。

在中国范围内，每年约有一万名

婴幼儿需要植入听觉装置，其中

1000—2000名不能使用人工耳蜗，只

能选择ABI。2019年，九院听觉中心

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国产人工听觉脑

干植入系统。2021年，第一款国产听

觉脑干植入装置的研发完成了。

2022年1月，吴皓教授为患儿

小飞（化名）完成了首例国产听觉脑

干植入手术。一个多月后正式开

机，无论是高频的铃声，还是低频的

鼓声，都被小飞准确捕捉。

期盼“隐形”人工耳蜗
人工耳蜗技术目前是治疗重度

耳聋的常规方法，被纳入医保后，治

疗费用的压力大大减轻。

“在中国，需要人工耳蜗植入的

患者超过1000万，然而国内人工耳

蜗植入总量仅13万例，绝大多数听

力障碍患者未能得到干预。随着老

龄化程度的加深，耳聋干预不足的

问题更为突出。”吴皓说。

老人为什么宁可听不清，也不

愿借助设备？“病耻感。”这是吴皓从

业多年来的感受。除了价格因素，

有很多人“不愿让人觉得自己是老

弱病残”。传统的人工耳蜗是由植

入体与体外机两部分所构成。当佩

戴者洗澡、睡觉的时候，他们摘下体

外机，此时又会被无声世界包围。

吴皓告诉记者，当听障人士不再佩

戴体外机，而是将传统体外装置完

全集成于体内植入体，使佩戴者的

外观与常人无异，将大幅提高患者

对人工耳蜗产品的接受度。

但是，麦克风和电池都要植入

在体内，难度非常大。首先，是电池

的安全问题；其次，是麦克风的收音

问题。“埋在皮肤下面的麦克风，收

噪声很清晰。”吴皓说的噪声，指的

是人体血液流动、骨骼活动、心脏跳

动发出的声音。如果麦克风放在皮

下，将会时刻听到这些声音。把体

外机的麦克风一体化整合到植入体

上去，最大瓶颈是解决皮下声学传

感器的收声和体内降噪难题。这种

产品技术壁垒高，全球已有3家龙

头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发，但

迄今在全球范围尚无上市产品。

历经5年技术攻关，上海九院

联合上海微创研制出首台国产全植

入人工耳蜗样机，攻克了高灵敏度

皮下声学传感器收声技术。但是，

任何机械连接设备，都无法克服故

障率。皮肤可没装拉链，无法随时

打开更换零件，因此，提升产品性

能，同样是研发团队的重要任务。

仍有很多问题待解决
经常有聋儿的父母咨询吴皓

“全植入式的人工耳蜗什么时候可

以有？我们愿意等！”“基因治疗什

么时候有？想直接给孩子最好的。”

吴皓表示：“技术的发展很快，

但孩子的成长也很快。虽然全植入

人工耳蜗的研发已经取得了巨大的

进展，但仍有相当多的问题要解决，

孩子是等不起的。”

