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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1日，湖北省医保局发

布全国首个脑机接口医疗服务

价格。其中，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

费定价为6552元/次，侵入式脑机

接口取出费3139元/次，非侵入式

脑机接口适配费966元/次。

就在该消息公布的前一日，

北 京 脑 科 学 与 类 脑 研 究 所 宣

布，其与北京芯智达神经技术

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北脑一

号”智能脑机系统，已完成国际

首批柔性高通量半侵入式无线

全植入脑机系统的人体植入，

进入临床验证阶段。目前，“北

脑一号”已有 3 例临床应用，相

关方面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再为

10名患者植入“北脑一号”。

这些切切实实的进展让脑

机接口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变得

触手可及，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要急 再等等

据了解，脑机接口的临床应

用，就技术层面而言，一直受限

于技术稳定性且存在信号解析

难度等多重障碍。

北京柚果科技负责人于晨

超表示，脑机接口从类型上可

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两类。

侵入式脑机接口通过手术将电

极植入大脑内部，信号准确性

高，但手术存在相关风险；非侵

入式脑机接口通过头戴式电极

放置在头皮上，安全便捷，但信

号分辨率较低。

于晨超认为，当前脑机接口

的 研 发 主 要 针 对 一 些 技 术 挑

战，侵入式脑机接口需要进行

手术，可能导致感染或组织损

伤，同时，由于排异反应，大脑

可能排斥植入的电极，作为修

复反应，胶质细胞会在电极周

围增生，形成胶质瘢痕，导致植

入电极后采集的信号可能随时

间衰减。

就目前已经在临床试验阶

段取得良好效果的“北脑一号”

而言，按照其进展，距真正进入

上市应用也要经过几年的等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伊志强表示，脑机接口

目前还在临床实验阶段，还在

验证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主

要瓶颈是编解码是否能够做到

快速、准确，还不能作为正式的

医疗器械应用于临床，在未来

的 3-5年内有望用于临床。

北京芯智达神经技术有限

公司的相关负责人李园也表示，

目前“北脑一号”还不能正式应

用，仍处在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

究阶段，需要经过正式的注册临

床试验，然后获批上市进入正式

应用阶段，而注册临床试验和

获批过程需要 3-5年。

北京智冉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临床医学总监田野透露，脑

机接口产品在临床中的正式应

用需要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NMPA）完成注册审批，目前

还 没 有 任 何 企 业 完 成 注 册 审

批。相关审批工作需要严谨审

慎地逐步推进，以确保患者可

以安全使用脑机接口并充分保

障患者的权益。

就目前看，全球范围内还没

有任何企业获得临床审批。

田野认为，脑机技术距离成

熟尚有差距，介入式的脑机接

口还停留在从概念到验证的阶

段，诸如电极引发动脉再狭窄

的风险等还需进行充分验证，

植入物无法取出等问题没有得

到解决。

可能迟到但一定会来

3 月中旬，国家医保局发布

《神经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

项指南（试行）》，为脑机接口新

技术价格单独立项。此次，湖北

省率先为脑机接口医疗服务定

价，专家表示，此次湖北省明确定

价的项目几乎涵盖了当前最有可

能大规模临床转化的两大主线，意

味着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的路径被打通，产品真正实现商

业化落地指日可待。

此外，多位行业人士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未来脑机接口医

疗服务很可能纳入医保范围。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实现

通过脑机接口辅助疾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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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晨超表示，脑机接口技

