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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脑一号”，一片薄如蝉翼的

电极片，能量有多大？

“拿起水壶”“把水倒入杯子”

“把杯子举到嘴边”……上述一系列

指令接连通过“北脑一号”传输至机

械臂，这款机械臂顺利地逐一完成。

这是一位四肢瘫痪的 30岁男性

患者，也是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接

受“北脑一号”植入的首位敢“吃螃

蟹”的患者。现在，只需“动动脑

筋”，固定在桌上的机械臂就成了他

的“手”。

3 月 20 日，在北京市科委、中关

村管委会组织召开的“北脑一号”完

成国际首批柔性高通量半侵入式无

线全植入脑机系统的人体植入媒体

通气会上，记者看到了一幕幕生动

景象的案例。

目前，通过使用“北脑一号”智

能脑机系统，瘫痪患者就能隔空操

控计算机、机械臂，甚至驱动肌肉

刺激装置促进自身肢体运动功能

逐渐康复。

据介绍，“北脑一号”也是国际上

首次实现言语障碍患者言语解码的

无线全植入脑机系统，其能有效帮

助患者重建交流能力。

渐冻症患者的曙光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俗称

渐冻症，是一种目前无法治愈的神

经退行性疾病，随着病程进展，患者

神经功能逐步丧失，最终言语及肢

体功能完全丧失。

媒体通气会当日，全球首例无

线植入式中文言语脑机接口成功帮

助因渐冻症导致言语障碍的患者重

建交流能力的突破性成果，由国家

神经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

大学宣武医院院长、主任医师赵国

光团队与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

所长罗敏敏教授团队、北京芯智达

神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智

达”）联合发布。

今年 3 月份，赵国光团队为患

者实施了全球首例无线植入式中文

言语脑机接口手术。在神经外科手

术机器人辅助下，“北脑一号”智能

脑机系统精准植入到患者左侧大脑

控制语言运动的关键区域。手术采

取半侵入脑机技术路径，将 128 通

道柔性高密度电极置于硬脑膜外，

在最小创伤前提下实现高质量神经

信号采集；将硬币大小的主控与信

号传输装置嵌入颅骨表面，通过无

线短距通讯实现神经信号的高效传

输与无线供电。术中测试及术后开

机均显示信号采集质量良好。

临床试验的首位参与者，是一

名 67 岁的渐冻症患者。该患者于

2023 年起病，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确诊。随着疾病进展，出现了

极重度构音障碍，与外界的言语沟

通极为受限。术前，赵国光团队综

合应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高密度

脑电图等多模态神经解码技术，对

患者的大脑语言相关区域进行功能

映射，结合患者语言能力评估及疾

病进展情况，精确定位了语言运动

功能区。

3 月 14 日，患者开始接受言语

解码训练，信号采集良好，仅 3 小时

的训练，62 个常用字词实时解码准

确率已达 34%。目前，实时解码准

确率达 52%，已能解码出“我要喝

水”“我要吃饭”“今天心情很好，我

想和家人散步”这样的言语。结合

基于语言大模型的自适应纠错算法

实时优化，患者已具备简单的言语

交流能力，展现出显著的交流重建

潜力。

“北脑一号”打开新天地

脑机接口作为神经科学与类脑

计算深度交叉融合的重要研究方

向 ，是 未 来 产 业 新 赛 道 的 典 型 代

表。据北京医药健康科技发展中心

主任刘慧介绍，早在 2015 年，北京

市就率先布局，重点聚焦“脑认知与

类脑计算”和“脑认知与脑医学”方

向，先期启动了“脑科学研究”专

项。2018 年，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

究所成立；2022年，依托北京脑科学

与类脑研究所，北京市组织实施《智

能脑机系统增强计划》；2025 年 1
月，《加快北京市脑机接口创新发展

行动方案（2025-2030 年）》发布，旨

在抢抓全球脑机接口发展机遇，打

造高水平脑机接口创新与产业高

地。

在北京市科技创新顶层设计推

动下，以有组织的攻关方式，通过系

统布局电极、芯片、算法、临床等全

链条创新要素，由北京脑科学与类

脑研究所牵头，于 2023 年成立北京

芯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落地实

施“智能脑机系统增强计划”。芯智

