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日报讯（记者田佩雯、通讯员常慕君、向
闱）12月19日，在科技成果项目路演上，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6个项目，展示了武
汉大学医工融合的最新成果。

良性前列腺增生（BPH）是中老年男性常见疾
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2013年，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程帆团队联合优诺维医疗公司，研发新型微创植
入式前列腺尿道悬吊手术系统——Urowell手术系
统，基于前列腺段尿道悬吊术（PUL），通过悬吊、压缩
前列腺组织，精准解除由前列腺中叶和侧叶增生所引
起的尿道梗阻，成为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新型BPH微
创手术方式。宣讲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余
伟民表示，目前，这个项目产品已实现小批量生产。

腔镜手术如何做到“刀过无痕”？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副主任医师毛张凡介绍，为使腔镜手术更微创，团
队研发了一套创新的微痕手术系统，通过直径仅1.8
毫米的长穿刺杆经皮穿刺，与从单孔进入的钳头在体
腔内完成组合，进行手术操作，伤口约2毫米，“手术难
度更小、患者恢复快，将来具有广泛应用的潜力。”

“痰咳出来了，很多问题就好办了。”在临床护理
方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二级主任药师胡汉昆介绍
了传染病病房气道护理共融机器人的研发情况。胡
汉昆表示，针对传统清痰方式患者护理易感、上呼吸
道吸痰缺乏柔性与气道贴合、下呼吸道清痰无法触
及等突出问题，采用微纳鞭毛机器人与吸管操作机
器人协同作业，可应对多任务护理、情感护理和消毒
护理，对实现高效安全的传染病护理具有重要意义。

吹口气就可“揪出”疾病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歆、通讯员常慕君、向闱）
吹口气，筛查出肺癌、哮喘等呼吸道疾病；器械末端
变一变，肿瘤按需消融，避免反复穿刺……12月19
日，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大会科技成果项目路演华
中科技大学专场，多项科技成果登台“答辩”。

华中科技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副教授李华曜带来
的“人体呼出气体检测用光电智能传感芯片与微系
统”，通过测量气体特征波段对红外辐射的吸收，集
合多探测器与智能算法，可实现对多种气体的同时
监测，用于人体呼出气中疾病标志物精准识别。借
助华中科技大学医工交叉平台，产品已在医院科室
进行临床验证。

市面上有传统电极、集束电极、灌注电极等不同形
状的电极，以适应肿瘤的形状。华中科技大学青年学者
柴治平介绍的“柔性多爪适形消融器械”，通过调节消融
器械末端形状，实现电极本身“可变形”，医生按需适形
射频消融，避免反复穿刺，缩短患者的治愈时间。

HPV感染者中，仅有很少一部分人群患有宫颈
癌。大量的HPV筛查工作耗费了医疗资源。“宫颈
疾病精准分流的HPV整合检测体外诊断试剂盒”由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团队研发，
该团队找到从HPV感染发展到宫颈癌的过程中的
关键环节“HPV整合”，即高危型HPV感染宫颈上
皮细胞后，大量繁殖并寻找染色体的脆性位点，并插
入到子宫颈上皮细胞的染色体中。试剂盒基于这一
发现研发而成，以“HPV整合”为“裁判员”，提升宫
颈癌筛查效率。

路演现场，点评专家就科研成果进行点评。专
家表示，科研转化不仅关注科技产品本身的创新性，
还要关注成本、竞品、后续规划、产业化程度等，这些
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科研转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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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医工交叉创新
“最初一公里”
——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大会暨首届医疗

器械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会侧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文俊 通讯员 常慕君 向闱

腔镜手术可“刀过无痕”

“喝咖啡减肥”有望成为现实

湖北日报讯（记者陈熹、通讯员常慕君、向闱）
可祛痘的精华、可减肥的咖啡、可抗衰的化妆品原材
料。12月19日，在科技成果展示路演活动中，时珍
实验室专场展示的6项研究成果，有3个项目都聚
焦美业，将现代科技手段与古老的中医药结合，以期
进入医美产业赛道。

