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医药产业是厦门市产业

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引擎。作为国家高新区，厦门

火炬高新区围绕生物医药企业

所需，积极构建政产学研医用

资“七位一体”培育孵化模式。

截至2024年年底，厦门火炬高新

区培育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近 300
家，吸引近百个海内外高层次创

业团队入驻。

孵化创新型企业，就是孵化

未来。

分类分级服务“围着企业转”

厦门万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万基生物”）董事

长陈洪亮刚刚结束一场线上会

议，屏幕的另一端是远在巴西的

同事。

眼下正是市场开拓的关键

期。而就在今年 3月，万基生物

位于巴西圣保罗的医学检验实

验室获得资质。作为厦门火炬

高新区孵化的“生根型”企业，万

基生物在高通量测序领域已深

耕 12年。该企业生产的血浆游

离DNA采血管市场占有率长期

位居国内前列。今年，该企业在

巴西的市场营业收入预计突破

千万元。

万基生物加速破浪“出海”、

培育新增长点的背后，是厦门火

炬高新区的赋能服务。

2022年 3月，万基生物将目

光投向海外市场，人口数量多的

巴西成为首选目的地。然而，政

策法规、文化差异、用户习惯等

多方面的“鸿沟”让陈洪亮及其

团队犯了难。

“关键时刻，厦门火炬高新

区工作人员为我们引荐了园区

专门做‘出海’服务的平台‘纬

拓网’。正是在它的帮助下，我

们对巴西的相关政策、市场有了

较为全面的了解，坚定了‘出海’

决心。”陈洪亮表示。

2023年 5月，万基生物在巴

西的企业正式启动运营，成为业

内最早“出海”巴西的企业之一。

企业有所需，园区有所应。

着眼于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投入

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厦门

火炬高新区构建了分类分级梯

度培育体系：在企业初创阶段，

帮助企业找场地、找政策，实行

“一对一”帮办代办服务；在企业

成长阶段，发挥产业圈优势，为

企业对接上下游资源，常态化问

需求、解难题，扶上马、送一程。

孵化器及时对接成果转化

甲状旁腺，分布在人体甲状

腺的背面。它形似黄豆，个头小

却性情活泼，喜欢“上蹿下跳”，

这让外科医生在做甲状腺手术

时格外小心。有什么办法能在

手术中快速、精准识别甲状旁腺

组织？

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厦门

绘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绘光医疗”）自主研发的“增

强现实荧光导航系统”依托荧光

成像技术、人工智能（AI）图像增

强技术以及独创的微米级误差

原位投影技术，正在解决这一难

题。2024年年底，该系统获批二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目前已在国

内多家医院装机试用。

绘光医疗董事长何诗铭表

示：“这个系统主要

凭借中国科学院西

安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等科研院校的

技术支撑，是典型的

科研成果转化项目。”

2025 年 年 初 ，

绘光医疗子公司厦

门华海长青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海长青”）入驻厦

门火炬生物医药孵

化器，计划围绕光学

治疗开发创新医疗

器械。

经孵化器的培

育与支持，华海长

青很快驶入发展轨

道，其研发的治疗

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皮炎的医疗

器械现已提交注册申请。

何诗铭表示：“孵化器就像

企业的贴心管家，不仅帮助我

们完成相关项目申报工作，还

为我们链接厦门市本土的高校

和医院资源。”

据厦门火炬生物医药孵化

器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该

孵化器还将携手绘光医疗探索

共建高性能医疗器械平台，孵化

更多创新成果。

推动“医工融合”谋创新

采访中，企业更多谈的是

“医工融合”即把医生的想法、工

程师的办法和企业家的做法融

合在一起赋能生物医药产业。

其实，在“医工融合”方面，

厦门火炬高新区早有探索。2022

年，厦门火炬高新区与厦门市科技

局、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等

单位发起建设心血管健康产业

协同创新基地。该基地依托厦

门火炬生物医药孵化器并将其

作为运营载体，推动创新成果

转化落地。

厦门英律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英律医疗”）创始人、

CEO万相辛表示：“我们企业有国

际一流的工程师，基地则链接了众

多创新资源，尤其是厦门大学附属

心血管病医院的医生们与我们一

道，推进医工融合，加速实现科研

成果产业化。”

