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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把新家安在了位于知春路的盈都
大厦，前台天花板上坏掉的吊灯还
没来得及更换，办公区也略显简
单。年轻的张一鸣带着比自己更
年轻的团队将在这里继续安顿创
业的梦想。

张一鸣的“招牌菜”是“今日头
条”。提起手机应用“今日头条”，
今天的潮人们没有不知道的，目前
装机量已超过 5000 万，是国内增
速最快的新闻客户端。它的特点
是当用户登录该软件浏览资讯时，
用户的兴趣和爱好将被迅速分析
出来，与分析结果匹配的信息将立

刻被推送到眼前。随后，用户在
“今日头条”上每一次的点击阅读、
顶、踩、评论等阅读动作都将被跟
进分析，他的兴趣也将被精准定
位。张一鸣说：“这样做的好处是
我们只给用户想要的信息，把不需
要的信息通过机器学习屏蔽掉，用
户不必从海量信息中筛选，这样就
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

在张一鸣看来，移动互联网的
争夺是流量的争夺，而传统的浏览
器、搜索等领域格局大致已定。新
闻客户端是可能诞生巨头的战场，
也就成了移动互联网的下一个必
争之地。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信
息化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几
乎存在每时每刻，而智能手机等移

动终端的普及更加强化了这种需
求。如何在海量信息中为用户推
荐最有用的信息，便是焦点中的焦
点。张一鸣介绍，目前公司已完成
两轮融资，获得来自顶尖风险投资
机构的 2000万美金的投资。

而 今 天 所 有 的 成 绩 源 自 过
去一个选择。

2003 年，还是南开大学大二
学生的张一鸣作出了一个改变自
己命运的选择：从微电子专业转到
软件工程专业，出于热爱，但更有
自 己 对 互 联 网 行 业 发 展 的 判 断
——一切刚刚起步。2005 年毕业
以后，张一鸣和师兄开发了一款协
同办公软件，结果不是很理想，当
时挫败感很强，但也提醒他要对用

户需求足够重视。随后他辗转酷
讯、微软和饭否，创立过房产信息
网站九九房。在九九房他开始涉
足移动开发，半年间相继推出掌上
租房、掌上买房等移动软件，用户
超过 150 万。总感觉自己的技术
还可以的张一鸣，不甘只混迹在
房产搜索行业，他要在更大的范
围内展示自己技术，像久困牢笼
的苍鹰需要一片自由的天空，于是
就有了现在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
有限公司。

而立之年的张一鸣，更加踌躇满
志。虽然做了几十个人的“老大”，却
从未放弃对技术的探索，是大家眼中
的“技术宅”。他坚持每周工作6天，
只在周六上午完全放松自己，下午会

约见客户和同行。“周六下午其实也
是工作，因为我需要了解行业的最新
动态并与同行们交换心得。”对于寻
找人才，张一鸣也算是“死磕”到底，
他曾连续三年“问候”一位技术达人
并最终收归旗下。

休息的时间少了，梦想却在膨
胀。张一鸣说：“信息在计算机上
处理最小的单位就是字节，信息的
传输就是一场场字节的舞蹈。我
们就想找出字节舞蹈的规律，促
进信息的再流动和再分发。”字节
跳动，梦想就在跳动。张一鸣说，
创业要敢想肯干。他的目标是把

“今日头条”做成为全球用户推荐
资讯的产品，他这么想着，也为之
努力着。

新展览

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年度巡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引领未来——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年度巡展
2013”近日在中国科技馆开幕。本次展览综合展
示了中科院最新科研进展与成果，内容包括基础
前沿科学、重大科技任务、科技转移转化三大方面
的二十多项重要成果。

本次展览除了以图片、互动展品、科普动漫、
视频为主进行实体展，还以网络、微信、微博等形式
拉近科学与公众的距离。巡展期间，主办单位还
将组织“浮空器的发展及应用”、“幽灵粒子——中
微子探秘”、“遥视大地，感知中华”等多场“科学讲
坛”专题科普报告。这次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将
持续到８月３１日，其后将在多地开展为期３个
月的巡展。

