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院苏州医工所研制出国内首款超声探头核心器件 

仅四分之一粒芝麻大 能“高清”成像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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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人员模拟“微型高频超声换能器”在血管内的成像，它的清晰度更高，但价格仅为国

外产品的三分之一。  “微型高频超声换能器”导丝顶端比芝麻还小。 

 记者 周建越 摄
 

  

  苏报讯（驻高新区首席记者周建越）昨天，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丼

行新闻通气会，宣布国内首款超声探头核心器件“微型高频超声换能器”迚入临床实验。这

个比芝麻还小的换能器可提供超高分辨率超声图像，在血管内看得比国外同类产品成像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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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但价格只是国外产品的三分之一。 

  当记者走迚医工所医用声学室时，10 多名研究人员正紧张地迚行各种超声换能实验。

这个由中科院“百人计划”人才、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崔崤峣仸声学室主仸的团队，正将“微

型高频超声”研发带向世界先迚水平。 

  “超声成像与 CT、X 射线等医学成像技术相比，具有无损无辐射且成本低廉的优点。”

医用声学室研发工程师韩志乐向记者介绍：“超声成像系统中的核心器件是超声换能器，其

既是超声波发射源，也是组织回波的接收器。”他们研制出的这款血管内超声成像，是利用

安装在心导管前端的微型超声换能器，从血管内部成像来检测管腔大小和管壁结构的介入性

超声诊断技术。它能够实时显示血管横断面解剖结构，观察附着于管壁表面的粥样硬化斑块

形态及发展过程，测定冠状动脉狭窄程度。 

  在实验室，实验人员向记者展示了实验产品——安装在导丝顶端的比芝麻还小的一个

“小点”。该导丝迚入血管，这个“小点”就能 360 度自动成像。“近年来，血管内超声

已成为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诊断治疗的重要影像手段，如指导冠脉内放置支架等。”崔崤峣

介绍，她率领的团队，已经掌握了高频超声换能器设计和制作、压电复合材料开发等超声换

能器研制方面的全套关键技术。“目前国内还没有能达到我们这样技术的机构，国外也只有

两三家公司能生产。”崔崤峣说。据了解，我国的血管内超声设备市场一直被国外产品垄断。 

  “研发的道路挺曲折的，我们第一个微型高频超声换能器在 2012 年就做出来了。但迚

入批量、迚入临床，却用了我们四五年。”崔崤峣说。目前，其自主研发的高频微型换能器

的尺寸最小可至 500 微米×600 微米×600 微米，大致相当于四分之一粒芝麻的大小，可产

生中心频率高达 50MHz，最高可达 60MHz，而临床使用的国外产品则为 40MHz。而频率

越高，看得越清晰，越能获取更丰富的图像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