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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心脏在我国发展历程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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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末期心脏病，保守治疗收效甚微

汪阿姨是一名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简单地说，就是心脏

变大后就像被吹大的气球一样，“弹性”减弱，心脏跳动“泵血”

能力变差了，患者不仅会出现胸闷气急症状，久而久之还会出

现心力衰竭。

10多年前，她被确诊后，病情只能通过药物进行控制，至

今没有较好的治疗手段。3年前，汪阿姨病情加重，前往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副主任李伟栋主任

医师的门诊咨询。

“当时评估，她已经出现了慢性心衰，如果药物控制不佳

的话，只能通过心脏移植延续生命。”李伟栋主任医师说，但当

时患者和家属都对手术有所顾虑，没有采取进一步治疗。

李伟栋与汪阿姨的儿子加了微信，一直保持联系。去年

底，汪阿姨的儿子跟他说，妈妈的情况越来越差，病情加重，在

当地医院保守治疗后，为进一步就医决定转入浙大一院。

入院完善检查后，医生发现她左室收缩功能不全、左室弥

漫性运动减弱，左心室的射血分数 EF 值最低只有 20%，不到

正常值的一半。经评估，汪阿姨已经属于终末期心脏病，保守

治疗收效甚微，外科手术成了唯一出路。

病情恶化，人工心脏植入成唯一选择

然而就在治疗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1 月 4 日中午，汪阿姨前一秒还在跟家属聊天，后一秒人

突然没了意识。

病房医护人员紧急评估后，发现她发生了无脉室速——

一种严重的心律失常。

经过心外按压、除颤等一系列抢救后，汪阿姨从“鬼门关”

被拉回，并转入监护室进行密切监护。

“考虑到她随时可能再次发生严重心率失常，引发猝死等

情况，必须尽快手术。”浙大一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马量主

任医师解释，合适的心脏供体爱心捐献本就很少，短时间内也

很难排队等到，所以为了和时间赛跑，建议进行人工心脏植入

术，这也是她当时唯一的选择。

人工心脏全称叫“植入式左心室辅助系统”，由人工泵、控

制器和充电电池组成，是在保留自身心脏的情况下，外接一个

人工心脏泵来辅助或代替真实心脏的泵血功能。

“不同以往的是，这次我们使用的是重量约 90 克的新一

代人工心脏，并通过微创技术植入。”李伟栋主任医师介绍，以

前，人工泵的植入需要开胸，切口大、恢复时间慢，而现在只需

在左胸外侧和右侧胸骨处分别通过一个 7 厘米和 4 厘米的切

口便能植入，创伤小、恢复更快。

李伟栋主任医师说，人工心脏的运转关键就是靠电，汪阿

姨的人工心脏电池重量轻，电池续航时间很长，“两块大电池可

持续使用33小时，缩短了充电次数，对患者来说比较方便。”

呼吸变顺畅，吃饭睡觉都不是问题

1 月 10 日，马量主任医师和李伟栋主任医师团队成功为

汪阿姨做了手术，她也成为浙江省首位微创植入全球最小人

工心脏的受益者。

马量主任医师说，装了人工心脏后，汪阿姨生活跟正常人

差别不大，可以坐飞机去旅行，慢跑也不会喘气，背着装有电

池等的小包照样能洗澡。

这一人工心脏让本已心力衰竭的汪阿姨绝处逢生。我们

见到汪阿姨时，她说自己恢复得很好，气都能接得上了，以前

睡觉难受时只能坐着睡，现在可以躺下睡觉了，心情很好，饭

也能吃得下了。不日她就能出院，与家人一起过年。

汪阿姨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了治好“心”病，10多

年来东奔西走，如今终于感觉身体好起来了。

在我国与汪阿姨类似的心衰患者，目前在 1000 万

人以上，且发病率仍在逐年增加。《国家心力衰竭指南

2023（精简版）》日前正式发布。指南强调，心脏移植仍

是无禁忌证的晚期心衰患者治疗的“金标准”。

但像汪阿姨的这种情况，心脏移植供体缺乏，短时

间要匹配到合适的并不容易，因此机械性心脏辅助装

置（人工心脏）已逐渐成为治疗终末期心衰的新手段。

人工心脏能够帮助患者恢复心脏功能或过渡到心

脏移植阶段，甚至作为永久性治疗，是延续终末期心

力衰竭患者生命和改善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与

有效手段。一部分患者可以背着它一直生活，也有

部分患者因为心功能的再度恶化或其他原因，仍需

要接受心脏移植治疗。

浙大一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自 2022 年 11 月开展该

技术以来，已完成 10 余例手术。10 余位患者目前恢复

情况都良好，“正常生活中，人工心脏可以长期使用，当

然更换也相对方便。”马量主任医师说。

马量主任医师介绍，人工心脏的植入尽管没有明

确年龄限制，但仍有其他的“准入条件”，需要经过专科

医生详细评估，一般来说适合以下人群：

1.需要心脏移植的终末期心衰病人，但是还没有

合适的供体

2.体重很大的病人，因为根据要求，供体和受体体

重相差不能超过 15%，这部分病人很难等到合适的供

心

3.具有免疫类疾病的心衰病人，不能正常使用免

疫抑制剂的

目前浙江省内多家医院都已开展人工心脏移植手

术。2021 年 2 月 28 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完成了浙江省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这也是人工心

脏上市后华东地区首例。

2023 年 2 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为一

名 12 岁的终末期心衰男孩成功植入人工心脏，不仅是

国内儿童医院的首台人工心脏植入手术，同时刷新了

国内人工心脏植入手术最小年龄、最低体重纪录。

浙大二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董爱强介绍，目前，

全球人工心脏的应用数量也在逐年上升。2013年美国

人工心脏的手术例数达到了 3000 例，已经超过了心脏

移植手术的数量，所以这也是今后治疗终末期心衰患

者的趋势和方向。

浙大二院目前已开展 8 例人工心脏植入术，其中

有全国首例主动脉根部替换+人工心脏移植的复杂

手术，全国首例一站式射频消融+微创人工心脏植

入术，以及人工心脏桥接心脏移植术，手术成功率

达百分之百。

浙大儿院目前已经开展人工心脏植入手术 4 例，

是全国首家开展人工心脏植入手术的儿童医院，同时

建设了目前全国唯一儿童心衰专科病房。

人工心脏的发展还在继续，无论是第几代人工心

脏，都必须靠外源性的电源供给能量，可能不久的将

来，人工心脏可以无线充电了，给患者带来更大的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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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62 岁金华的汪

阿姨（化名）背着一个黑色的单肩

包下病床，借助行走辅助工具，在

病房走廊开始行走，很少有人能

看出她的胸膛植入了人工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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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量主任医师（右）、李伟栋主任医师（左）手术中。

汪阿姨植入人工心脏后开始下床行走。

李伟栋主任医师演示人工心脏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