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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接口应脑机接口应用从用从萌芽期进入关键期萌芽期进入关键期
——人类与机器人类与机器融合创新发展融合创新发展（（上上））

脑机接口作为多学科交叉

的前沿技术，其技术发展与产业

应用引起全球广泛关注。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

司长杜广达在3月底举行的2025
中关村论坛年会平行论坛“脑机

接口创新发展与应用论坛”上表

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统筹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通过加强

顶层设计、强化技术攻关、优化

产业生态、夯实支撑能力、健全

安全监管，推动我国脑机接口产

业创新发展。

技术成果不断涌现

此次论坛上，脑机接口产业

联盟发布了“2025脑机接口十大

创新成果”：“北脑一号”完成国

际首批柔性高通量半侵入式无

线脑机系统的人体植入；“三合

一”颅骨植入式脑脊接口微型设

备；双环路协同演进脑机接口系

统；脑电大模型 LaBraM；基于混

合现实的脑机接口系统……

这些成果展示了我国在脑

机接口领域的重大突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党委

书记、副院长李冠宇说，这些成

果不仅代表了脑机接口技术的

前沿，更为未来的脑机接口产业

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会专家认为，脑机接口技

术成果不断涌现，离不开国家政

策的保驾护航。近年来，我国出

台脑机接口产业全链条支持政

策，加强脑机接口研发部署及产

业布局，促进我国脑机接口创新

生态完善。比如，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

未 来 产 业 创 新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将脑机接口明确定义为未

来产业之一；国家医保局发布

《神经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

项指南》，专门为脑机接口新技

术单独立项，设立侵入式脑机接

口植入费、取出费，非侵入式脑

机接口适配费等价格项目……

应用前景广阔

与会专家表示，在政策支持

下，脑机接口技术快速成熟，应用

发展从萌芽期进入关键阶段。

目前，我国已实现通过脑机

接口技术辅助疾病诊断、实现高

风险作业安全监测、促进运动康

复以及帕金森、癫痫等脑疾病神

经调控治疗等场景应用。

论坛上，复旦大学生物医学

工程团队展示了全球首批“三合

一”脑脊接口技术：通过在大脑

与脊髓间搭建“神经桥”，4例截

瘫患者手术后 24小时内恢复腿

部运动，最快 10天即尝试站立。

“这种脑机接口技术不仅实现了

‘脑控机’的单向输出，更通过脊

髓电刺激将触觉反馈大脑，形成

完整的神经环路，使患者逐步恢

复自主运动感知。”中国工程院

院士戴琼海说。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

长赵国光介绍了宣武医院在脑

机接口技术临床应用方面的最

新进展。在言语解码方面，宣武

医院和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所合作，成功实施了全球首例无

线植入式言语解码脑机接口手

术，术后患者通过 3小时解码训

练，62个常用字词实时解码准确

率达 34%，目前准确率已提升至

65%，通过脑机接口实现了简单

的语言交流。

“当前，脑机接口技术发展

突飞猛进，临床对脑机接口的需

求极为旺盛。”神经外科学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说，脑机

接口为解决治愈难、后遗症多、经

济负担重的脑重大疾病治疗开辟

了新路径，发挥出积极作用。

“脑机接口技术作为神经科

学领域的前沿技术，正在为神经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革命性

变化。”赵国光表示，全球有庞大

的脑网络疾病患者群，“未来，脑

机接口在失语症、阿尔茨海默

病、抑郁症、渐冻症等疾病方面

的应用需求非常大。”

