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新闻热线：010—58884060
E-mail：kbjdsm@126.com

■责编 滕继濮2015 年 5 月 20 日 星期三 QIAN YAN REN WU 前沿人物

■人物点击

文·本报记者 林莉君

脑起搏器，目前最尖端、最复杂的植入式医

学电子装置之一。

由于技术门槛高，研发难度一点也不亚于载

人航天产品，脑起搏器被誉为神经外科医疗器械

的“大飞机”。

2013 年前，国内脑起搏器市场完全被美国

一家公司垄断，动辄 20多万的医疗费用，让大多

数患者难以承受。

经过 10 多年的科研攻关，清华大学航天航

空学院李路明教授带领的研发团队，打破了美国

的技术垄断，不仅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掌握

这一技术的国家，还将系列脑起搏器的价格降低

了 50%。

现在，李路明团队研发的脑起搏器继实现无

线充电技术后，又新增远程调控、手机 APP 管理

两项功能，开始在全球领跑该项技术。

李路明：脑起搏器全球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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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 谷 钢 铁 侠 ：埃

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

的作者阿什利·万斯通过

与马斯克的交谈之后，总

结出这位亿万富翁企业

家的一周正常安排。

星期日：必要的话进

行 旅 行 ，并 生 活 在 Bel

Air豪宅。星期一：在霍

桑 设 计 工 作 室 从 事

SpaceX相关工作。乘私

人飞机到硅谷，夜宿朋友

家中。星期二：在帕罗奥

图市的特斯拉办公室工

作，或者是在弗里蒙特的工厂工作。星期三：在帕罗奥图市的特斯拉办公

室工作，或者是在弗里蒙特的工厂工作。星期四：飞回洛杉矶，在SpaceX

工作。星期五：在SpaceX工作。星期六：在SpaceX工作，或者与他的5个

儿子共度一段时光。不过，在万斯的描述里，马斯克的一周可能比上述安排

要忙得多。万斯称，仅以2013年为例，马斯克的飞行就多达185次。

埃隆·马斯克：
如何度过忙碌的一周

根据美国自由撰稿

人莉亚·麦格拉斯·古德

曼发表的文章称，她已经

找到了比特币发明人中

本聪。古德曼表示，中本

聪今年 64 岁，隐居在洛

杉矶，是一名日裔美国

人，毕业于加州州立理工

大学，且获得了物理学学

士学位。而且，中本聪是

他的真实姓名。然而这

一结论尚未得到任何实

质性证据的支撑。

自从比特币在2009

年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后，中本聪就一直通过电话或者电子邮件的形式参

与到这个虚拟货币体系的建设工作中。但在此之后，中本聪似乎就完全

消失在了公众视野里，因此也让人们开始揣测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所在。

行业专家表示中本聪极有可能在系统建立的第一年通过“挖矿”手

段获得了将近100万枚比特币，而那时候“挖矿”的成本和架设方式要比

现在要简单得多。如果按照现行比特币价值估算（1比特币约合235美

元）的话，中本聪现在的身家已经超过了2亿美元。

中本聪：
身价早已超过2亿美元

站在放映三轮车旁，63岁的丁颂扬指着对面高

高的山岭对记者说：“明天要转到大山那边放映。”

45 年来，作为湖北麻城市新农村电影院线

公司的一名放映员，他从挑着扁担竹筐再到骑着

三轮摩托车，一直行进在放映路上，给盐田河镇

村村坳坳的乡亲们带去电影 1.3万多场。

丁颂扬心里最清楚，现今农民还是爱看电

影，特别是村里留守老人，有一种电影情结，农村

需要这样一份精神食粮。

从 1970 年在部队与放电影结缘，退伍后又

当了一名电影放映员。农村电影经历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红火期、九十年代末低迷期，到今天惠

