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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室走出有价值成果

北京脑所激活创新北京脑所激活创新““密码密码””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 6月5日，2024

长三角企业家联盟峰会发布的长三角生物医

药产业融合指数显示，近3年来，长三角生物

医药产业融合指数呈连续增长态势。2023
年，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融合指数为163.3，
融合基础稳步向好、融合要素稳固增强、融合

结果稳中提质。

长三角区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

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高地，承担着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

的使命。其一体化发展不仅关系到区域内部

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管理创新和生态文明

建设，而且对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

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融合指数是国内

首个数据评价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一体化发

展的指数，由长三角数据驱动创新生物医药

产业链联盟（YBDIA）、火石创造联合发布。

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融合指数旨在构建起对

长三角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发展、动态追

踪的长效机制，并引导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

高质量协同创新发展。

该指数显示，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已形

成以上海为龙头，苏州、杭州为两翼，南京、合

肥、无锡、泰州多点绽放的发展格局，该区域生

物医药产业的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截至2023年年底，在长三角跨省域药物

生产委托合作城市中，生产委托合作频繁发

生在上海市与江苏省之间，其中江苏省同为

上市许可持有人数量和药物生产数量最多的

省份。

在长三角跨省域投融资合作城市中，上

海市与江苏省之间合作最为紧密。江苏省是

被投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浙江省是投资人数量最多的省份。

在长三角跨省域药物临床试验合作城市中，上海市与江苏

省的药物临床试验合作次数最多。其中，江苏省为药物临床试

验申办数量最多的省份，上海市为药物临床试验研究数量最多

的城市。

从长三角跨省域专利转移城市看，专利转移同样频繁发生

在上海市与江苏省之间。江苏省为专利迁入、迁出数量最多的

省份。

“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融合指数将不断深化、持续迭代，涉

及的数据集也将在数交所上架，以更好地助力长三角三省一市

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创新、融合发展。”长三角数据驱动创新生物

医药产业链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火石创造董事长金霞

如是说。

此外，这次峰会期间还揭晓了“2023年长三角跨省域药物生

产委托合作城市对10强”“2023年长三角跨省域投融资城市对

10强”“2023年长三角跨省域药物临床试验合作城市对 10 强”

“2023年长三角跨省域专利转移城市对10强”等四大榜单。

在大脑中植入电极，让偏瘫多年的患者

通过运动想象完成手臂动作；完全失明多年

的人，经注入创新药物后逐渐感受到世界的

光明……

近日，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组织

的“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北京高质量发展”集体

采访中，记者来到位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北

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零距离感受植入式脑

机接口的“风口”，观察新型研发机构打通科技

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创新探索。

从实验室走出有价值成果

在颅内植入比头发丝还要细的柔性微丝

电极，通过“北脑二号”脑机接口技术系统，猕

猴仅用“意念”就能控制移动光标……

一片比指甲盖略大、薄如蝉翼、柔软如树

叶的金色半透明薄膜，将其植入颅内，与大脑

皮层贴合，就能够采集到大脑皮层的信号变

化。

这些过去只出现在科幻小说里的场景，正

在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逐步走进现

实。这项成果是 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发布的

10 项重大科技成果之一“北脑二号”，由北京

脑所孵化硬科技企业北京芯智达神经技术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根据规划，该企业力争用

3-5年时间突破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关键技术，

并在临床上实现初步应用。

2023 年年初，“智能脑机系统增强计划”

在北京脑所启动。该计划采用“基金+企业”

的组织模式，由北京北脑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和北京芯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实施。

目前，芯智达公司与国内多家高校院所合

作，已布局立项10余个创新项目，项目研发工

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该企业业务发展总监李园介绍说，其研发

的“北脑一号”与“北脑二号”脑机系统，前者采

用皮层电极技术，目前已完成柔性高密度脑皮

层电极、高性能脑电数据采集设备等核心部件

研发和动物实验验证；后者对标国际先进的高

通量柔性微丝电极技术，结合大通道高速神经

电信号采集设备和运动想象解码算法，目前有

线版本已实现猕猴对二维运动光标的灵活“脑

控”拦截。

北京脑所孵化成立的健达九州（北京）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推进相关技术的研发和产

业化上，也取得积极进展。

“通过基因工程的方式，用一种载体将光

敏蛋白表达在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上，让原本

不能感光的细胞有了感光功能，再将画面传

递给大脑，进而实现视觉重建。”该企业副总

经理于涛介绍说，视觉是人类大脑认识世界

最重要的感觉，失明问题给个人和社会带来

巨大负担，目前我国盲人群体约 700万人，全

球盲人总数约为我国的 5倍。针对众多长期

失明的患者，2022年，北京脑所罗敏敏团队研

发出一种对光超级敏感的新型光敏蛋白，通

过腺相关病毒载体（AAV）将新型光敏蛋白表

达至失明患者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帮助失

明患者再度感光，实现部分视觉恢复。

“两年多来，健达九洲将这种新型光敏蛋

白以微创给药的方式帮助一级盲或全盲患者

进行视觉重建。”于涛说。

探索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探索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目前北京新型

研发机构已孵化硬科技企业30余家。”北京市

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北京

市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关键核心技术、未来产

业方向，率先在量子、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人工

智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纳米能源、应用数学

等关键领域布局了一批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

2018年1月，北京市出台支持建设世界一

流新型研发机构实施办法，明确支持研发机构

积极推广应用科技成果，促进技术交易和成果

转移转化。

2023 年 9 月，结合新型研发机构发展阶

段，北京市出台支持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高

质量发展实施办法，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专

章，明确新型研发机构应做好关键领域知识产

权布局，贯彻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法和北京市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

制度，鼓励科研人员开展成果转化，促进企业

孵化育成。

“我们不仅要掌握核心技术，更要让技术

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实现其真正的价

值。”在加入芯智达之前，李园是北京一名科技

项目经理人。“北京市新型研发机构以及培育

成果转化这样一套完整的机制，有力促进了科

技成果快速实现落地转化。”她说。

北京脑所行政副所长张泽工表示，在运行

机制上，北京脑所打破原有科研单位编制化、

工资额定化模式，实行与国际科研机构接轨

的人员聘用制、薪酬灵活化等机制，引导国

内外相关领域研究人员以全职、双聘方式参

与北京脑所工作，推动人才自由流动。同

时，建立产权和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吸引社

会资金投入设立研究与成果转化基金，并引

入专业化服务机构，推进科技成果应用技术

的转移转化。

“2023 年，北京脑所顺利通过了第一个 5
年国际评估。”张泽工介绍说，评估专家一致认

为，北京脑所在人才引进培养、研究水平与学

术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卓越进展，建成了一批

国际一流的技术平台，正沿着成为世界级脑科

学研究机构的轨道前进。

成立6年来，北京脑所涌现出一大批高水

平创新研究成果，累计在《科学》《自然》《细胞》

《神经元》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267篇。今年前4个月，已发表和被接收9篇高

影响力论文。

北京脑所高度重视科研成果转化。2023
年 3月，北京脑所出台《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

管理办法》，细化了专利申请和管理流程，挖

掘梳理底层和创新技术成果清单，共梳理出

基因治疗、神经工程、脑机接口三大方向 17
项技术，建立了创新成果库，进一步推进基

因治疗药物等成果转化工作，也孵化出多家

科技企业。

“作为新型研发机构，北京脑所是解放思

想、开拓创新的一项有益探索，接下来将以一

种更加创新的机制凝聚全球创新资源，以跨学

科交叉出创新的理念创造出更多重大成果，形

成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需求的重

要战略科技力量。”张泽工说。

罗敏敏指导学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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