需要进一步协同创新

“不过，目前脑机接口技术

尚未完全成熟，在安全和伦理方

面仍面临一定的挑战。”与会专

家表示。

如何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创

新发展？杜广达提出 5点建议，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与有关部门

加强协同，发布关于推动脑机接

口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

确产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二是强化技术攻关，加大对脑机

接口基础理论、信号转移、先进

算法、仪器仪表等技术研发的支

持力度，突破一批标志性技术产

品。三是优化产业生态，加强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作，积极

推动产业链深度融合，促进科

技成果快速转化。四是夯实产

业支撑，布局脑机接口前沿技

术专利和标准体系，为脑机接

口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

持。五是健全安全监管，加强

伦理体系建设，确保技术应用

合法合规。

赵继宗表示，未来需加速

脑机接口基础研究进程，聚焦临

床需求与技术创新，发展信号稳

定采集与高效解码、低功耗植入

型脑机接口，构建伦理共识与产

业生态，携手推动脑机接口技术

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论坛上，为进一步促进基

础、临床、产业的协同创新，北京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三博脑科

医院管理集团、首都医科大学宣

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天坛医院提出联合共建“脑科学

与 脑 机 接 口 北 京 市 重 点 实 验

室”，面向重大脑疾病诊疗需求，

围绕脑机接口，研发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侵入式智能脑机系统；

围绕神经工程，研发脑电信号采

集、脑成像等神经科学新技术和

新设备。

同时，由三博脑科牵头，联

合昆迈医疗、华科精准、和泽启

元、北科睿新等 5家机构共同发

起成立脑机接口临床应用场景

平台，旨在打造突破性脑机接口

创新转化链条。

与会专家表示，未来，随着

政策支持、技术突破与产业协

同，脑机接口技术将开启人类与

机器深度融合新纪元，为医疗健

康、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领域

带来革命性变革。

▶ 本报记者 叶伟

本报讯 3月27日，在北京市

昌平区召开的创新医疗器械高质

量发展成果报告会上，中国高端医

疗装备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交流中心

（以下简称“交流中心”）正式发布。

北京市昌平区委常委、副区

长，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柳

强指出，医疗装备作为医疗卫生

和健康事业的重要基础，直接关

系到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中国、

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在此背景

下，北京市昌平区会同北京市药

监局共同搭建了中国高端医疗装

备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交流中心。

据介绍，交流中心位于中关

村科技园昌平园东区（简称“国际

医疗器械城东区”），将打造全场

景复原的智慧手术室，涵盖 ICU、

心血管、肿瘤、神经科、普外科、诊

断类、康复类等 7个科室，精选具

有技术创新性、实现国产化替代

或符合临床价值急需特征的高端

医疗装备，通过视频演示、机器人

人工智能讲解、机器人设备互动

模拟等多元化展示方式，直观呈

现医疗器械产品在临床实践中的

功能与应用、技术创新特点，充分

展示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的创新发

展和优秀成果。

国家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雷平表示，当前我国医疗器械

产业处于黄金发展期。交流中心

是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重要举措，希望其发挥创新平台

作用，推动医疗器械产业发展。

王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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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 7日，北京市医疗

保障局等九部门联合推出《北京

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

措施（2025 年）》（简称“若干措施

2025版”），调动多部门联合发力，

多维度支持创新医药产业发展。

“若干措施 2025版”提出多项

工作任务，包括临床试验项目启

动的整体用时进一步压缩至 20周

以内；启动建设重点专病全自动

智能化生物样本库；开展已上市

药物扩大临床适应证研究使用；

支持境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跨

境分段生产；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直

接纳入医疗机构药品目录；部署

AI+病理和AI+制药等场景模型开

发；构建 500亿元规模医药健康产

业基金等。

据了解，2024 年 4 月 17 日，北

京市医保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

《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

展若干措施（2024年）》，取得显著

成效。2024 年，北京市临床试验

的启动用时压缩至 24.9 周，实施

罕见病药品的“白名单”制度，建

立临床急需进口药械的审批绿色

通道，进口货值超过 1500 亿元，

570种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纳入“双

通道”管理，8 家知名外资药械企

业集中在京新设研发或创新主

体，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同比增长

8.7%，首次突破万亿元。

业 内 人士表示 ，“若干措施

2025版”以人民健康需求和经济社

会发展为出发点，将进一步推动创

新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王查娜

健康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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