农电影回暖期，他是这一路的见证人和亲历者。

电影低谷年代，全镇18名放映员都改行经商

打工，独他一人坚守，翻山越岭到村村坳坳放映。

当时他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当村干部、进文化

站，乡镇企业当厂长，都被他谢绝了。他说，这么

大乡镇，几百个村湾，应该有一个放电影的人。

2008 年实行数字电影惠农工程，农村电影

迎来了春天，丁颂扬心中燃起了一团火，全身心

投入电影放映之中。镇境内几乎每一条山路都

留下了他的脚印与汗水，每年都完成 400多场放

映计划。

放映科教片更让他找到成就感。丁颂扬说，

像森林防火、白蚁防治、婚育新风等，科普性强，与

生活很贴近，群众感兴趣，而种养技术更受欢迎。

盐田河镇是中国板栗之乡，《板栗栽培技术》

他放映了 108 场，使广大栗农学会科学嫁接，老

树开新花，产量成倍增长，去年全镇板栗收入 2

亿多元。

“来世你放电影，我还给你擦机子。”这是妻

子胡丹花临终前留给丁颂扬的话。当年二人相

恋是传遍整个盐田河镇的一段佳话。那时《庐山

恋》热映，丁颂扬不知道放了多少场次，依旧是场

场爆满。有一天下雨放映，有个女孩为他打伞，

后来这女孩经常帮他擦机器、换片子。她就是胡

丹花，成了他风雨同舟的人生伴侣。

1997年初妻子中风瘫痪在床，这一病就是9年

7个月，原来的好帮手，现在全由他伺候，擦身换衣，

煮汤熬药。为了给妻子治病，他凌晨3点去帮人挑

砖背水泥赚钱，但他依旧没有放弃放映员的工作。

电影红火那些年忙于放映，他几乎没在家过

个团圆年，生活对他的打击也接连不断：1979

年，父亲因病去世，他在农田水利工地上放电影，

临终没见一面；1983 年，27 天的女儿突发高烧夭

折，他在外村放电影，孩子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

每放一场电影，他从来都是人不离机，既保

证放映质量，又保护机器不让小孩玩碰。每次放

映提前一小时架机，播放歌曲，营造气氛，放映效

果好，观众特别多。

丁颂扬说，农村电影不是没人看，对口味的

影片要跟上。他留心收集信息，哪村爱看喜剧

片、哪村喜欢战斗片，哪村放什么科技片最适合，

对了乡亲口味就不会冷场。

麻城市新农村电影院线公司经理陈旭峰说，

丁师傅凭着一腔热情放电影，所以放得好，观众多，

放映质量在麻城首屈一指，无效场次为零。他先后

评为全国农村优秀放映员、全国广电系统劳模。

“农村需要电影，要找一个靠得住的接班

人。”他想带一个徒弟，既喜欢放电影，能守得住，

更要人品好。陈旭峰表示，丁师傅正在物色人

选，公司也支持他选好徒弟。

“为乡亲们放一辈子电影。”丁颂扬说，他既找

到了人生价值，也成就了人生梦想。（新华社）

电影放映员丁颂扬的坚守与梦想

“开机，升压！”点下体外程控仪上的按钮，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帕金森患者原本不停抖动的

部位停止了震颤……

这段视频展示了脑起搏器对帕金森病治疗

立竿见影的效果。“患者大脑中‘植入’了一根直

径 1.2毫米的铂铱合金电极，通过慢性电刺激，能

对大脑‘发号施令’”。李路明告诉记者。

作为国际上公认的、治疗帕金森病的最佳外

科疗法，脑起搏器诞生至今已经帮助数以十万计

的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等患者重归健康生活。

2000 年，正在清华大学从事航天研究的李

路明首次接触脑起搏器。“我记得当时参加了清

华和天坛医院的学术交流会。神经外科泰斗王

忠诚院士问我们能不能实现脑起搏器的国产

化。”李路明回忆道。

彼时，脑起搏器市场完全被美国一家公司

垄断，价格在 20 万元左右，几年之后电池耗尽

还需要重新手术，治疗费用又得十多万。我国

200 多万帕金森病患者中，有多少人能承受这

么高的费用？

“我们搞工科的，都希望研究成果能解决产

业面临的难题。脑起搏器这样的植入医疗器械

和航天医疗设备一样，都是高技术的结晶，对

可靠性要求极高，两者在技术路线上有继承

性。”喜欢挑战的李路明开始了漫长的脑起搏

器研发之路。

经 过 两 年 多 的 前 沿 技 术 探 索 ，李 路 明 于

2003 年正式组建了电子、软件、材料、制造等领

域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

十年磨一剑。

他们利用实验室在微小卫星、载人航天等领

域的技术积累，在脑起搏器的设计、集成、可靠性

等领域实现了自主创新，完成了脑起搏器的研

制、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

2013年 5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清华脑起

搏器获批上市，成为首个国产植入式神经调控产

品。李路明告诉记者：“重量仅 50克左右的清华

脑起搏器，集成了工程领域众多高科技成果。涉

及 1400 多种原材料、元器件，100 多套模具，160

多个生产工艺包。”

把航天科技“植入”脑起搏器

2009 年 11 月 26 日，对李路明团队来说是个

难忘的日子——我国自主研制的脑起搏器首次

植入患者体内。王忠诚院士亲自指挥，王院士的

学生、天坛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张建国主刀。

当看到患者在脑起搏器的作用下，双手停止

了颤动的那一刻，李路明百感交集。

“脑起搏器不同于其他科研成果，它是医工

结合的产物。必须依靠临床专家的精湛手术才

能共同将实验室的‘孩子’转化为对抗疾病的

利器！”采访中，李路明一再强调“医工结合”的

重要性。

为了让团队成员更好地了解医生的想法，李

路明甚至提出了“医生没有错”。他要求研发人

员到医院去，与病人“零距离”接触，体察帕金森

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建立和医生对话的基础。

“这和在视频里看、听别人说，差别挺大的。我希

望团队的成员从临床上理解医生的想法，研制出

更好的医疗器械。”