术在医疗领域已展现出显著的

应用价值。非侵入式脑机接口

技术在癫痫和睡眠监测方面已

成为临床诊断的金标准，为临

床 诊 断 提 供 了 重 要 依 据 。 同

时，植入式脑深部刺激器和迷

走神经刺激器在治疗帕金森病

和癫痫方面已得到医疗专家的

广泛认可，这些技术的应用提

高了治疗效果，为患者带来了

更好的生活质量。脑机接口的

微创介入式治疗或干预应用正

处于研究和发展的阶段，随着

技术的进步，未来可能为患者

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改善生

活质量。

田野认为，我国目前有超千

万患者因脊髓损伤、卒中及神

经疾病失去自理能力，甚至失

去语言交流能力，逐渐远离社

会。脑机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

恢复患者的社交生活，还有望

提高康复水平，帮助患者重返

社会。相信在脑机技术逐渐成

熟，相关企业获得NMPA临床注

册审批后，医保政策也将实现

配套，促进行业快速发展。

除此之外，脑机接口技术将

催生和带动一个巨大产业。专家

表示，脑机接口技术未来将带动

生物材料、人工智能、高端制造

等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发展，为培

育发展众多产业新动能提供重

要支点。

资本市场持续看好脑机接

口领域。从一级市场动态看，脑

机接口在我国股权投资市场的

投融资热度显著上升，红杉中

国、礼来亚洲基金等多个头部资

本及产业资本踊跃布局。来觅

PEVC 数据显示，近一年来脑机

接口领域发生多起融资事件，

今年已有 5起。

本报讯 近日，国内首家、目

前唯一成功实现高密度固相基因

芯片自主研发、生产及商业化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苏州拉索

生物芯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拉索生物”）二期研发和生

产中心，在苏州工业园区正式

启用，标志着拉索生物迈入产

能扩张新阶段，也象征着我国

分子育种关键核心技术得到进一

步突破。

据介绍，固相芯片本质上是

基因检测的技术路线之一，其最

大特点是可以低成本实现高通量

的基因检测，主要应用领域是农

业分子育种，也即通过基因组的

检测，筛选出一些优良的品种，或

者把一些好的基因通过一种方式

传承下去，而基因的信息不是所

见即所得，还需要一个工具来完

成检测。

“我国种业各环节 百 花 齐

放，唯独上游基因检测工具长期

受制于人，固相芯片技术被国外

垄 断 ，高 价 壁 垒 让 行 业‘ 用 不

起、不敢用’，更潜藏国家信息安

全风险。这一‘卡脖子’技术，严

重制约了我国农业分子育种的发

展。”拉索生物董事长李智说。

拉索生物成立于 2018年，经

过近7年的创新研发、2亿元的社

会资本投入，成功突破了国产固

相芯片点制这一关键核心技术，

形成了包含芯片、扫描设备、试

剂、算法及配套软件在内的一体

化固相基因芯片解决方案，并提

供“一站式”自动化检测平台，为

育种行业提供高通量、高准确度、

可灵活定制、成本可控的国产固

相芯片解决方案，有效降低基因

检测成本，大幅加快育种进程、提

高育种效率。

截至目前，拉索生物拥有 14
项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4
项外观专利的授权，拥有 1个医

疗器械注册证，并已获评苏州工

业园区科技领军人才企业、姑苏

领军人才企业、江苏省双创人才

企业。 陆晓华

▶ 孙立彬

拉索生物供图拉索生物供图

本报讯 2025第三届 SBC
合成生物学产业博览会3月31
日在南京市江北新区闭幕。

本次博览会以“合成新势，

合成新知，合成新质”为主题，

集中展示合成生物学领域企

业和科研机构最新成果，涵

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的

各个环节。

目前南京市江北新区合成

生物产业聚焦医美、环保材料、

医药产品、健康食品四大方向，

与浙江工业大学郑裕国院士团

队、蓝星安迪苏南京有限公司

合作共建生物合成产业创新研

究院，建成江苏省合成生物技

术研究中心产业基地、南京高

新工大生物技术研究院等重要

平台，在基因编辑、生物催化等

方面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集

聚了轩凯生物等一批知名合成

生物医药企业，聚焦“有顶尖人

才领军、有科创平台支撑、有龙

头企业牵引、有产业园区集聚、

有专业基金支持”，加快打造合

成生物制造研发生产贯通细分

链条，推进建设生物制造创新

高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

学原校长许智宏表示，近年来，

我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从基因编辑

技术的革新到人工细胞工厂的

构建，从医药研发到农业应用，

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日益完

善，这些进步不仅体现了中国

科学家的智慧与努力，更展现

了我国在生物科技领域的战略

布局与前瞻视野。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师

范大学副校长黄和表示，合成

生物学被誉为 21世纪的生命

科学革命，是解码生命奥秘的

“普罗米修斯之火”，更是重塑

人类文明范式的战略科技力

量。合成生物学将重新定义生

命科学的认知疆界，重构生物

制造的产业版图，重绘绿色发

展的未来图景。 董朝岚

第三届SBC合成生物学产业
博览会在南京闭幕

苏州工业园区为分子育种
添“芯”动能

脑机接口临床应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为何若即若离用为何若即若离
——人类与机器融合创人类与机器融合创新发展新发展（（下下））

AI制图：王查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