截至目前，该心血管健康产业

协同创新基地已累计引进培育英

律医疗等 10余家心血管创新企

业。以基地建设为基础，厦门火炬

高新区还积极打造心血管健康产

业生态圈，并参投厦门市心血管产

业基金，建立“专业判断+投资驱

动”的创新孵化体系。

此外，为了帮助企业降低研发

成本，厦门火炬高新区联合厦门市

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建设

厦门市智能医疗器械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截至目前该平台已

为数 10 家企业提供检测服务

170多批次，平均缩短企业产品注

册周期60天。

厦门火炬生物医药孵化器有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孵化器

将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医院

等单位共建概念验证中心，携手

医疗机构研究开发，并加强与国

有企业在小试、中试以及市场

拓展方面的深度合作，开创高

校院所医工联合转化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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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查娜）6月

7日，以“AI时代：肝病医疗变革

与生态重塑”为主题的2025第二

届肝病数字健康会议暨中国医

药教育协会肝病专委会学术年

会在上海市召开。

会议期间，肝病数据可信空

间领域首个国家级平台“工信部

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医疗健

康行业分中心肝病数据可信空

间与协同转化平台”正式发布并

启动建设。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工信

部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医疗

健康行业分中心肝病数据可信

空间与协同转化平台”，由中国

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工信部密码

应用研究中心）联合北京陈菊梅

公益基金会及中国医药教育协

会共同立项，中国医药教育协

会肝病专委会组织实施，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贾

继东教授为项目牵头人。

该 平 台 依 托 国 家 工 业 互

联 网 标 识 解 析体系，计划在 3
年内构建覆盖 100 家以上三甲

医院的分布式肝病数据协同网

络，实现数据的可信汇聚、联通

共享与协同转化，支撑科研攻

关、临床应用和政策制定，赋能

肝病防治体系智能化、系统化

升级。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副

院长刘文卿表示,“平台建设将

加快专病防治领域的数据要素

化进程，夯实国家级数据底座，

为肝病的精准诊疗、科研创新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关键支

撑。”

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AI）、

大模型、工业互联网等前沿技术

在肝病防治领域的融合应用与

创新实践，全面探讨肝病防治体

系的数智化转型路径与高质量

发展模式。来自全国知名医疗

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医药及数

字健康科技企业的300余位专家

学者共聚一堂，围绕“AI+肝病防

控”的发展趋势深入交流，推动

智能技术在肝病治理中的融合

创新与生态重构。

与会专家指出，人工智能正

成为推动肝病防治提质增效的

核心驱动力，尤其在乙肝筛查、

疾病预测、个体化管理等关键环

节展现出显著优势。加快数字

技术与防控体系深度融合，将为

实现我国 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

炎危害目标注入持续动能。

本次大会设置“诊疗管理突

破”“研究技术变革”“行业生态

重塑”三大主题单元，来自全国

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及科技企业

的近 50 位专家，围绕 AI 辅助诊

断、数字活检、多组学中药研

发、专病数据创新转化体系建

设、区域协同机制创新等议题

深入研讨。

在圆桌讨论环节，专家代

表围绕“从数据聚合到生态重

塑”开展交流，提出推动要素

联通、模式协同与机制创新，

实 现 肝 病 领 域 从 信 息 化 到 智

能化、从集成化到生态化的系

统跃升。

当前，肝病防治正步入理念

革新、技术驱动、管理协同的新阶

段。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肝病专委

会提出“一个情怀”（公共卫生情

怀）、“两个融合”（医疗与疾控融

合）、“三个赋能”（行政、专业和数

智技术赋能）理念，聚力探索系统

性重塑肝病防治新范式。

面 向 2030 年 消 除 病 毒 性

肝炎危害的国家目标，人工智

能 和 数 字 技 术 将 持 续 赋 能 肝

病防控提质升级，推动构建高

效、智能、协同、共享的数字健

康新生态，为实现“健康中国”

战略提供坚实支撑。

AI赋能肝病生态变革

肝病数据可肝病数据可信空间与协同转化平台启动信空间与协同转化平台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