插入大脑的电极是脑起搏器的三大部件之

一。“这根直径只有 1.2 毫米的电极，前前后后

改进了 30 多次。”负责电极研发的姜长青博士

说，“虽然我们在实验室已经把电极做得足够

精细，但是，在手术显微镜下仍然会发现可改

进的空间。临床应用环境相当复杂，电极一旦

植入人体内就要呆很多年。李老师经常提醒我

们，如果我们研发的东西是给自己的父母用，

我们能不能放心？”

前期动物试验的成功，并不能让李路明完全

“托底”。随着临床试验的临近，他常常睡到凌晨

3 点就醒了，一个人来回在脑子里“放电影”，回

放每一个工艺细节，核查任何可能存在的“盲

点”。“我们制订了很多预案，临床上患者和医生

一旦有什么消息反馈回来，我们总能在最短的时

间内改进完善，力求让它更符合临床需求。”

张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脑起搏器临

床试验总共做了三次，第一次做的是单通道的，

用了 1年多时间才完成；第二次的可充电双通道

不到半年；第三次双通道的不到 3 个月就完成

了。“一方面是我们越做越有经验，同时也因为脑

起搏器的质量越来越好。”

国产脑起搏器的成功研发，不仅打破了国外

的技术垄断，还把产品价格降低了 40%。截至今

年 4 月，国产脑起搏器市场占有率近 40%，开展

临床手术 1700多例次，为患者节约开支近亿元。

研发人员到医院去 与病人“零距离”接触

2014年 7月，李路明团队研发的可充电脑起

搏器获批上市；12 月，双通道脑起搏器获批上

市。至此，全系列国产脑起搏器全部获得产品注

册证，我国成为全球第二个拥有全系列脑起搏器

的国家，且性能指标全面超过进口产品，其中可

充电脑起搏器更是在世界上率先把质保时间提

高到 10年。

“脑起搏器的研发是一场马拉松赛跑，如果

没有国家相关部门、学校以及前辈们的支持，没

有科研团队中每个人的倾力协作，没有载人航天

科技与精神的支撑，只靠我自己，很难走到今

天。”采访中，李路明多次强调团队的重要作用。

清华大学把李路明团队选为 7 个校级团队

之一，支持他们进行脑起搏器研发。不同以往对

教师的单个考核，校级团队采取的是整体考核，

“团队考核有利于发挥团队的协同作战优势，如

果还按老办法考核，每个人既要发文章又要搞教

学，我们就只能改做其他项目了。”团队成员、清

华大学副教授郝红伟说。

2006年到 2012年，科技部在“十一五”“十二

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专门设立了 3 个课题，

支持脑起搏器技术研究和系列化产品研发。

第二代国产脑起搏器实现体外充电，最大技

术的难点是如何在完成充电的同时，保证患者的

安全，特别是充电式带来的植入系统发热问题。

动物实验环节，团队成员面对 20多公斤的小猪，

“麻醉起来非常困难，至少需要两个小时以上，有

时动物状态不好，实验还得重做。20 多公斤的

小猪，实验中很容易大小便失禁。为了拿到精准

的数据，我们团队做了 100多次动物实验。”李路

明告诉记者。

今年 4月，李路明团队首次进行了清华脑起

搏器远程程控技术和脑起搏器监护 APP 服务的

展示。“通过互联网技术，患者不用来北京，通过

网络远程程控在基层医院就能完成编程，将设备

参数调整到能产生最好疗效的数值。”李路明说。

依靠团队力量完成脑起搏器马拉松

刚刚获得 2015 年度全国劳动模范等荣

誉称号的张海滨，是上海大机运用检修段维

修施工三队的队长。

他带领着施工队 100 多名汉子，开着价

值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豪车”，长年累月

奋战在华夏大地万里铁道线上。

为了掌握核心技术，他带领的团队积极

开展科研攻关，进行合理改造，不断优化机

械性能，大大提高了大型养路机械施工效

率，多次创造大型养路机械世界施工纪录。

38 岁的张海滨，来自上海郊区。1997

年 8 月哈尔滨铁路机械工程学校毕业后分

配在上海工务机械化段，从实习生干起，先

后担任清筛机、捣固车、稳定车等大型工务

养路机械操作手、副机长、机长，施工队技术

员，2002 年提拔为施工队副队长，2003 年提

拔为队长。

他带领的施工团队是中国铁路机械化

养护的先锋队，他们拥有的“豪车”，处于世

界领先水平，价值近亿元的大修列车目前全

国只有两台，价值近 2亿元的路基处理车目

前全国只有一台。

这些世界领先的设备，对施工时间的要

求特别高。按设计要求，这些设备工作时封

锁施工时间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作业，

而在我国繁忙铁路干线上施工，封锁时间只

允许 3至 6小时。怎么办？张海滨带领技术

人员对这些大型机械进行科研攻关，一分钟

一分钟紧缩流程。

路基夯拍器，国外同行组装需要半天

时间，他们经过反复改进与演练，把时间缩

短到半个小时，而且可以与施工准备同步

进行；路基处理车破碎机原来的流量偏小，

