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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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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

的呼声终于“靴子落地”。

自 7 月 1 日起，北京市将 16 项治

疗性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基本医疗

保险门诊甲类报销范围。同日，根据辽

宁省医保局印发的《关于调整辽宁省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的通知》，该省正式

实施将胚胎培养、胚胎移植术等 18 项

辅助生殖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目录。而

此前，江西、湖南、四川、湖北等地也发

布过拟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

的消息。

“将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是一件

利国利民的好事，不仅能缓解不孕夫妇

的经济压力，还是一种应对我国生育率

低迷状态的有效手段。”近日，中华医

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妇

幼保健院主任医师黄国宁告诉记者，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育政策调整，很

多高龄女性加入生育队列，其面临的生

育问题更加复杂，对辅助生殖的需求也

更加迫切。

不孕发病率逐年上升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21 年

10月 29 日印发《不孕不育防治健康教

育核心信息》，提示不孕不育是由多种

因素导致的生育障碍，其治疗手段多

样，通过生活方式调整、中西医药物治

疗、手术治疗、心理疏导等综合手段，

可以使 80%~90%的患者获得妊娠，仅

有少部分患者需要应用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治疗。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指运用医学

技术和方法对配子、合子、胚胎进行医

疗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分为

人工授精技术、体外受精 - 胚胎移植

技术及相关衍生技术。

最新全国生殖健康流行病学调查

分析结果显示，2007 年至 2020 年间，

我国不孕发病率已从 12%升至 18%。以

此推算，到 2025年，我国不孕症患者人

数将达到 6000万左右。

近年来，我国辅助生殖技术快速发

展，每年各项技术服务总周期数超过

100万，出生婴儿数超过 30万。

“不过，即使在技术如此先进的今

天，试管婴儿也不是 100%成功的。”中

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曾表示，一对夫妻

就算完全健康，女性的自然受孕率也只

有 20%，而且多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周

期。试管婴儿也是如此，健康的胚胎放

进母体内，同样只有 20%的受孕率，且

与自然受孕不同的是，试管婴儿几个月

才能做一次。所以，如果选择做试管婴

儿，父母亲需要做好多次培育的准备。

当然，除了多次培育的耐心，辅助生殖

的费用也是一个家庭不小的支出。

2018 年，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

会发布的《中国高龄不孕女性辅助生殖

临床实践指南》显示，女性 35岁以下非

卵巢因素等不孕症妊娠率在 45％～

50％，2018 年单次取卵周期价格为 3.3

万元 ~4.2万元。

智能化与自动化的发展趋势

为了更好地规范辅助生殖技术发

展，2015 年以来，国家卫生主管部门相

继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

导原则（2015 版）》《关于规范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审批的补充规

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

原则（2021版）》等文件。

数据显示，2016 年至 2021 年 6 月

底，全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的医疗机构从 451家增加到 539 家，经

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从 23

家增加到 27家，各省区市均有开展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

黄国宁告诉记者，我国每年试管婴

儿（IVF）周期 +冷冻胚胎移植（FET）周

期约近 1000万枚胚胎需要体外培养，随

着辅助生殖技术（ART）需求不断增长，

需要更多的生殖中心及专业技术人员。

在体内，胚胎处于一个无光、恒温、

恒湿、低氧的环境，母体内分泌及子宫/

输卵管内分泌环境极为复杂，胚胎在受

到母体保护的环境下生长发育。但在

体外，胚胎自身不具备任何屏障和保护

功能，可能暴露于含有有害气体的空气

中，面临温度、渗透压、pH 等变化的应

激，削弱胚胎的发育潜能。

而一个辅助生殖治疗全周期是一

个极其专业复杂的过程，从术前检查、

取精、取卵到卵子精子评估选择，再到

卵裂胚培养、囊胚培养、评估选择、移

植以及冷冻等，妊娠后经过一系列产

前筛查，最后才有可能迎接一个健康的

宝宝。

这其中，IVF 实验室是极为重要的

部分，对治疗结局有重要影响。“严格

的实验室质量控制与质量保障系统将

为胚胎的生长发育提供相对稳定的场

所，对于实现稳定、可靠的 IVF 成功率

具有重要作用。”黄国宁认为，实验室

技术的规范化、标准化、智能化以及自

动化，再加上严格的质量控制，是保障

IVF 技术成功率的关键。

特别是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

医学领域的渗透，辅助生殖技术在实验

室阶段的标准化、智能化、自动化成为

必然趋势。“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条件

的标准化，寻找到正常发育的胚胎，提

高辅助生殖治疗的成功率。同时，还可

以大大节省实验室工作人员时间与成

本。”黄国宁说。

产品国产化步伐加快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

要“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加快转变健

康领域发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维护

和保障人民健康”。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

政策体系。

而加强对生育的支持，既要保障

“愿意生”，又要保障“生得好”。特别是

在大量高龄孕妇存在的现实背景下，优

生优育的意义更为重要。香港中文大

学生育力保存研究中心主任蔡光伟告

诉记者，辅助生殖技术不仅仅是解决不

孕不育家庭“能生”问题，更要让那些

携带遗传病基因的家庭实现“优生”的

目标。

以辅助生殖培养液为例，其贯穿于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所有实验室

流程，包含取精取卵、卵子精子评估选

择、受精、卵裂培养、囊胚培养、胚胎评

估选择、植入前胚胎遗传学筛查及诊

断、胚胎冷冻和移植等。

“培养液就好比胚胎发育过程中

的‘衣食父母’，不可或缺。在胚胎体

外发育的过程中，培养液模拟了胚胎

在母体内发育的内环境，如同种子与

土壤的关系，为其提供赖以生长的养

分。”蔡光伟表示，辅助生殖培养液品

质直接影响胚胎植入成功率、胚胎的

质量和发育潜能。

但长期以来，胚胎的培养液一直没

有形成国产化品牌，掣肘了我国辅助生

殖技术的发展。

利好的消息是，国内一直深耕辅助

生殖领域全产业链布局的医疗器械公

司贝康医疗近日宣布收购新加坡

BMX，完成对胚胎培养液、培养箱和玻

璃化冷冻仪等产品管线的有效补充。

“通过收购 BMX 开启全球化进程，既

要把国外的高质量产品引进来，也要让

中国的创新医疗产品走向世界。”贝康

医疗首席财务官殷乐骏告诉记者。

业内人士表示，辅助生殖培养液开

发技术壁垒高、监管严格、研发周期

长，而此次收购将使我国辅助生殖培养

液和培养箱临床依赖进口程度高的局

面得到改观。

“相信在国家利好政策的鼓励和支

持下，伴随高新技术与创新产品在辅助

生殖领域的推广应用，越来越多的不孕

不育患者能享受到政策与技术的‘红

利’，进而推动优生优育理念落到实

处，共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健

康中国建设。”黄国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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