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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產高價「達芬奇」內地紛引進嘗鮮

20162016年年55月月2424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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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學智能機械人研究中心蘇劍
波教授接受記者訪問時特別提到，工業機
械人功能規範化，惹出麻煩的幾率較小。但
服務機械人時時與人類共處，甚至還牽涉到
倫理學問題。例如醫療領域的手術機械人，
若在手術中出現故障，令病人受到傷害，責
任應歸咎醫院，抑或是機械人開發機構？
他認為，即便在技術上，開發者極力提高
機械人系統的安全性、穩定性，但凡事
無法有百分百的保證，所以一定
要盡早立法，明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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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製作微血管的微納操作機械
人「屬於我們首創，目前已

有相應的血管模型。」該操作團
隊博士生孫韜介紹說。醫學範疇
內，若微小血管壞死，最有效的
治療手段是從身體的其他部分尋
找可以用於替換的微小血管，但
該來源非常有限，也因此大部分
微小血管壞死的病人，是無法挽
救的。而孫韜所在團隊目前所做
的，正是微小血管替代物的製造
研發過程，通過進一步系統升
級，可以改進三維螺旋狀細胞結
構的長度與密度，再通過多次纏
繞，就可以形成包裹不同細胞層
的仿生人工血管。

尚需2年開發周期
孫韜指出，如果此替代物有

效，這項技術還可以通過機械人

技術對其形成大規模地生產，將
完美解決醫療服務機械人對接市
場的問題。「但仍需進一步進行
細胞培養和動物測試，預計開發
周期為2年」。孫韜告訴記者，此
研究不僅為心血管疾病患者、尤
其是微小血管壞死者帶去福音，
也意味着未來在血管藥物測試方
面，小白鼠將徹底光榮退役，由
機械人製作出的微血管替代。

產業處初期階段
相關數據顯示，2014年醫療機械

人全球市場規模超過了80億美元。
不過正如張偉民所說，在內地，這
個領域才剛剛開始萌芽。 2013年
由哈爾濱工業大學研製成功的「微
創腹腔外科手術機械人系統」，是
中國外科手術邁向機械人時代的一
個標誌。

據內地媒體報道，哈工大研發的
這套醫療機械人系統，能夠通過掛
持的三四個不超過10毫米的手術器
械進行，機械人末端工具具有多個
自由度，靈巧似人手，又能夠到達
人手難以到達的手術位置，使手術
操作更精確。同時，用三維成像能
力的高端內窺鏡採集出放大10倍以
上的圖像，以立體方式呈獻給操作
醫生。
2015年，內地的博實股份旗下全

資子公司博實高端醫療裝備有限公
司，收編了哈工大「微創腹腔外科
手術機械人系統」項目團隊領軍
人，這個已經通過驗收兩年多的項
目，終於邁開從試驗台到產業化的
步伐。
博實股份本月發出最新消息稱，

微創外科手術機械人計劃2016年下
半年開始進行型式檢驗。

據中國工業和信
息化部摸底統計，
內地目前有機械人
企業 800 餘家，但

企業規模普遍較小，超過90%的
企業年產值在 1 億元人民幣以
下。

企業規模普遍較小
今年年初，工信部對全國機械

人產業情況進行了摸底調查，初
步統計涉及機械人生產及集成應
用的企業有800餘家，其中200多
家是機械人本體製造企業。

工信部調研發現，大部分企業
以組裝和代加工為主，產品主要
集中於中低端機械人。企業規模
也普遍較小，逾90%的企業年產
值在1億元人民幣以下，龍頭企
業規模也不大，同國際機械人領
先企業的營業收入相比差距較
大，難以支撐產業未來規模化的
發展目標。

核心技術依賴進口
工信部裝備工業司副司長、重大

裝備辦公室主任李東接受採訪時表
示，中國機械人產業總體並未過
剩，但其隱憂在於大量企業處於產
業鏈低端，產業集中度很低，總體
規模小。中國本土企業高端品牌機
械人供給能力嚴重不足，本土市場
高端機械人外國品牌佔到85%。在
核心技術方面，機械人減速器、伺
服電機和控制系統三大部件佔到機
械人本體價值的70%，中國仍依賴
於進口。