超过流量就会卡死，张海滨带领大家进行

改进，加装了分流装置，从此后，破碎机工

作既快又好，没有发生卡死现象。

2013 年初，服役 10 年多的 P-95 大修

列车进入大修周期。国外机械制造厂家放

出话来，必须按规定运往瑞士进行大修，否

则，外方不提供大修技术和零配件。

怎么办？如果将“豪车”运往国外，不仅

大修的时间、费用无法确定，而且还影响生

产。张海滨带领施工团队反复研究，大胆提

出了零配件用国产化替代、“豪车”在段内大

修的设想。

“自主大修总费用 1200 万元，与采用等

量进口件换修，节约 3800 多万元。”上海大

机运用检修段党委书记李京说，“豪车”自主

大修既大大压缩了修理时间，又节约大量费

用，还培养锻炼了队伍。

开“豪车”的“养路工”
文·杨 军 白群一

张海滨，38岁，中共党员，1997年 8月参加工作，现任上海大机运用

检修段维修施工三队队长。先后被授予 2004 年至 2006 年度上海市劳

动模范，2006 年全国铁路“火车头”奖章；2014 年度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201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自强、勤奋、求实、创新，张海滨和他的

团队开着价值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豪

车”，在中国铁路养护维修中，创造了多个

世界施工纪录。

张海滨是一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施工

队长。说他普通，因为他也是个平常人；说

他不平凡，因为今年才 38岁的他已经干了

12 年施工队长，带领团队打了无数场硬

仗、恶仗。他在铁路野外机械化大修施工

最核心、也是最基层的岗位，他带着他的

“豪车”和“硬汉”团队，转战南北，足迹遍布

全国。

弘扬劳模精神，就是要像张海滨那样，

刻苦学习、勇于创新，无私奉献。在当今知

识经济时代，全局广大职工只有不断学习，

不断提升创造能力、创新能力，才能把自己

塑造成为有智慧、有技术、能发明、会创新

的新型劳动者，才能凝聚力量，战胜一切困

难，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创造新业

绩。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像张海

滨那样，不断创新，才能赶上和超越世界先

进水平，让更多的“中国创造”不断涌现，以

实际行动践行新时期铁路精神，为铁路的

改革发展作出新贡献。

弘扬勇于创新时代精神

李路明李路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航空宇航工程系主任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航空宇航工程系主任、、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主任室主任。。19861986 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961996 年获机械工程系博士学位年获机械工程系博士学位。。留校后留校后，，

他带领科研团队从事航天医学工程及神经工程相关的科研工作他带领科研团队从事航天医学工程及神经工程相关的科研工作，，完成了多个载人航天完成了多个载人航天

型号项目型号项目，，研制出的神经肌肉刺激仪研制出的神经肌肉刺激仪、、生理信号测试盒等生理信号测试盒等 44 个航天员医监医保仪器个航天员医监医保仪器，，成成

功应用于功应用于““天宫一号天宫一号”“”“神九神九””和和““神十神十””等载人航天任务等载人航天任务。。

20002000 年年，，开始从事脑起搏器的研究开始从事脑起搏器的研究，，并将载人航天技术应用到国产脑起搏器的研并将载人航天技术应用到国产脑起搏器的研

制上制上。。

One World Labs

创建人克里斯·罗伯茨今

年4月曾称能侵入他乘坐

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国

内航班，之后被FBI拘留。

根据 FBI 的书面证

词，今年早些时候，罗伯茨

在 FBI 对其进行审讯时

称，他多次侵入飞机娱乐

系统，有一次还发出爬升

命令，导致飞机倾向一侧。

在审讯之后，FBI没

收了罗伯茨的两部笔记本

电脑，几个硬盘和U盘。

罗伯茨是怎样侵入飞机“机上娱乐系统”（IFE）并改变飞行状态的？

罗伯茨说他打开了安装在座椅底下的Seat Electronic Box的盖子，

然后他用一根改装过的以太网网线把他的笔记本电脑接入IFE系统，他

通过这个系统进入飞机的其他系统。

克里斯·罗伯茨：
侵入飞机娱乐系统控制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