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在「「一帶一路一帶一路」」醫療外交中醫療外交中，，潘湘斌將中國原創的潘湘斌將中國原創的
醫療技術傳授給多國醫生醫療技術傳授給多國醫生，，廣受好評廣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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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一般的心臟外科醫師不太一樣，我有兩個執
照，既可以做外科開刀手術，又可以做內科介入

治療，是心臟外科、心臟內科『雜交』出來的。」潘湘斌
在北京、雲南身兼數職，每年要進行1,000多台心臟手
術，幾乎相當於中等醫院一年的總和，他同時還帶領團隊
不斷攻克心臟病領域的世界難題。這一切的基礎，源於他
的導師、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院長胡盛壽院士培育複
合型人才的計劃。潘湘斌在阜外醫院學成心臟外科後，以
雙倍的努力重新學習心臟內科的介入技術，赴海外習得最
先進的技術，成為內外兼修的在心臟病醫學領域難得的複
合型人才。

不開刀免輻射 推廣至歐美非
在潘湘斌取得的十餘項全球專利技術中，超聲引導經皮

介入技術（Percutaneous and Non-fluoroscopical Proce-
dure，PAN Procedure）是最令他驕傲的傑作。
傳統心臟外科手術，醫生需在病人胸部切開6至15厘米

的切口；而傳統內科治療，醫生會使用放射線和造影劑，
來作為術中引導。但是，孕婦等很多病人無法使用造影
劑，或不能承受輻射損傷，或存在過敏、腎功能損害等風
險。同時，醫生施手術時需穿上幾十公斤的鉛製防護服，
累積輻射損傷也大大增加醫護人員腫瘤病發率。
很多醫學研究人員想過用經胸超聲作為引導，但技術難

度太大，紛紛以失敗告終。直到潘湘斌團隊開創先河，並
應用於萬千患者。
潘湘斌的超聲引導經皮介入技術讓患者無需住院，可在

門診完成治療，全程更可與醫生交流，不但節約醫療費
用，且大大減輕痛楚。經過多年的努力，這一技術已從早
年只能治療房間隔缺損等簡單心臟病，發展到能治療室間
隔缺損、動脈導管未閉、二尖瓣疾病、主動脈瓣疾病、肺
動脈瓣疾病，甚至能處理左心耳、弓縮窄等複雜病變。目
前，已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醫生來中國向潘湘斌團隊
學習相關技術。
潘湘斌說，以前心臟手術需購買造影機、體外循環機等

價格高昂的醫療設備，如今只用超聲設備就能完成，這無
疑是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地區患者的福音。此外，日本、德
國、美國等發達先進國家的醫生也在學習這項技術，避免
放射線及造影劑給醫患雙方帶來的傷害。

研發專用導絲 降低技術難度
「我一直認為一項技術如果只有少數人能使用，那就不

是好技術。」由於相關技術對醫生的水平要求非常高，潘
湘斌和團隊為此自主研發出一系列超聲引導專用器械來降
低技術難度，促進推廣應用。其中，全球首款超聲引導專
用導絲已經進入臨床試用，該新型導絲可方便超聲定位及
顯影，明顯降低手術操作難度，提高手術成功率。今年7
月，潘湘斌利用超聲引導專用導絲成功為一名患者進行單
純超聲引導經皮房間隔缺損封堵術，標誌着這款創新產品
的臨床使用和循證試驗的正式開啟。

攻破超聲引導手術難題 治癒多項複雜心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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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湘斌開始
研究開創性的
超聲引導經皮

介入技術，源於多年前在美國參加
的一次心臟病領域會議。

致力原創技術 不再落後西方
「那是一個規格非常高的會議，

我作為中國醫生的代表上台發
言。」在完成發言後，台下響起一
片掌聲。「但是之後，一位美國主
辦方代表上台，說了一句我此生不
會忘記的話，他說：『感謝中國同
行驗證了我們的技術』。這是什麼
意思，這是說我們中國醫生無論做
得多麼努力、手術做得多麼好，永
遠是別人的『打工仔』，難道我們
要永遠跟在人家後面？」
這句刻骨銘心的嘲諷，令潘湘斌

開始致力於原創技術的研究，最終
通過天賦與努力，開創了全新的道
路。
「我是一名醫生，做科學研究，

並不是為了出名，更不是為了鬥
氣，而是為解決臨床中切實的問題

和困難。」超聲引導技術從試驗階
段走向臨床的背後，就有這樣一個
感人至深的經歷。

病人家屬大愛 激勵造福社群
數年前，潘湘斌遇到過一位父親

帶着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女兒前來
問診。「這位父親跑遍全國大醫院
卻沒人敢做這個手術，因為小女孩
患有白血病。」事情就僵在這裡，
父親帶着孩子失望地走了。
「我下診後，在醫院的大廳裡，又

遇到了這位父親。我試圖安慰他說，
以後還能再生個孩子吧。沒想到，這
位父親回答，『其實我兒子已經大學
畢業了，女兒是個棄嬰，把她撿回
來，發現身上有很多病，為醫治已經
在全國奔波很多年了』。」潘湘斌頓
時被這種人間大愛感染，他意識到使
用超聲引導技術，就是小女孩生命最
後的希望，於是向這位父親提出是否
願意一試。這就樣，小女孩順利完成
了心臟手術。這項技術，也在潘湘斌
的努力和患者的信任中走向成熟，造
福更多人。