張偉民認為，目前，中國服務
機械人在人機交互、機械人運動
控制、跨尺度機械人協同操作、
多機械人系統研究領域有技術優
勢。比如，北京理工大學的仿人
機械人的仿生運動規劃和控制、

微納機械人協同操作與組裝、軍民兩用的多機械
人協同作業等技術處於前列水平。 談及未來服
務類機械人的發展，張偉民指出，大部分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停留在理論研究和樣機開發
層面，沒有進行較好的產品化和技術轉移轉化。
他認為，未來服務機械人在產品功能上將朝更實
用、更安全，人機交互、智能學習以及環境感知
和適應能力更強、低成本等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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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理工智能機械人研究所微納團隊博北理工智能機械人研究所微納團隊博
士生正在操作中士生正在操作中。。 記者朱燁記者朱燁 攝攝

■■孫韜所在團隊目前所做的孫韜所在團隊目前所做的，，正是微小血管替代正是微小血管替代
物的製造研發過程物的製造研發過程。。 記者朱燁記者朱燁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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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理工的仿人機械人的仿生運動規劃和控制、
技術處於前列水平。圖為該校研製的仿人機械人
「匯童」第 5代正與真人進行乒乓球博弈。

記者朱燁 攝

醫療應用
除了助老和家用，目前內地

醫療行業對於機械人的需求也極其旺

盛。北京理工大學智能機械人研究所張偉民

副教授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儘管內地高校和

研究所等科研單位已經開發了多款醫用機械人樣

機，但可應用於臨床的很少，「國內自主產品幾乎

沒有銷售」。為填補科研成果與市場需求之間的巨

大缺口，北理工智能機械人研究所成立了專門團

隊，重點研發可製作微血管的微納操作機械

人。■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朱燁、

張聰、李兵、黃冬 上海、北京、

四川連線報道

美國直覺外科公司設計、製造的手術機械人「達
芬奇」儘管售價昂貴，目前內地仍有30家醫療機構
引進了34台。以全球3,266台、亞洲350台的數量
計，內地引進的比例不低。由於是從國外進口，需
由國家統一招標、採購，購買單位要經過嚴格的審
批、評估程序。且購買整套系統需2,000萬元（人
民幣，下同），每年維護費用超10萬元。
據內地媒體報道，今年1月8日上午，在西安交
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落戶僅僅一天的機械人「達
芬奇」在該院泌尿外科團隊的駕馭下成功地為一
位男性前列腺癌患者實施了前列腺癌根治手術，
完成精彩的「首秀」。該院泌尿外科吳大鵬教授
坐到離機械手臂不遠的操控台前，像操作遊戲手
柄一樣，將兩手的拇指和食指套在操作系統兩邊
的感應指套裡，眼睛對着操控屏上的3D目鏡，開
始做前進、後退、剪、挑等動作。
跟以往手術不同的是，吳大鵬教授團隊有了

「達芬奇」後，單獨一人就能完成上百種精細手
術動作，而手術助手則負責為「達芬奇」更換

「手指」工具，如電凝刀、剪刀、鑷子、持針器
等。『達芬奇』另一個神奇的地方在遠程醫
療。」陝西省泌尿外科疾病臨床研究中心賀大林
教授介紹說，2001年，在美國與法國之間，曾進
行過首例跨國遠程機械人手術。
事實上，「達芬奇」的運作原理，和中國哈工

大的「微創腹腔外科手術機械人系統」基本一
致，直覺外科作為一家創辦僅20年的企業，已經
在手術機械人行業遙遙領先。

中國需發力研究搶先機
上海交通大學智能機械人研究中心教授蘇劍波

提到，在工業機械人領域，日本、德國、瑞典等
傳統機械人製造強國，已是成績卓然，但在服務
機械人領域，各國均處於起步階段，中國如果早
着先機，完全可能佔據上風。他說：「不過現在
日本、美國、法國等，都已經在中國的服務機械
人市場躍躍欲試。若中國的機械人研究不率先發
力，等於是將龐大的市場拱手讓人。」

■■今年今年11月月88日日，「，「達芬奇達芬奇」」在在
西安交大第一附屬醫院醫生的駕西安交大第一附屬醫院醫生的駕
馭下馭下，，成功地為患者實施了前列成功地為患者實施了前列
腺癌根治手術腺癌根治手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醫生在操作手術機械人醫生在操作手術機械人
「「達芬奇達芬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