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到一枚药片，大到影像设备、放疗设备，医药工业的发展关系千行百业、每个

家庭。

近年来，我国医药工业发展驶入“快车道”。看产业，全行业研发投入逐年提高，

创新产品不断涌现；看企业，龙头企业规模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快速成长。

11月17日至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主办的2023中国医药工业

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行业专家、企业代表把脉我国医药工业发展新态势。

点上看突破，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神经外科手术导航机器人可以辅

助在颅内开展微创手术；腔镜手术机器

人能够提高手术精细化水平，减小对患

者的创伤；体外诊断技术的突破，有助

于一系列重大疾病的早筛……从高端

医疗器械到诊断技术、生物制药，会上，

业内专家、企业代表分享了行业最新创

新成果，展现出我国医药工业不断突破

的历程。

医药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

展的重要产业。强化科技创新，提升供

给能力和水平至关重要。

近年来，我国加大力度推动医药工

业发展。聚焦高端化学药、创新药、高端

医疗器械等领域，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

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心肌肌钙蛋白是心梗诊断的重要

标志物，对心肌梗死和损伤的早期快速

诊断很重要。11月 17日，迈瑞医疗发布

心标试剂产品，通过检测模式和抗体组

合等创新，应用于心血管病的诊疗。

“迈瑞每年坚持把销售收入的 10%
投入研发，在全国设立7个研发中心，不

断针对临床需求进行技术开发、产业设

计和改造。”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赵宇翔在会

上表示。

“我国自主研发的多个药品品种、

创新水平、临床上的重要性得到国际认

可。”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在会上说，

我国药物研究和产业发展正进入新阶

段。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十四

五”以来，全行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

20%。我国在研新药数量跃居全球第二

位。

“我国医药工业加快创新发展，整

体水平正不断跃上新台阶。”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说。

链上看韧性，加快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联动产学研用，是医药工业产业链

的显著特点。

从需求端，牢牢抓住临床实践，推

动医药产品改进和提升。

通用技术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慧冬说，对医药行业

而言，创新源头来自临床需求，研发创

新的产品转化之后也需要依托医疗机

构提供广大场景。

从临床中发现问题，再到把解决方

案用到临床，“全链条”融合不断推动产

业技术孵化、产品应用。北京大学医学

部主任乔杰在会上说，北医三院将临床

实际与企业研发结合，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这对于实现精准诊断很有意义。

从供给端，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模

式逐步形成。

“多年来，我的一个切身体会就是

要和上下游伙伴协同发展，大家一起

走，行业进步的步伐就会更快。”联影集

团董事长薛敏在会上说，PET-CT等高

端影像产品不断推向市场，既有企业对

创新的坚持，也得益于产业链协同发

展。“未来还要在打造产业集群、建设生

态体系方面继续发挥龙头企业作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超过 1
万家，医药工业一批龙头企业规模壮

大、专精特新企业快速成长。

“鼓励中央企业积极参与国家级医

药研发平台建设”“更好推动产业链上

下游产供需有效衔接、协调运转，打造

一批高质量医药先进制造业集群”……

会上，来自多个部门的负责人为产业链

协同发展出谋划策。

“下一步，将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

创新，积极引导医药产业合理布局，打

造一批创新高地和高水平产业集聚

区。”金壮龙说。

面上看潜力，抓住数字升级机遇

基于算法、模型，诊断设备精细度

不断提升；借力智能制造，医药生产加

快提质增效……与会嘉宾普遍认为，把

握数字技术，加快“智改数转”，将不断

开拓产业发展空间。

在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借

助 5G和工业互联网等技术，中药固体

制剂实现智能化生产。“智能制造对中

药精细化生产和全过程质量追溯等十

分重要。”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肖伟在会上说，企业将探索构建

中药智能制造的流程系统。

“高端医疗装备行业的未来一定是

与新科技高度融合，重要的趋势之一是

智能化。”薛敏认为，企业要抓住数字化

在医疗流程、生产制造各环节带来的深

刻变化，提前布局材料、零部件等创新，

把握主动权。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

长何亚琼表示，下一步将从创新驱动、

强链补链、转型升级、产业协同等四方

面推动医药工业发展，打造跨领域、大

协作、快速迭代的医药产业链协同创新

制造平台，培育“互联网+医药”新生态，

推进医疗装备与5G、人工智能等融合发

展。

——2023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观察

三个维度看医药工业发展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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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获悉，19日，我国跨度最大的跨海桥

梁——双屿门特大桥主墩钢围堰顺

利下放，标志着大桥正式进入海上

主塔承台施工阶段。

据中国铁建港航局项目负责人

伍敏介绍，作为宁波舟山港六横公

路大桥二期关键控制性工程，双屿

门特大桥连接六横岛与佛渡岛两座

独立海岛，主跨1768米，是我国最大

跨度跨海桥梁。此次施工的海上主

塔承台直径27米，高7米，采用钢混

组合吊箱围堰进行主塔承台施工，

单个钢混组合吊箱重约750吨。

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

工程由中国铁建大桥局、中国铁建

港航局联合体承建。工程建成后，将

进一步改善舟山南翼群岛的对外交

通条件，优化舟山群岛新区空间布

局。

国内最大跨度跨海桥
进入海上主塔施工阶段

英国《自然》杂志日前发表的一

项研究成果说，瑞士和美国研究人

员首次使用一种新技术，把 3D打印

与激光扫描和反馈机制相结合，成

功打印出具有骨骼、韧带和肌腱的

机器人手。这一技术为柔性机器人

结构的生产，开辟了全新可能性。

3D打印技术通过将数字模型直

接转化为实体物体，可实现从设计

到生产的快速转变。与在 3D打印中

常用的快速固化的塑料材料不同，

在这项新研究中，瑞士苏黎世联邦

理工学院和美国一家初创企业的研

究人员使用了具有较好柔韧度的慢

速固化的聚合物材料。

通常来说，3D打印机逐层打印

并在每个固化步骤后刮去表面不规

则的部分，但这种打印方式不适用

于慢速固化的聚合物材料。在该新

研究中，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3D打

印与激光扫描和反馈机制相结合的

新技术，可以快速检查每个打印层

的表面不规则情况，实时、精确调整

打印下一层时的材料量。利用这一

技术，研究人员成功地一次性打印

出由不同弹性的聚合物制成的有骨

骼、韧带和肌腱的机器人手。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新技术可

以比较容易地将柔软的、具有弹性

和刚性的材料结合起来。接下来，他

们将利用这项技术探索更多的可能

性。

研究人员3D打印出
有骨骼、韧带和肌腱的机器人手

进入冬季，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农业高科技智慧示范园区花卉生产区内一

派忙碌景象，盆栽花、鲜切花等各色花卉的生产、销售逐步进入旺季。图为工

作人员在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农业高科技智慧示范园区花卉生产基地为盆栽

花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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