今年剛剛過
去的中秋節，
潘湘斌曾再次飛
赴香港，與本港
醫生團隊合力完成
複雜的心臟手術。他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在心臟病領域，
內地與香港的合作交流非常廣
泛，未來更希望兩地能夠更緊
密合作，發揮各自優勢，促進
創新發展。
不久前，深圳市與國家心血管
病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
院簽署協議，將建設中國醫學科
學院阜外深圳醫院，力求打造大
灣區心血管醫療高地。這意味
着，包括港人在內的大灣區居
民，將在家門口就能獲得潘湘斌
等阜外醫療團隊的頂級醫療資
源，進一步促進兩地醫療優勢互
補。
在平日的醫療活動中，潘湘斌
也與港人交流合作密切。潘湘斌
兼任雲南阜外醫院執行院長，該

院與李家傑珍惜生命基金及瑞銀
慈善基金會合作，開展了「雲南
省貧困先心病兒童救助項目」，
從 2017 年 11 月啟動，已在雲
南、貴州、廣西等省份救治省16
個州市尋找到1,000多名貧困家
庭先心病患兒，提供免費救治，
為孩子們送去「心」的希望。

潛心智造 醫者情懷

近日，潘湘斌在美國權威心血管外科雜誌《The 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全文發表由中國自主研發的創新介入二
尖瓣修復系統MitralStitch™挑戰病例報道。這是中國首個在國際
高水平專業期刊上正式公開發表的微創二尖瓣介入領域報道，業界認
為，這標誌着中國二尖瓣介入領域正式步入國際舞台並獲得認可。
二尖瓣反流多是因心臟損耗引起，「簡單來說，就像心臟裡一個兩扇頁

的門，門壞了就關不嚴實了。」潘湘斌團隊自主研製出MitralStitch™系統，並
已成功治癒10名重症二尖瓣返流患者。
「此前西方的醫療器械，就像是一把鎖，把這兩扇頁徹底鎖上，雖然解決
了關不上的問題，但是門的開放程度就受限制了，就不能打開了。中國的
MitralStitch™系統，則像給兩扇頁拴上一個降落傘，開門的時候放
鬆，關門的時候自動拉緊，讓門可開可關。」潘湘斌說，傳統的
二尖瓣返流等心臟手術，需要打開胸腔，手術難度高，對病人
的身體條件要求嚴格苛刻，術後恢復較慢。有了Mitral-
Stitch™系統，僅需在胸部下方打開一個小孔，全程使
用無醫學損害的超聲引導技術，就能完成手術。未
來將在中國、美國、歐洲同時進行臨床試驗，
有望在全球上市。

心血管病專家
研究世界首創

潘湘斌教授是治療心血管疾病的知名專家，現任國家
心血管病中心、阜外醫院心臟外科病房主任，雲南省阜

外心血管病醫院執行院長。其擁有多項世界首創技
術，受聘擔任美國胸外科醫生協會（STS）及，美
國心臟病學院（ACC）和美國心血管介入學會
（SCAI）外籍資深專家。

潘湘斌團隊的主要診療範圍，包括成人瓣膜病：
「不開刀修復瓣膜」；先天性心臟病：「不開刀、

無放射線、不全麻治療心臟病」；擅長外科微
創手術及經皮介入治療，將內外科技術取

長補短，為不同患者實施個體化治
療；具體擅長疾病：二尖瓣、主動
脈瓣、肺動脈瓣、三尖瓣、房
顫、房間隔缺損、室間隔缺
損、動脈導管未閉、心肌炎
等。

修復二尖瓣
系統超西方

在潘湘斌的從業經歷中，曾有一段時間專門面對兒
童患者，尤其是數量龐大的先天性心臟病兒童。兒童心臟
病可使用的醫療器械少，現有產品亦容易引起後遺症，影響
成長發育。在長期的探索研究中，潘湘斌針對先天性室間隔缺
損，充分利用超聲探測的優勢，自主研發出「完全可降解室間隔缺
損封堵器」。與傳統封堵器相比，完全可降解心臟封堵器植入人體後，
可逐漸被自身組織所替代，由人體組織自然修復缺損，在治療心臟病缺損
的同時，實現體內完全無異物殘留，杜絕了遠期併發症。
今年2月，潘湘斌親自主刀，在患者心臟不停跳的情況下，全程
採用超聲引導，通過僅拇指大小的切口，成功植入全球首枚完
全可降解室間隔缺損封堵器，標誌着中國在完全可降解封堵
器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邁入世界領先行列。在這款封
堵器研製過程中，產生很多材料學及製造工藝等方面
的新技術，未來還可能用於房間隔缺損、動脈導
管未閉、心臟瓣膜病、房顫等患者。

新研封堵器
補心不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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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坦布爾大
學醫學院，兩位
家長得知潘湘
斌能夠治療孩
子的心臟病
激 動 不
已。

心臟病手術是目前人類風險

最高、技術最複雜的外科手

術。中國國家心血管病中心長

期以來致力通過技術創新提高

心臟手術療效，近年來在多個領

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國家心血管病中

心、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臟外科病房主任、雲南

阜外醫院執行院長潘湘斌教授及其團隊就是典型代

表。潘湘斌教授日前在北京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講

述中國心臟病研究治療的創新之路。潘湘斌團隊已實

現「不開刀、不用放射線甚至無須全身麻醉」就可

進行多領域複雜心臟血管疾病手術。這些創新成

果已推廣至內地和香港，並遠播歐美等30多

個國家和地區。團隊本着「源於傳統、超

越傳統」的理念開展創新工作，使中國

心臟病手術治療取得一系列全球首創

的重大創新成果。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潘湘斌來到柬埔寨，為當地患
者帶來新的希望。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今年中秋今年中秋，，潘湘斌潘湘斌（（右一右一））在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與林逸賢教授團隊合作完成手術在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與林逸賢教授團隊合作完成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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