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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记者昨日从
宁波市第二医院获悉，该院参与研发的全
球首台多体位无液氦磁共振设备，已获得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
册证，可正式上市。该设备不但破解了进
口液氦供应对我国磁共振设备发展的“卡
脖子”难题，更突破性地实现让患者站着
接受检查，极大拓展了临床用途。

磁共振检查能发现隐藏在患者身体
里的微小病灶，是临床医生诊断疾病的
好帮手。然而，传统的磁共振设备需要
大量液氦来维持运行，液氦成本高昂，还
需定期补充，加之我国液氦自给率不足

10%，进口液氦对我国磁共振设备造成
的“卡脖子”问题由来已久。此外，传统
磁共振设备因为有液氦的存在，安装场
景受限，设备不能移动、旋转，患者只能
以卧姿接受检查。因此，少液氦甚至是
无液氦成了磁共振设备的研发方向。

为了破解这一行业痛点，2015年起，
宁波市第二医院携手位于宁波余姚的鑫
高益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诺丁汉
大学组建研发团队，开启长达10年的技
术攻坚。据宁波市第二医院影像学科带
头人郑建军介绍，在经历无数次试验与失
败后，该团队最终用直接传导制冷的方式

替代了液氦冷却，成功打造出全球首台
100%无液氦且可旋转的磁共振设备。

无需液氦，使得这款新型磁共振设
备与传统磁共振设备相比，更轻、更灵
活、更安全，患者可以站着或采用倾斜体
位接受检查。“站立位影像检查更加贴近
人体的自然生理状态，在做脑功能成像、
盆底结构、脊柱状态、关节功能等检查
时，能提供更真实、全面的影像信息。”郑
建军介绍，这台设备自去年6月投入临
床试验以来，已完成800余例患者的多
体位扫描。临床实践证明，其影像检查
精准度不输于进口同级别设备，而且功

能更强大。目前，研发团队已利用该设
备开展了青少年脊柱侧弯、女性盆底疾
病等多项临床研究。

“磁共振设备堪称高端医疗设备领
域‘皇冠上的明珠’，这台多体位无液氦
磁共振设备获批上市，是产学医协同创
新的成果，更为未来车载、舰载等可移动
磁共振设备的部署开辟了新路径。”中国
体视学学会磁共振成像分会副主任委员
王成波教授说，国产多体位无液氦磁共
振设备不但破解了进口液氦的“卡脖子”
问题，还将有力推动磁共振设备的普及，
造福更多患者。

丁女士告诉记者，她所居
住的小区电梯已使用多年，故
障频发，居民出行安全堪忧。

在了解到电梯更新可提取
公积金的政策后，她第一时间向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交了
申请，工作人员全程指导服务，
积极对接电梯更新职能部门。

在完成信息核查后，丁女士
成功提取公积金。丁女士表示：

“这项政策非常贴心，不仅解决
了我们小区的电梯安全问题，还
让公积金的使用更加灵活，真正
体现了为民服务的宗旨。”

近几年，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接连出台了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和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2024
年7月，又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

“住房公积金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工作人员表示，老旧电梯更
新提取业务的开展，是我市住
房公积金制度深化改革的重要
举措之一，既能缓解居民资金
压力，保障居住安全，助力城市
更新，也进一步扩大了住房公
积金的使用范围，为市民改善
居住条件、提升生活品质提供
新的支持渠道。

具体政策如下：
1.适用范围：在宁波市缴存

住房公积金的住房所有权人及
其配偶、父母、子女，提取本人住
房公积金余额，用于更新（含改

造、大修）宁波市住宅老旧电梯。
2.提取条件：住宅老旧电梯

更新项目取得使用登记证（大
修项目经监督检验合格）。

3.提取额度：在个人直接出
资额内（不含电梯运行维护费
用和政府补助资金），按规定使
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后，不足
部分再提取住房公积金。