探索字节舞动的规律
本报记者 温宝臣

本版编辑 陈建辉 殷立春

中科院的科技创新年度巡展吸引了许多青少

年观众。 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中科院的科技创新年度巡展吸引了许多青少

年观众。 本报记者 佘惠敏摄

一开始，当刘晓程找到火箭研究院
研发人工辅助心脏时，专家们都觉得匪
夷所思：隔行如隔山，让航天专家去挑
战人身上最重要的器官——心脏，看起
来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这么大力度的

“跨界”合作能行吗？
“其实人工辅助心脏是人造器官

里目前最可以实现的一种。”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第十八研究所人工辅
助心脏项目组副技术负责人许剑博士
说，和功能复杂的肾脏、肝脏等人体器
官比起来，心脏的功能简单得多，就是
将血液以一定的压力和流量输出，其
原理如同一部“水泵”。

“但是，人工辅助心脏是一种特殊
用途的泵，与一般泵的最大区别：一是

要植入人体；其二它的工作介质是血
液。”许剑说，这个特点就决定了人工
辅助心脏必须要做得足够小，可靠性
非常高，而且不能破坏血液，也不能被
人体排异。

研制人工辅助心脏从哪起步？航
天人直接进入第三代人工辅助心脏。
做得小自然是火箭专家们的强项。人
工辅助心脏要求体积小、重量轻、功
耗低，体积小、重量轻才方便植入人
体内；功耗低才能降低温升、在同等
电池情况下增加病人的自由活动时
间。对于航天来说，只有高比功率才
能实现打得远、打得准。借鉴航天产
品的设计思想，目前泵做到直径 49
毫米、质量 177 克、功耗 4.6 瓦，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
当然，要把泵做得足够小也不算

特别难，国内也有很多地方能做到这
一点。挑战还在于高可靠性。人的心
脏可是一刻也不能“停摆”的，人命关
天，对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而航天
系统无论是运载火箭还是导弹，对产
品可靠性的要求也素以严苛著称。看
来，刘晓程找到火箭研究院来研发人
工辅助心脏，并非是“误打误撞”，这种

“瓷器活”还真得找他们。
通过借鉴载人航天工程上的冗余

技术、热设计技术、降额设计技术等设计
方法和实验手段，“可以说我们的人工辅
助心脏的可靠性是非常有保障的”。航
天人自信的底气，显然来自他们把“神
舟”系列飞船送上天的高超制造水平。

应用于火箭的冗余技术当然也被
用在了人工辅助心脏的设计上。第一
头羊做试验时，实验人员出去吃饭，没
想到好动的羊把导线给扯断了，导致实
验失败。虽然人不会像羊那样“调皮”，
但出于安全起见，研究人员还是“在很
多薄弱环节都作了备份”，两块电池的
设计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航天专家研发人工辅助心脏，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

如此大力度的“跨界”行动能成功吗？请看——

国产人工辅助心脏“航天造”
本报记者 杜 铭

心室辅助装置是全世界
公认的各类终末期心衰的最
有效治疗方法。从第一代气
动血泵、第二代轴流血泵发
展到今天的第三代悬浮血
泵，经历了几代科学家艰辛
的研究历程。

第一代血泵是仿照人
类心脏搏动研制的搏动
泵，采用气动或电动挤压
来推动血液流动。由于血
泵的体积大，无法植入体
内，使大部分血泵只能置于
体外进行短期心室辅助。
其不仅感染发生率高、易损
坏、易形成血栓和溶血较严
重，而且动力系统庞大，给
患者带来极大不便，因此无
法推广。

第二代血泵兴起于
上世纪80年代，靠安装在
机械轴承上的叶片旋转，
推动血液前向流动，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到本世纪
初逐渐完善，具有体积小、
流量大的优点。但此类血
泵机械轴承易磨损使其耐
久性降低，且血栓的发生
率也较高。高速旋转的
叶轮对血液的破坏也较
重。诸多缺陷也使其难
以推广。

第三代血泵以转子悬
浮为技术特征，以非接触
方式旋转推动血液，因此
降 低 了 能 耗 ，延 长 了 寿
命。1992年日本Akamatsu
医生开始采用磁悬浮技术
研发第三代医用人工血
泵。1996年美国Allaire医
生报道采用磁悬浮技术研
制离心血泵。近年来，磁悬
浮血泵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第三
代血泵在性能上大大优于
前两代产品。