“我国是全球化妆品消费第二大市场，如今，成分
党、功效党成为主流，活性原料将成为产品竞争力的关
键。”曾在医药企业工作多年的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石
召华主持的“基于湖北特色中药资源的功能化妆品新
原料的开发及应用”项目，针对高活性植物原料基础研
究薄弱、生产水平低等问题，瞄准中医药抗皱、美白、祛
痘、抗敏等优势，构建了开发技术平台，建立可产业化
的制备工艺及质控标准，开发出一系列原料产品。

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文莉展示的“远志在制备
皮肤抗衰老日化产品中的应用及其制备的抗衰老日
化产品”项目，历经20多年的研发，采用药效学筛
选、分子生物学等技术，筛选出药材远志中具有抗
炎、抗氧化、促进保护胶原蛋白的有效组分，解决晒
后胶原蛋白断裂、抗皮肤炎症与氧化等问题，可以抗
衰，也能祛痘，可做成洁面、精华等护肤品。

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陈运中主持的“调脂控糖
咖啡”，或能让喝咖啡就能减肥变成现实。项目组成
员蔡羽副教授介绍，2型糖尿病在中医古籍中有“消
渴”之称，中医学对其研究和治疗历史悠久。该研究
合理配伍中药材、建立质控方法与指标，开发了调脂
控糖的面条、方便米饭、咖啡、饼干等一系列适合预
防糖尿病及糖尿病早期病人食用的功能性食品。

“我们正进入科技转化的大潮
流，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是科技转化
的原动力，要围绕一系列‘卡脖子’技
术难题攻坚克难。”中国工程院院士
马丁说。

“从基础研究前沿探索到应用推
广，高端医疗装备产业创新全链条有
赖于医工交叉融合创新。”从上海赶
来参会的联影集团董事长薛敏说。

“这次湖北十大医工交叉创新成
果的发布，是对我们这个团队、对中
国科学院精测院多年积累下研发出
的这一成果的鼓励。”中国科学院精
测院院长周欣研究员说。

12月19日，湖北省医工交叉创
新大会暨首届医疗器械科技成果展
示交易会在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会议由湖北省科技厅主办，湖
北技术交易所、湖北产业创新与育成
中心承办，会议主题为“医工交叉创
新领地‘信号塔’技术资本人才融合

‘高速带’”。500余名来自各地的院
士专家，高校院所、医院、企业、投融
资机构、技术转移机构代表参会，相
关专家围绕会议主题发表真知灼见。

集成科技创新全链条

会上，聚焦医工交叉领域科技成
果转化“第一公里”融资难题，湖北医
工交叉创新发展金融赋能计划发
布。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获悉，截至目
前，该计划已汇聚浦发银行科技快速
贷等各类金融（类金融）产品近50
项，资金计划已超过160亿元，有关
服务产品已在科惠网同步上线。

“我国大部分医学科技创新基础
研究与专利技术仅停留于实验室阶
段，未实现产业化。”马丁院士表示，科
技转化并不应该只是纯科学研究人员
的专属，基础实验人员更注重实验的
科学性，往往忽略研究的目的性和应
用性，即使进入转化阶段，由于不是使

用方，往往举步艰难，阻力重重。
省科技厅副厅长夏松表示，该厅

发布湖北医工交叉创新发展金融赋
能计划，旨在沿着医工交叉产业，打
通“最初一公里”，集成覆盖研究开
发、概念验证、种子基金、产业投资、
银行信贷、科技保险等医工交叉领域
科技创新全链条的金融生态链体
系。国内科技成果转化产出较慢，除
了存在研究与产业“两张皮”等问题
外，还跟金融、资本对“最初一公里”
的项目支持力度不够有关。打通科
技成果迈向市场化、产业化，从实验
室走向工厂、从书本走向市场的“最
初一公里”，特别需要金融投资的全
力支持。

湖北医工交叉优势显著

会上，2023年湖北省十大医工
交叉创新成果发布。成果之一的人
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系统，由中国
科学院精测院周欣团队完成。该成
果是全球首个可用于气体成像的临
床多核磁共振成像产品，获批国家三
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超极化技术、超
快肺部气体成像技术、人体多核磁共
振成像技术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成
功“点亮”肺部盲区，成为肺部重大疾
病早期诊断利器。