达聚焦高通量全植入式脑机接口这

一国际前沿领域，以抓型号的方式

快速推进工程化开发进程，成功推

出半侵入式“北脑一号”和侵入式

“北脑二号”两套智能脑机系统，均

达到当今世界领先水平。

2024 年，“北脑二号”智能脑机

系统 1024 通道有线版在国际上率

先实现猴子用意念拦截运动目标，

入选 2024 年中关村论坛开幕式重

大成果发布。今年，“北脑一号”智

能脑机系统完成了 128 通道微型、

无线、低功耗全植入系统研发，联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天坛医院，针对脊髓损伤、脑卒中等

导致的运动功能障碍开展精细运动

解码，以及渐冻症等导致的言语障

碍开展中文解码，进行临床验证。

“目前，该成果正快步迈向产业

应用，未来将带动生物材料、人工智

能、高端制造等万亿元级产业集群

发展，为培育发展新动能提供重要

支点。”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

长罗敏敏说。

国际首批柔性高通量半侵入式无线全植入脑机系统人体植入完成

“北脑一号”打开脑机接口新天地
▶ 本报记者 张伟

本报讯 （记者 张伟） 近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

院成功实施全国首例“北脑一号”

智能脑机系统植入脑卒中偏瘫患

者手术。这不仅是我国自主研发

的脑机接口系统在临床应用上的

重大突破，也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

进入神经康复实用阶段，为脑卒中

患者带来运动康复的新希望。

据了解，卒中后偏瘫是全球

最主要的致残性疾病之一，且患

者数量庞大，恢复难度极高。目

前，全球范围内针对卒中后偏瘫

的有效治疗方案仍然有限，而脑

机接口技术的出现为这类患者

带来了希望。脑机接口不仅能

“读取”患者的大脑信号，更能帮

助患者绕过受损的神经通路，直

接用“意念”控制肢体，进一步恢

复自主运动能力。

此次手术的患者是一名 47
岁的小学音乐教师，因脑出血导

致右侧肢体瘫痪，尽管经过一年

多的传统康复治疗，但仍无法恢

复手部的精细运动功能，无法重

新弹奏钢琴。经过严谨的医学

评 估 和 伦 理 审 查 ，他 成 为 全 国

586 名志愿者中最终被筛选出的

第一例手术患者。借助脑机接

口技术，他希望重新实现用双手

弹奏乐器的梦想。

此次手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继宗团队主导，天坛医院为确

保手术顺利进行成立了脑机接口临床工作专班，协调

神经外科、康复医学、麻醉科、心理科等多学科力量，

全流程优化患者筛选、手术规划、术中管理及术后康

复体系，以确保最大化手术成功率和患者预后改善。

作为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北京天坛医院在脑

机接口领域布局已久，并于 2022年成立了脑机接口转

化研究中心，由赵继宗领衔，集结神经科学、人工智

能、工程技术、康复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专家，构建

从基础研究到工程转化再到临床应用的完整生态体

系。此次手术的成功不仅验证了“北脑一号”在卒中

康复中的临床价值，也展示了天坛医院在脑机接口

手术上的技术优势。术后，患者将接受基于脑机接

口的功能性电刺激（FES）康复训练，结合智能外骨骼

设备和数字处方系统，逐步实现运动意图解码、肌肉

激活和运动反馈的闭环调控，以期最大化恢复患者

肢体功能。

此次“北脑一号”手术的成功，是我国脑机接口

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的关键一步，也为庞大

的卒中后偏瘫患者群体提供了全新的运动康复方

案。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突破，更是医学发展的新

里程碑，标志着脑机接口从概念验证迈向实际治疗，

向着帮助更多瘫痪患者重获运动能力、改善生活质量的

目标不断迈进。“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 刘苏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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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脑一号北脑一号””植入手术后植入手术后，，患者成功实现脑控机械臂患者成功实现脑控机械臂。。
（（受访单位视频截图受访单位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