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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人工耳蜗要上市销售，必
须先要通过临床试验。2009年，上海力声
特公司招募了 49 名人工耳蜗临床试验志
愿者，免费为他们植入了力声特人工耳
蜗。

家住山西朔州的梁珍失业已经快两
年了，失业的原因是他的人工耳蜗坏了。

梁珍告诉记者，小时候一场突如其来
的大病让他双耳听力严重受损。2009年，
他报名成为力声特人工耳蜗临床试验志
愿者，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免
费植入了这家公司生产的人工耳蜗。

但是让梁珍没有想到的是，植入的人
工耳蜗仅仅用了两年就坏掉了。梁珍多
次和上海力声特公司联系，希望能重新植
入一个新的人工耳蜗，但对方称要等新的
产品出来以后才能植入。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梁珍这样的志愿

者不在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采访了湖南、河
北、上海、新疆等地的7名力声特人工耳蜗志
愿者，除了上海的一名志愿者因车祸撞坏了
耳蜗以外，其余6名志愿者的人工耳蜗仅使
用两年左右就坏了，使用时间最短的只有6
个月。

记者了解到，目前志愿者仍在等待力
声特公司的新产品上市。他们坏掉的耳
蜗至今仍残留在耳朵里，身体已经受到不
同程度的伤害。

力声特人工耳蜗为何会出现这些质
量问题呢？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
司医学总监夏正毅认为，王正敏研发团队
转让给力声特公司的技术早已过时了。

夏正毅说：“这个产品是王院士发明
的，2000 年的产品，现在都快 15 年了，15
年前的手机现在还会用吗？对吧，道理是
一样的。”据央视、《法制晚报》

王正敏被指造假当上中科院院士
复旦大学认定其申报材料失实
当年学生举报导师论文抄袭他人，专利“克隆”外国

前不久，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医师王宇澄举报他的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正
敏涉嫌学术抄袭、科研成果剽窃、院士申报材料造假等问题。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记
者经过一个多月的明察暗访，发现了举报背后更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医生王宇澄说，在王正敏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
论著目录附件材料》中，被列入的271篇论文至少有57篇涉嫌造假。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认定王正敏在申报科学院院士过程中，申报论文材料有“不实
事求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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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敏论文造假的手法之三是，
把发表在《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上的
非研究性文章，包括“发刊词”、“专家
笔谈”、“我如何做”等栏目的小品文，
也列入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
人论著目录附件材料》。

王宇澄举报王正敏依靠违规学术
成果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材料里，还有
一项最主要的指控是关于著作抄袭，
被抄袭者是王正敏的导师，被誉为“耳
神经科学之父”的瑞士苏黎世大学教
授乌果·费绪。

王宇澄告诉记者，王正敏的第一
本专著《耳显微外科》有100多幅耳部
手术的手绘图，和乌果·费绪教授专著
中的图片相同，但并未注明图片来源，
书中参考文献里也没有提到费绪教授
的专著。

王正敏的另外两部专著《颅底外
科学》和《王正敏耳显微外科学》，也同
样存在类似的抄袭行为。2003 年王
正敏开始写作他的第三本专著《王正
敏耳显微外科学》，王宇澄参与了编辑
工作，目睹了王正敏抄袭的全过程。

造
假
一王正敏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

科医院的医生，2005 年增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

在王正敏申报院士的时候，王宇
澄正是他的秘书，目睹了王正敏为当
上院士论文造假的全过程。王宇澄
说，在王正敏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增 选 候 选 人 论 著 目 录 附 件材料》
中，被列入的 271 篇 论 文 至 少 有 57
篇涉嫌造假。其论文造假的手法
之 一 便 是 将 自 己 的 专 著《耳显 微
外科》一书的内容，拆分成 14 篇论
文 ，发 表 在《中 国 眼 耳 鼻 喉 科 杂

志》上。
现任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

院医师的王宇澄说：“他的杂志和他的
书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第一章耳聋
手术，他这个论文也叫耳聋手术，发表
过以后，他又在2005年报院士的时候
把它当作正式研究论文放进去，这样
有14篇。”

王宇澄说，王正敏论文造假的手
法之二是“一稿多投”，一篇论文在国
内刊物发表了以后，又在国外刊物上
发表，这样在计算学术成果时当成两
篇学术论文。

学术成果抄袭他人著作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认定王正
敏在申报科学院院士过程中，申报论文材
料有“不实事求是”行为。不过随着记者
调查的深入，隐藏在王正敏院士背后更多
的秘密被揭开。2003年，王正敏领衔的技
术团队成功研发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国产人工耳蜗，那么这种人工耳蜗又
是如何被研发出来的呢？

1982 年，澳大利亚科利尔 22 型人工
耳蜗通过FDA认可，成为世界首先使用的
多通道耳蜗装置。王正敏作为中国最早
做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医生之一，他最早
提出了研发中国的人工耳蜗。

于是，王正敏找到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的范宝华，让他想办法得到了
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的人工耳蜗样机。

作为王正敏研发团队的主要研发人

员之一、上海听觉医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
师沈义虎具体负责破解国外人工耳蜗样
机的芯片。这位研发人员承认，他们的人
工耳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而
是模仿了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的产品。

1997 年，王正敏团队研发的“多道程
控人工耳蜗”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2004
年，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与上海
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技术转让
合同，对国产人工耳蜗进行产业化。

记者了解到，仅在 2012 年，王正敏
团队就获得国家级项目两个，获得专项
经费 4000 多万，其中，“国产人工耳蜗
及临床技术研究项目” 获得国家卫生
部专项科研经费 2171 万元；“上海力声
特人工耳蜗建设项目”获得国家工信部
经费 2138 万元。

克隆国外样机获国家专利

耳蜗“仿制品”两年就坏了

2003 年，王宇澄被聘为王正敏的秘
书，负责协助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除了帮导师出版专著，王宇澄当时
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导师王正敏申报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正敏从1999年开始
就已经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申报了三次
院士都没当选。工程院院士重实践，王正
敏申请工程院院士顺理成章，这次却改弦
更张，申请重视理论方面的科学院院士。

在原来资料上，王宇澄需要将王正
敏新增加的专著、论文和科技奖项添加
上去，并扫描装帧成册。“他原来有100多
篇论文，第二年提交材料时就有 271 篇
了。”王正敏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夸奖
他装订精美。“我的亲属还帮助他寻找到
了两位院士推荐人。”王宇澄说。

“我帮他申请上了院士，他却抛弃了
我。”王宇澄称，王正敏在当选院士后对
自己多方为难，导致他在医院难以立足，
这是他愤而举报的原因。

中科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
眼耳鼻喉科医
院王正敏教授
被举报了，举
报者是他的学
生兼前任助手
王宇澄。
2013年 11月
8 日，王宇澄
在 北 京 向 中

科院递交了举报材料，内容涉及论
文数目造假、专著抄袭以及临床试
验造假等多个方面，并指控王正敏
利用不规范的专著、论文获得了院
士头衔。

王宇澄

王正敏

■相关报道

学生披露内幕：
我帮导师评上中科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