7 月 4 日，天津市最高气
温高达 37 摄氏度，室外如同
蒸笼一般闷热。在泰达国际
心血管病医院动物实验中心，
一只名叫“天久”的绵羊显然
并不情愿在这样的天气外出
散步，而是懒洋洋地躲在空调
房里嚼着树叶。

动物实验中心主任张杰
民和技术员刘天文给“天久”
穿上特制的“皮马夹”，连拉带
拽才把它带到草坪上。一路
上，“天久”身上那件“皮马夹”
引起了过路市民的好奇，甚至
有人停下车拿出相机拍照。

“天久”为何要穿“皮马
夹”呢？

原来，“天久”不是一只普
通的羊。虽然它并不知道自
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但它那经
过改造的心脏里，跳动着数千
万心衰患者的希望——第三
代心室辅助装置，也称人工辅
助心脏。“皮马夹”上背着两块
电池，通过一根导线，为“天
久”体内的人工辅助心脏提供
着动力。将来心衰患者安装了
这种人工辅助心脏后，也可以
带着电池，外出自由活动，再也

不必久卧病榻，生命质量由此
大大提高。

作 为 国 产 人 工 辅 助 心
脏 的 试 验羊，“天久”已经创
造了奇迹，存活了 100 多天，
丝毫没有受到“ 换 心 ”的 影
响 。“ 这 一 成 功 标 志 着 该 医
疗 装 置 距 离 国 产 化 和 临 床
应 用 又 前 进 了 一 步 。”张 杰
民如是说。

“建院 9 年，总共只做了 8
例换心手术。”泰达国际心血
管病医院院长刘晓程对记者
坦言，心脏供体实在太稀缺
了。治疗心衰，心脏供体指不
上，有效的治疗药物也没有，
国 外 的 人 工 辅 助 心 脏 又 太
贵。被逼无奈，刘晓程萌发了
研制国产人工辅助心脏的强
烈愿望。

找谁研制？经过反复调
研，刘晓程找到了中国运载火
箭 技 术 研 究 院 第 十 八 研 究
所。这个所掌握着用来控制
火 箭 发 动 机 动 作 的 伺 服 技
术 ，是 火 箭 精 确 入 轨 的 保
证 。 伺 服 系 统 的 核 心 就 是
精密的电机和泵，这和心脏
的功能非常相似。

人工辅助心脏研制出来后，他们
进行第一次溶血性试验时却发现，“提
取出来的血清红得和番茄汁一样”。
这是因为红细胞被破坏后就会进入血
清，使血清呈现红色。航天人此时才
意识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为了解决问题，过去研究火箭设
计的人员转向研究血液流动，研究红
细胞破坏机理等生物学问题。通过计
算机仿真模拟，不断优化流场，让血液
在高速流动过程中不产生紊流，以免
破坏血液细胞。

实际上，空气流场要比液体流场
复杂得多。借鉴火箭设计经验，研究
人员不断改进设计，最终将标准溶血
指 数 NIH 值 稳 定 在 0.0027mg/dL。
国 际 上 一 般 要 求 该 值 小 于
0.02-0.04mg/dL，数值越小越好，可

以最大限度减少泵对血液的影响。
2012 年 6 月 21 日成为一个关键

节点，这一天进行的试验，“提取出的
血清是清亮的”。许剑对这个重要的
日子记忆犹新。从 2010 年设计出磁
悬浮泵到 2012 年，两年多时间的攻
关、不断优化，改了五次设计，才最终
解决这一难题。

血液问题解决了，可人工辅助心
脏植入羊体内后，刚开始还好好的，过
不了两天，羊又忽然不行了。怎么回
事？研究人员对羊进行解剖发现，原
来是做手术时带来的问题。安装人工
心脏，要在心尖部位打孔，孔要打得圆
滑。开孔不好，心脏肌肉对装置的包
裹性就不好，会产生漏血。“有只羊死
后进行解剖，发现满肚子是血。”另外，
手术过程中容易形成碎肉，进入装置，

将泵卡住，“有次发现碎肉在泵里被碾
成了一张肉皮”。为此，研究人员专门
设计了打孔刀具，并成为后来申请的
一项专利。

“人工辅助心脏是当今世界上高端
医疗器械的代表，是集流体力学、电学、
磁学、材料、控制、医学为一体的交叉学
科，难度很大。航天企业所独有的从研
发到生产的完整体系，保障了人工辅助
心脏的研制，体现了航天系统的综合实
力。”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十八
研究所所长朱成林评价道。