周欣表示，这次会议强调的“鄂
研、鄂产、鄂销、鄂用”给我们湖北科技
工作者很大的鼓舞，能够让更多的科
技创新成果落地湖北、辐射全国、走向
全球。医工交叉创新需要多方协调推
进，很多诺贝尔奖的成果都是学科交
叉产生的，医工交叉在湖北具有很好
的优势，是湖北从科教大省变为科教
强省的一个非常好的发力点。

成果之一的全国产时序可控脉
冲铥激光复合治疗仪，由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王行环团队完成。该成果不
仅能够实现对“人体顽石”的粉末化，

还能高效气化切除肿瘤组织，其核心
部件“时序可控脉冲掺铥光纤激光
器”取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有望占
领铥激光科学研究与医疗应用的技
术高地，打破国外产品垄断。

王行环表示，医工交叉的潜力被
严重低估，我们需要互相信任医研企
合作机制，互相信任投资研发环境，
医研企协同创新新生态。

产学研医融合引领产业升级

医工交叉产学研合作签约仪式
上，复合手术室应用示范、超敏无创
脊髓神经弱磁信号探测系统等14个
项目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达3.0679
亿元。

复合手术室应用示范项目签约
双方，为光谷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光谷院区）和武汉联影智融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记者获悉，该项目
为全球首创全域自研的三合一复合
手术室，填补了国际、国内在超高端
医疗诊疗领域整合能力的空白。项
目不仅配备自主研发、业界顶配的硬
件系统，还有匠心打造、安全高效的
软件系统，以及全流程、一体化的临
床及服务解决方案。

“我们将汇聚集团之力，持续深
耕湖北，助力万亿级大健康产业发
展。”联影集团董事长薛敏说，联影扎
根湖北，见证并推动中国高端医疗装
备产业从0到1、从弱到强的深刻变
迁。系列高性能医学影像设备、生命
科学仪器、球管等“卡脖子”核心部件，
完成从0到1突破并实现量产。通过
产学研医深度融合，加速新技术产业
转化，推动一系列临床科研探索与术
式创新。科技大爆炸时代，迎来行业
跃迁的战略窗口期，创新技术跨界交
融，产业边界不断拓展，附加价值持续
提升。“未来，我们将通过产学研医融
合，共同引领大健康产业升级改革。”

汇聚各类产品近50项 资金池已逾160亿元

湖北医工交叉创新发展金融赋能计划出炉
湖北日报讯（记者文俊、通讯员

常慕君、向闱）加强医工交叉融合，推
动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12月
19日，湖北医工交叉创新发展金融
赋能计划发布。截至目前，该计划已
汇聚各类金融（类金融）产品近50
项，资金计划超过160亿元，有关服
务产品已在科惠网同步上线。

资本是推动科技成果走向产业的
关键要素，也是助力科创企业做大做强
的“源头活水”。在省委、省政府的指导
下，省科技厅发起湖北医工交叉创新发
展金融赋能计划，旨在充分发挥财政资
金的导向作用和放大效应，撬动各类社
会资本提供投资、贷款等服务，搭建政
企银沟通桥梁，建立覆盖医工交叉领域
科技创新全链条的金融生态链，促进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

据悉，该计划在科惠网开设医工
交叉金融赋能计划专区，持续发布贷
款、投资、保险、债券等多元化的科技
金融服务产品信息，常态化开展科技
企业、创业团队资金需求征集工作，联
合业内专家进行评价诊断；建立企业
融资项目库，并分类对接不同资金渠

道，提高金融服务效率，联合医工领域
龙头企业、科创企业和团队、金融机
构、投资机构，充分发挥金融体系的资
金融通、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价格发
现、激励功能，促进技术、资本、人才多
要素融合，形成良性生态圈。

“我们的后续研究非常需要研发
资金，这次大会上，我们向专业的投
资人展示了自己的优势。”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第二临床学院）胡汉昆教
授此次带来“传染病病房气道护理共

