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锁中国科技院士上封面
一根小小的手术缝合线缝合创口后，不仅能止血，还能在人体内逐渐被完全降解、吸收并转化为代谢产物排到体外。
以前，这种极具科技含量的手术缝合线，其原材料聚对二氧环己酮（PPDO）因单体合成工艺复杂、聚合难度高，国内一直未

能形成稳定的规模化生产，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导致材料价格昂贵。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王玉忠带领
团队经过多年攻坚，突破了医用PPDO生产中单体合成与纯化、聚合物合成与后处理以及聚合物加工成形整个产业链技术瓶颈，产
品核心指标均优于国内外同类产品。王玉忠院士表示：“我们的材料不论价格还是核心指标，在全球都很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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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玉忠：
实现可吸收手术缝合线原材料国产化

人 物 名 片

王玉忠，1961
年出生，山东威海
人，有机高分子材
料专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四川大学
化学学院工程实
验室主任、教授。

在1月18日举行的第三届天府科

技云服务大会期间，王玉忠院士团队

PPDO 项目入选重大推介科创项目名

单。PPDO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PPDO

的国产化在医用领域带来什么变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日前采访了

王玉忠院士及其团队。

PPDO材料
医疗器械和医美产品的“宠儿”

记者在四川大学化学学院看到，

PPDO产品为乳白色颗粒，这种看起来不

起眼的合成材料，却是制造医用手术缝

合线的高价值材料。

王玉忠团队成员介绍，“这种材料

是一种脂肪族聚醚酯，具有良好韧性、

强度的同时，又兼具了优异的生物相容

性、生物降解性和可吸收性等特点。在

市场上，国外医用级PPDO产品因规格

不同，每公斤售价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

等。”PPDO材料不仅可以生产手术缝合

线，还可以应用于止血结扎夹、心脏封

堵器和骨修补材料等产品。同时，在医

美领域中作为面部埋植线和填充材料

的效用也十分出众。

攻坚20余年
研发可吸收手术缝合线原材料

“过去这些原材料全部需要国外进

口，而现在我们不仅能替代国外的原材

料，由于产品的性价比优势，还能迈向

国际市场。”王玉忠介绍，团队PPDO材

料的研发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的，经过二十余年的积淀，目前是国际

上发表PPDO合成与改性论文和授权发

明专利最多的团队，并承担了多项国家

级与省部级项目，获得教育部技术发明

奖一等奖。

王玉忠团队对生产医用PPDO材料

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攻关，研发出高品质

不同分子量的PPDO材料。团队成员介

绍，“在一些与使用安全息息相关的核

心指标上，比如单体残留率、催化剂残

留率、溶剂和重金属残留率上，我们的

产品远优于国外产品。”该项目以医用

PPDO材料类排名第一入选工信部联合

国家药监局共同发布的“生物医用材料

创新任务揭榜挂帅（首批）”榜单，这也

是整个西南地区唯一一个以牵头单位

身份入围的项目。

瞄准工业领域
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非医用领域，也是我们团队一直

在攻关的方向。”王玉忠说，在医用领

域的工程化成熟之际，非医用领域即

量大面广的通用领域，是他们团队下

一个目标。“与医用材料相比，作为非

医用材料其成本要完成几个数量级的

下降，我们恰恰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我

们正在做相关工艺与装备攻关。”为了

使 PPDO 材料能够有更强的市场竞争

力，王玉忠团队对PPDO材料的回收解

聚再循环开展工业化探索，王玉忠介

绍：“如果将PPDO制成一次性使用塑料

制品，在这些制品使用废弃后收集回

来，可以在温和条件下高效回收为可

聚合的单体，并重新再聚合为新鲜聚

合物。这样回收利用后，既不会在新

的聚合物上残留原制品的杂质，也能

做到成本大幅降低。”

王玉忠表示，单体回收技术在小试

阶段已经非常成熟，产品的单体回收率

目前已达到99%。“过去我们更关注的

是如何在实验室进行合成，可后来发

现，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工业

化生产技术，这条路非常长。为了适

应工业化生产，团队专门组建了一支工

程化队伍。”

