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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结果公告

11月28日，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
远程手术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和西
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的配合下成功完
成，这是全球首例远程单臂单孔机器人
手术。医生通过控制机器人精准操刀，
在腔镜手术、血管介入手术、口腔手术、
骨科手术等操作中，运用人工智能、数字
化等技术手段成功完成手术。

近年来，聚光灯下的顶尖手术机器
人“达芬奇”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和熟练应
用，并进一步验证了手术机器人市场需

求和前景。在相关政策促进下，国内企
业加大投入，国产手术机器人迅猛发
展。近日，记者走进成都本地相关医疗
装备企业，探访手术机器人发展趋势。

成为医生“左膀右臂”
手术机器人加速国产商业化

2000年，“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上
市，开创了外科手术的机器人时代。数
据显示，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全国已
有超过400台手术使用达芬奇机器人。
但“达芬奇”在中国市场每台售价高达
3000万元左右，且每年收取的耗材维护
费用也居高不下。

在此背景下，复星医药与美国直观
医疗在中国组建合资公司直观复星，将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实现国产化。今年进
博会期间，直观复星宣布首台国产达芬

奇机器人将装进民
营医院。

过去5年，国内
手术机器人行业迅
速崛起，微创机器
人、天智航等多家公
司产品进入商业化
阶段。12月6日，成
都博恩思医学机器
人有限公司研发制
造的手术机器人，完
成了全球第 100 例
注册临床手术。据
了解，这一国产化手

术机器人价格只有“达芬奇”的三分之一
左右。

与此同时，位于成都高新区AI创新
中心的华西医疗机器人研究院，与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天
府锦城实验室“强强联合”，同步开展28
款医疗器械研发，其中心血管介入手术
机器人、神经可视化脊柱微创手术导航
系统等，正在进一步等待临床应用。

导航定位尤为重要
精准规划让医生不走“弯路”

手术机器人本质上是手术辅助工
具，协助医生完成术中定位、切断、穿刺、
止血、缝合等操作，但仍然需要医生的专
业技能和经验来指导和控制。不难看
出，手术机器人和辅助驾驶之间有着微
妙关联，外科医生就像驾驶汽车一样，操
作精密的机器人手臂，因此导航定位尤
为重要。

比如在口腔种植领域，高精度的“导
航”基于患者的目标位置和患部结构，精
准规划路径和角度，可以让医生不走“弯
路”，并更加精准、安全、高效地完成手术。

11月 28日，记者在方田医创（成
都）科技有限公司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操
作一台牙科治疗机，但这并非一台简单
的仪器。公司创始人田怡然告诉记者，
其搭载了TARS手术系统，是结合人工
智能、计算机视觉、混合现实等前沿技术
的全流程数字化治疗体系，并首先运用
在种植牙领域。

“传统的动态导航非常耗时，需要数
十分钟，通过机器视觉的方式和空间算
法的简化，导航只要秒级就能实现自动
配准。”田怡然说，在医生无菌环境操作
的同时，可以戴上头显设备，通过混合现
实解决其手眼协调问题。目前方田医创
的第一代设备预计明年开始销售，第二
代设备已在加紧研发。

巨大投入背后
推动医疗资源的平等分配

手术机器人真正走进手术室，在有
充分技术积累的前提下，也需要大量的
人力、财力支撑。华西医疗机器人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孙淼坦言：“比如心血管介
入机器人的研发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立项到拿证，顺利的话至少需要5年
时间，投入资金预计在5000万元以上，
涉及的技术学科非常复杂，最终临床试
验也要不断进行迭代。”

巨大投入背后，手术机器人解决的
不仅仅是医疗精准化的难题，同时也在
推动医疗资源的平等分配。田怡然认
为，自主研发把成本压到最低，同时可以
让城市与偏远山区的人们都能享受到同
等的治疗服务。

“手术机器人的应用在国内虽然处
于早期阶段，但未来可以从根本上解决
我国医疗资源不平衡的矛盾。将优质医
疗技术送达偏远地区，手术机器人可以
弥补医生资源不足的问题。”孙淼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珠