0—3岁是进行听力重建的最

佳时期。我们把听不见声音的时间

称为“空窗期”，听觉的空窗期越短，

听力恢复效果越好，而如果空窗期

过长，即便应用最新技术，也难以弥

补大脑听觉皮层的退化带来的损

失。因此，他建议耳聋患儿抓住治

疗最佳时期，第一目的是获得良好

的听力效果，在选择上应该围绕适

应证优先、效果优先的原则，其次才

考虑是否美观方便等因素。

备受家长关注的基因治疗也是

这几年来的热门研究赛道。去年，

九院听觉中心启动了基于基因过表

达和基因编辑的二项先天性耳聋治

疗临床试验，用于治疗OTOF基因

特定突变引起的听力损失。目前，

临床试验取得可喜的效果。“对医生

来讲，要通过科研解决临床问题，推

动研究成果走向临床转化。努力让

每个人都能听到美妙的声音，希望

终有一日人类能攻克听觉疾病。”吴

皓的梦想和努力，还在继续。

本报记者 左妍

科技助听障患者打开“收听键”
截至目前，九院已完成100多例特许人工听觉脑干植入手术

高中学业紧张，他仍坚持在运

动队中挥洒汗水；她每周要奔波在

跆拳道、花样游泳、铁人三项的训

练场，通过高效利用碎片时间，保

持学业优秀。他们，成了上海青少

年活力和青春的化身。

昨天，2024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闭幕式暨2024年上海市最佳阳光

体育活力校园主题活动在上海中

学举行，5名运动少年当选2024年

上海市最佳阳光体育活力校园“最

佳阳光体育达人”。

变化的骑行很有趣
“我非常感谢我的学校从一

年级开始就让我们进行足球专项

训练，为我打下了坚实的体能基

础。山地车是一项很有魅力、很

有挑战的运动，它要求我们很专

注、很耐心。我会继续努力，争取

更好的成绩，为推广这项运动作

出自己的贡献。”站在领奖台上，

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

生邓俊成说出心愿。

他曾经是校足球队主力门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嘉北郊野公

园内的自行车公园体验了骑行的

乐趣，渐渐爱上了这项在上海尚属

小众的运动。由于地形复杂，山地

自行车需要不断考虑重心的变化，

不断调整挡位，注意过弯时的走

线，这不仅对体能，更对运动员的

反应能力提出了很大考验。“不是

一成不变地向前骑行，而是会有很

多变化，会更有趣。”邓俊成说。邓

俊成爸爸说，让孩子从小练体育，

主要是为了让孩子“更开心”，精神

状态好了，学习效率也更高了。如

今，小邓是班级的中队委，人缘好，

成绩也名列前茅。

花游跆拳道都喜欢
在运动场上，比他更“卷”的是

青浦区沈巷中学初一女孩茅金菁。

周一周二体能训练和陆上训

练至晚上八九点，周五放学后铁人

三项中的自行车训练，周六跆拳

道，周日花样游泳……当被问及为

何要给自己安排一张如此高密度

的运动训练时间表时，小姑娘说，

自己并没有打算成为职业运动员，

但是这些项目“都喜欢，就都不舍

得丢”。跆拳道是幼儿园开始学

的，走在马路上看见有培训招生，

感兴趣就报了名，如今全市比赛拿

了17金4银。最艰难的时刻，是初

学花游时练习憋气的时候，但是因

为这是团体项目，有队友相互鼓

励，还是坚持了下来。训练回家

晚，她就利用白天在校时间完成尽

可能多的作业，也不熬夜，每天早

起做好预习复习。凭借学业、体育

和班级工作等各方面优异表现，茅金

菁荣获了宋庆龄奖学金，也当选了区

红领巾理事会理事。她的坚持，一

方面也是因为榜样就在身边——

小茅的爸爸从事的行业和体育完

全不搭界，在陪伴女儿的过程中，

他把自己变成了“技术帝”，干脆考

出了花游教练资格证。

因热爱而运动，因运动而更加

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这样的良性

循环，正在越来越多的学生身上发

生。据悉，本届学生运动会共有

125个代表团参赛，涵盖55所高

校、16个区（中小学组）及54所中

职学校，共计61483人次参赛；阳

光体育大联赛参赛规模达到2000

余所学校、5万余人次，首次举办了

体质健康专项赛。本届学生运动

会共产生1397枚金牌，打破了130

项赛会纪录，参赛总人次近20万，

为历届最高。

本报记者 陆梓华

5名少年获上海校园“最佳阳光体育达人”

“卷”好体育，学习效率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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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听力障碍人口
最多的国家。通常，患有先天性
耳聋的儿童从小无法接收到声音
的刺激，往往因聋致哑；而老年性
耳聋数量更为庞大，研究也证明
了听力障碍是老年痴呆发生的最
大影响因素之一。3月3日是全
国爱耳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院长吴皓教授
说，科技创新正在帮助更多的听
障患者打开“收听键”，重新拥抱
丰富多彩的有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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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郜阳）上海
可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医疗

机构有261家，覆盖248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3家综合

性医院。这是记者从日前在

沪举行的“长三角地区促进安

宁疗护服务规范发展研讨会

暨安宁疗护工作联盟启动会”

上了解到的。

大会上，国家卫健委老龄

司及“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共

同启动长三角地区安宁疗护工

作联盟，“三省一市”安宁疗护

服务管理（指导）中心共同签署

《长三角地区安宁疗护工作联

盟备忘录》。联盟的启动，标志

着长三角地区安宁疗护事业迈

向资源整合、标准统一、服务协

同的新阶段。

安宁疗护关注“生命最后

一公里”的质量和尊严，是与人

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民生项

目，在上海已经走过了30多个

年头。2012年，安宁疗护首次

作为政府实事项目推进，至今

已十余年。申城已将安宁疗护

服务纳入《上海市基本公共服

务实施标准（    年版）》，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实现了

服务全覆盖。

启动会上透露，截至目前，

本市261家安宁疗护服务机构中提

供住院安宁疗护服务的有118家、

提供门诊安宁疗护服务的有82家、

提供居家安宁疗护服务的有

251家。安宁疗护住院床位

1224张，每年还提供1800余张

居家安宁疗护床位。全市执业

医师2005人，注册护士1940

人，医务社会工作者102人。

与2012年项目试点之初相比，

机构数量增加了13.5倍，住院

床位增加了4.42倍；每10万常

住人口拥有1.09个安宁疗护服

务机构。上海安宁疗护服务机

构数量居全国之首。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透露，

安宁疗护服务不仅被纳入上海

市医保支付范围，各区政府还

普遍制定安宁疗护服务财政补

助政策，设立财政专项资金。

如普陀区、闵行区、长宁区、杨

浦区等给予安宁疗护服务机构

专项服务补助；黄浦区、金山区

等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实施财

政专项补贴。

记者还了解到，上海建立

了17个区级安宁疗护中心，联

动辖区内所有安宁疗护服务机

构，形成上下联动机制，在医疗

技术、服务规范、教学科研、科

普宣传及人文关怀等工作中起

到示范带头作用。全市210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双向

转介机制及标准，结合区医联体

建设，依托区属医院与安宁疗护中

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联合病

房，促进分级转诊工作的有效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