取得使用登记证（检验合
格）后一年内，可以一次性或者
多次提取住房公积金，合计提
取总额以个人出资额为限。

4.提取材料：属地住宅老旧
电梯更新主管部门已实现数据
共享的，缴存人需提供身份证、
银行卡（住房公积金承办银行I
类借记卡）；未实现数据共享
的，另需提供宁波市住宅老旧
电梯更新备案表、电梯更新项
目业主出资费用分摊表、不动
产权证。提取配偶、父母、子女
住房公积金的，另需提供关系
证明。

5.办理流程：缴存人向缴存
地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提出申
请，审核通过的，当场办结。如
需属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主管
部门调查核实缴存人证明材料
真实性的，住房公积金管理部
门应在收到主管部门核查情况
后 1 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
或不准予提取的决定，如不予
提取的应告知原因。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廖鑫 林丹姝

爬索侠、飞天队、机器狗
解密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体检天团”

2008年通车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全长约36公里，累计已
有近2.5亿辆次车辆从桥上驶过，平均每2秒就有一辆。

如何养护这条已运行17年的“钢铁巨龙”？答案藏在三
支高科技队伍中——四足机器狗在桥面上灵活巡检、爬索机
器人沿斜拉索嗡嗡攀爬、无人机在桥塔间翩然穿行，它们共
同编织出智慧养护的立体网络。

15公斤爬索机器人：破解高空检测难题

3月24日清晨，杭州湾跨海大
桥主跨南航道桥斜拉索顶端，一台
蓝黑红相间的爬索机器人正以每
分钟10米的速度向上攀爬。

作为航道桥的核心受力结构，
主跨南北航道桥的192根斜拉索即
便有细微损伤，也可能会引发连锁
反应。如何防患于未然？这个自重
仅15公斤的小家伙功不可没。

爬索机器人用8组V型主动
轮紧紧“咬”住直径125毫米的斜拉
索。4台摄像头组成的视觉阵列实
现对拉索表面保护层全方位图像
的存储，同时视频合成器将4路视
频合成为一路，再通过无线系统传
输到地面可视化系统上，让裂缝、锈
蚀都无处遁形，桥梁斜拉索检测作
业也因此更加准确、安全、快速。

无人机破局：从“人眼观测”到“数字透视”

当爬索机器人在拉索上工作
时，无人机正在空中起舞。

传统的桥梁定期检查方式主
要采用桥梁检查车作为移动平台，
人工在移动平台上寻找病害并做
记录，工作范围受限、安全风险高、
检测效率低。针对这些弊端，杭州
湾跨海大桥将无人机技术引入桥
梁定期检查中。

目前，在卫星导航覆盖信号弱
的箱梁底部，无人机采用双目视觉

传感器与惯性测量装置融合算法
实现厘米级定位，配合多机联动技
术提升检测效率。

通过AI大模型深度学习，算法
自动识别裂缝、涂层剥落等病害，并
依托三维重建技术将数万张影像拼
接为可溯源的数字模型，实现病害
位置与实体结构精准映射，大大缩
短全桥定期检查周期，为这座超大
型跨海大桥提供了数字化、可视化、
全生命周期的智能管养方式。

机器狗协管：4D激光雷达织就“无死角防护网”

桥面上，四足机器狗灵活穿
梭，今年的“新晋顶流”摇身一变成
为大桥“协管员”。它们利用数字
化仿生技术，对围蔽区的每个角落
进行细致巡检。

这些机器狗装备了超广角4D
激光雷达，能够弥补肉眼巡视的不
足，实现“无死角”智能巡检，在提

高巡检效率的同时，也确保了桥梁
结构的全面、精准监测。

据了解，后续机器狗会继续进
行大模型训练，最终实现动态规划
车道、智能调度车流、精准识别障
碍等功能。

记者 佘若凡
蒋晗炘 通讯员 邱先清

“更新电梯可以提取公积金，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市民丁女士激动地说。近日，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成功办理了一笔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
市民丁女士成为该项惠民政策的受益者。

老旧电梯更新也能提取公积金

宁波有人“尝到甜头”

全球首台！甬产多体位无液氦磁共振设备获批上市
破解国外液氦供应“卡脖子”问题，诊断功能也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