克服了血液相容性、组织相容性、
手术等一系列难题，第 18 只试验羊取
得了成功，各项生理指标与术前基本
无异，因而被取名“天久”，寓意它可以
活得天长地久。

人工辅助心脏项目经理韩志富副
所长介绍：“未来我们还要不断丰富
产品类型，引入新的技术例如经皮充
电等，力争将人工辅助心脏更加小型
化，最终做到植入后与外界无任何物
理连接，在给我国患者提供生命保障
的同时，尽量降低医疗成本，更加提
高生活质量。”航天人的目光，已经瞄
准了更远的未来。

“人工辅助心脏”

发展小史

“人工辅助心脏”

发展小史

穿“皮马夹”的绵羊

在世界范围内，心脏供体都十分稀缺。大批心力

衰竭患者（我国就高达 1600 万人），只能在对心脏供

体几近绝望的等待中离世。除了心脏移植手术，治疗

心衰还可以通过安装人工辅助心脏。一套这样的装

置国外生产的售价高达 50 万元至 100 万元，实在太

贵。生产“中国制造”的人工辅助心脏成为当务之急。

火箭专家造“心脏”火箭专家造“心脏”

人工辅助心脏是人造器官里目前最可以实现的一种。人

工辅助心脏是一种特殊用途的泵，与一般泵的最大区别：一是

要植入人体；其二它的工作介质是血液。这个特点就决定了人

工辅助心脏必须要做得足够小，可靠性非常高，而且不能破坏

血液，也不能被人体排异。

迎接真正的挑战

造泵轻车熟路。但是，造出来并不等于成功了，真正的挑战才刚

刚开始。第一次溶血性试验发现，提取出来的血清红得和番茄汁一

样。很显然，红细胞被破坏了。于是，研究火箭设计的专家转向研究血

液流动，研究红细胞破坏机理等生物学问题，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

7 月 26 日至 8 月 9 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建设 20年成就展北戴河巡回展在秦皇岛举办。

图为展览上展出的利用多转子电磁引擎技术开发

的摩托车，其速度可达 60km/h,可在 12v 锂电池驱

动下行驶超过 160km，负载超过 200kg。

本报记者 董碧娟摄

新突破

上半年3种专利申请受理量上百万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今年上半年，国家知
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3 种
专利申请 101.2万件，同比增长 18.1%。

据介绍，3 种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申请 31.6
万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39.7 万件，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 29.9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22.5%、25.6%和
5.7%。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3 种专利申请
分别占总量的 31.2%、39.2%和 29.6%。整体呈现
出专利申请受理总量增速放缓，国内发明专利申
请增长明显，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中职务申请占比
超 8成的特征。

新活动

全国科普日活动9月启动

本报讯 2013 全国科普日活动将于 9 月 14
日到 20 日如期举行，活动主题为“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美丽中国”。

今年的全国科普日活动将在历年活动的基础
上有所拓展，重点安排了七大系列活动：全国科普
日北京主场活动、全国科普日联合大行动、高校科
普开放日活动、科普教育基地开放日活动、社区
科普益民行动、农村科普惠农行动、青少年科普
联合行动。 （舒 云）

新产品

多转子电磁引擎技术摩托车面世

新产业

我国高强有机纤维实现产业化

本报讯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年产50吨的
含杂环芳香族聚酰胺纤维（又称 F-12高强有机纤
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实现连续稳定生产。
日前，来自全国的专家在鉴定会上一致认为，这项成
果的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应用前景广阔。

芳香族聚酰胺纤维（含杂环性能更优）作为世
界三大高性能纤维之一，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
在国防、航空、航天及民用领域应用广泛。中国航
天科工六院 46 所从 1994 年开始启动研制，在国
内率先解决了纤维用关键原材料——特殊第三单
体的合成，开发了年产 50 吨 F-12 高强有机纤维
的低温缩聚、混合、过滤、脱泡、湿法纺丝、真空热
处理等成套工艺技术及装备。 （柯 吉）

右 图 为 人 工 辅 助

心脏实验羊“天久”。

下图为科研人员正

在给“天久”体检。

本报记者 杜 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