融机器人的研发”成果现场路演展
示，他告诉记者，此次160亿元的资
金计划发布让他看到了希望。

“此次，浦发银行为湖北医工交
叉创新发展金融赋能计划支持30亿
元科技信用贷产品。”浦发银行武汉
分行行长李征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
人工器官、创新医学影像、AI大数据
辅助药物研发等医工交叉领域科技
创新热点方向的支持力度，助力“科
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12月19日，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大会暨首届医疗器械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会在武汉东湖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图为大会现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宇欣 实习生 李越 摄）

聚科研心血 传健康福音

湖北十大医工交叉
创新成果发布

湖北日报讯（记者文俊、通讯员常慕君、向闱）12月
19日，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大会暨首届医疗器械科技成
果展示交易会上，2023年湖北省十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
发布。此次发布的成果以用为导向，由产业界、学术界和
科技管理部门的专家共同评选，是一批自主水平高、技术
含量足、应用前景广、市场潜力强的科技创新成果。这十
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分别是——

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系统，由中国科学院精测
院周欣团队完成。该成果是全球首个可用于气体成像的
临床多核磁共振成像产品，获批国家三类创新医疗器械，
在超极化技术、超快肺部气体成像技术、人体多核磁共振
成像技术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成功“点亮”肺部盲区，成
为肺部重大疾病早期诊断利器。

房间隔造孔心房分流器，由武汉唯柯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陈松团队完成。该成果同时获得了中、美两国药监
部门创新医疗器械认证，能够精确调整心房压力和流量，
有效改善心脏血液循环，填补了国内心衰治疗器械领域
的空白，为数百万心衰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宫颈疾病及宫颈癌精准筛查检测体系，由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马丁院士团队完成。该成
果在HPV病毒定量分型、探针库捕获增强技术、患癌风
险定值等方面全面突破，实现了宫颈炎症和宫颈癌的精
准甄别，建立了宫颈癌风险分层、精准诊疗的可量化全新
闭环体系。“HPV病毒基因整合核酸检测试剂盒”是全球
首个HPV整合检测产品。

肠息肉电子下消化道内窥镜影像辅助诊断软件——
内镜精灵，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于红刚团队完成。该成
果是全国首个结直肠镜检查质量控制及辅助诊断产品，
获创新医疗器械三类认证，也是全球首创的基于深度学
习的AI消化内镜质量控制和辅助诊断系统，被称为内镜
医生的“第三只眼”。

心脏不停跳心肌切除器，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魏翔团队完成。该成果建立了一套全球
首创的经心尖/心脏不停跳/室间隔心肌切除术，将原本需
要至少4小时的开胸手术，变为仅需1小时就能完成的微
创小切口手术，实现了我国在肥厚型心肌病治疗领域跨
越式发展。

新型细胞化心脏瓣膜替代物，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董念国团队研发。该成果是国际首个生
物力学性能优良且具备自我生长与重塑能力的细胞化瓣膜
替代物，实现生物材料由惰性置换到活性再生的根本性变
革，获湖北省首届转化医学创新大赛的“最具投资价值奖”。

全国产时序可控脉冲铥激光复合治疗仪，由武汉大
学中南医院王行环团队完成。该成果不仅能够实现对

“人体顽石”的粉末化，还能高效气化切除肿瘤组织，其核
心部件“时序可控脉冲掺铥光纤激光器”取得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有望占领铥激光科学研究与医疗应用的技术高
地，打破国外产品垄断。

临床全数字PET，由华中科技大学谢庆国团队完
成。该成果成功研发全球首台临床全数字PET，其发明
的多电压阈值采样法解决了高速脉冲精确数字化的世界
难题，设备空间分辨率等性能逼近物理极限，单床位成像
速度达到当前全球第一，已有6款设备获得三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进入市场。

神经外科手术导航定位系统，由武汉联影智融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谢强团队完成。该成果作为全球首创导航
定位一体化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采用导航及定位功能
一体化集成和高效无创的结构光注册方式，显著提升术
中导航精度和注册效率，减少创伤，提升患者受益，产品
于2023年成功获批上市。

超高密度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由武汉衷华脑机融
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黄立团队完成。该成果完成了世界
首创的双通道双向神经测量调控芯片的设计和6.5万级
通道超高密度微针阵列的制备，现拥有国内外相关专利
140余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湖北医工交叉创新发展金融赋能计划启动现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宇欣 实习生 李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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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相关科研团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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