王玉忠说，“我们还要做不同的聚

合物之间的共聚，这能适用于不同的应

用领域。所以，我们不仅仅只做PPDO

本身，与之相关的其他共聚物的合成也

是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实习生 刘涵

近日，自然资源部在全国自然资源
工作会议上宣布，我国在四川雅江探获
锂资源近百万吨，是亚洲迄今探明最大
规模伟晶岩型单体锂矿。要知道，自
2002年设立雅江探矿权以来，经历了5
次延续、3次变更的勘探之旅，遗憾的是
都未取得突破。

雅江锂矿到底有没有找矿潜力？
2018年，四川省第三地质大队正式承担
雅江矿区地质找矿工作。如今，雅江锂
矿探明后，一举打破了川西高原甲基卡
周边不会再找到大型伟晶岩型锂矿的
业内断言。

锂是新能源技术主要原材料
对实现“碳中和”有重要意义

2023年6月26日，四川省第三地质

大队承担的雅江锂矿勘探项目顺利通

过评审，提交超大型锂矿床1个，探获

资源量近100万吨，刷新了亚洲最大规

模伟晶岩型单体锂矿资源量纪录，潜在

经济价值数千亿元，为四川省新一轮找

矿突破战略行动立了首功，使川西这个

“资源宝库”再次引起全国的瞩目。

锂是元素周期表第三号元素，也是

自然界最轻的金属元素。作为“21世纪

绿色能源金属”，对实现“碳中和”有重

要意义。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

太阳能蓄电池等作为中国制造“新三

样”，样样离不开锂。2023年，“新三样”

产品合计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伟晶岩型锂资源量尽管不及盐湖

型锂矿，但因其品位高、易开采、好提

取，已成为目前全球锂供给的主要类
型。随着新能源技术革命的到来，锂矿
作为紧缺资源出尽了风头，被国家纳入
战略性矿产。各大矿企龙头、新能源车
商言之必有“锂”。

四川作为中国锂资源储备的“大后
方”，占全国总量的57%，居全国前列。

为加大锂资源开发利用，四川明确目

标，到2027年，构建形成“锂资源开发—

锂电材料—电池制造—系统集成—终端

应用—废旧电池梯级开发及综合回收利

用”的全生命周期产业集群和生态体系，

全产业链产值规模超过8000亿元。

锂矿为何难以探明？
技术难、野外作业艰苦

自2002年设立雅江探矿权以来，

经历了5次延续、3次变更的勘探之旅，

遗憾的是都未取得突破。雅江矿区到

底有没有找到锂矿的潜力？团团迷雾

迫切需要一锤定音。2018年，三大队正

式承担雅江矿区地质找矿工作。

“地质工作就是科技工作。”雅江项

目负责人岳大斌带领的技术团队，在经

过深入调研后决定，开始部署验证第一

钻，拉开了向深部要资源的序幕。

突破传统认识，系统总结成矿规

律，改进钻探工艺，研究团队创立了一

套高效的深部找矿技术“组合拳”——

“地质、地球物理（AMT）、地电化学和遥

感多元信息综合找矿技术组合，精确定

位深部隐伏矿体，最后使用钻探验证的

综合手段”的高原地区寻找稀有金属矿

综合勘查模式。

最初在控制矿体深部关键钻探上，

钻机钻进并未按照预定轨迹行进，直接

影响储量的正确计算。之后团队不断

摸索，使得问题圆满解决，还创造性探

索出“一种运输钻探设备的轻型架空索

道”实用技术方法。

找矿工作十分辛苦，技术负责人廖

兴健守在项目上，一待就是11个月，哪
怕关节炎膝盖疼痛难忍也坚持每个钻
孔放孔，每个探槽编录。雅江锂矿勘查
的5年里，项目组人员每年在野外工作
时间均大于200天，每天工作时长都超

过12小时，经常加班到凌晨一两点。

短短5年，三大队在雅江就取得锂

矿找矿重大进展，一举打破了川西高原
甲基卡周边不会再找到大型伟晶岩型
锂矿的业内断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之路

亚洲最大伟晶岩型单体锂矿如何被探获？

PPDO材料。谭羽清 摄

王玉忠院士 谭羽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