近日，有成都市民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冬天来临，成都街头巷尾出现了一些售卖

“冻梨”的流动商贩，商贩声称所卖的梨是
从北方运来的。然而，不少网友认为这些
所谓的“冻梨”，实际上是表皮本身呈黑色
的藏乌梨，商贩存在虚假宣传的嫌疑。

12月1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价格偏贵
三斤多梨售价49.5元

“北方冻梨，很甜，来尝尝不要钱。”
12月16日晚8点30分左右，记者在成都
双桥路南一街和双桥路的交界口，遇到
了一个卖梨的大爷，他用普通话吆喝
着。他的三轮车上堆放着又大又黑的
梨，表皮上还分布了一些白色的“霜”。

“这是北方运过来的，我就是北方
人。这梨以前只在北京、上海、深圳卖，
那边要卖25元甚至28元一斤。现在放
开了，这个水果才来到这边（四川）。”大
爷说，这些梨都是他自己摘的，已经解冻
了，买回去可以直接吃。

王女士路过时，挑选了好几颗梨，大
爷称重后，要价100多元。王女士连忙
将梨倒了出来，最后挑了3颗，大爷称重
后是三斤多，收了49.5元。王女士说，价
格确实有点贵，但没吃过北方冻梨，想尝
一下。

短短5分钟内，大爷就成交了2单生
意，不少路人都凑过来看北方“冻梨”长
什么样。

身世存疑
此“冻梨”非彼“冻梨”

记者购买了两个“冻梨”，花费34.5
元，回家后发现，这些“冻梨”切开之后，

呈现出白色紧实的果肉，吃起来又脆又
甜，但看起来与网上很火的冻梨不一
样。在室内常温下放置几小时后，“冻
梨”上的“霜”并未消散。

在小红书上，不少成都市民发帖称，
街头遇到的北方“冻梨”价格大多为15
元/斤，有的25元/斤。也有网友表示这
梨吃起来不是冻梨口感，且表面白色的

“霜”是由颜料涂抹而成，货不对板。
12月17日，记者联系到了哈尔滨市

某浆果合作社主理人李倩，她看过照片
后告诉记者，图中的梨品种是藏乌梨，属
于鲜梨，而非冻梨。

李倩说，冻梨并非单指梨的一个品
种，很多品种的梨都可以制作成冻梨，
根据品种和品相不同，价格也不一样，

“之所以叫冻梨，首先一定是冷冻的，在
常温下，冻梨融化是很快的，会出汁水、
变软，冷冻状态下则像石头一样硬。”记
者看到，李倩主页售卖的冻苹果梨价格
为15元/斤。

此外，记者还联系到了成都一家卖
藏乌梨的商家，店员阿鑫看了照片后告
诉记者，这是藏乌梨，产自西藏雪域，和
黑苹果是一个产地。“冻梨吃的是汁水，
藏乌梨吃的是果肉。”阿鑫说，他们的藏
乌梨零售价也是15元/斤。

原因追溯
“尔滨热”带火北方特产

记者走访时了解到，不少顾客看到
黑色的梨，第一时间都会询问是否为
冻梨，在得到商家肯定的答复后，才挑
选购买。

在网上藏乌梨的售价每斤在15元
到20元不等，冻梨价格每斤在4元到20元
不等。藏乌梨的价格并不比冻梨低，且独
具风味，完全不需要假扮冻梨去包装自
己，为何商贩只宣传售卖的是冻梨？

有业内人士称，今年年初，“尔滨热”
吸引了大量游客，东北特产也开始出圈，
包括冻梨在内的东北产品热销，成为南
方“小土豆”们了解东北的一个窗口。

记者搜索微博指数和百度指数，把
冻梨和藏乌梨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对
比。在微博指数中，近30天内，冻梨的
阅读量达到了4900.7万，讨论量为21.5
万，而藏乌梨数据总览未达到显示标
准。百度搜索上，冻梨30天内的搜索
指数在1000以上，且不断上升，藏乌梨
同样未达标准。

“因为南方朋友好奇冻梨口味和样
子，所以有些商贩故意‘碰瓷’。去年也
有河南的顾客反映买到假的冻梨，所以
大家买的时候可以在网上先了解一下冻
梨，再去购买。”李倩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紫萱
摄影报道

成都街头高价售卖的“冻梨”是假货？
业内人士看过记者拍摄的照片后称，图中的梨是藏乌梨而非冻梨

加速打破“达芬奇”神话

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爆发前夜
向新而行 以质致远

成都街头一商贩售卖的冻梨。

李倩告诉记者，冻梨解冻后捏起来是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