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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是医疗装备创新转化的起点和落脚点

范先群：创新应聚焦于临床关键问题
因杨瑞静

近日，在 2024第六届 CMIA医学

创新大会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范先群指出，近

年来，国产医疗装备的占有率逐渐提

高。面对我国医疗装备创新转化现状，

范先群表示，医疗行业的实际需求是推

动该产业技术进步的核心动力，在医疗

装备的研发过程中，临床需求应当发挥

关键作用。“真正的创新应聚焦于临床关

键问题，而非仅仅追随市场现有产品。”

向高端市场突破

医疗装备产业是关系人类生命健

康的多学科交叉、知识密集、资金密集

型高技术产业，也是“医 +X”多学科合

作的产物。医疗装备产业发展水平代表

国家的综合实力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近年来，我国医疗装备生产企业

的数量快速增长，但仍以生产技术要

求相对较低的 I 类和 II 类医疗装备为

主。以眼科为例，范先群提到，眼科大

部分产品仍然依赖进口。从全球市场

来看，预计到 2024 年医疗器械市场规

模将达到 6000亿美元。相比之下，“我

国医疗装备行业投入研发的总费用远

低于世界上大型医疗装备企业的研发

投入。这与我国巨大的医疗市场不相

适应。”范先群说。

他同时指出，随着国家鼓励创新医

疗装备研发生产、医疗装备国产化及进

口替代政策的实施，自主创新的医疗装

备将会加速涌现，产品将实现从中低端

市场向高端市场的不断突破。

创新围绕临床需求展开

科技成果转化过程通常被描述为

从 0到 1，再从 1到 10，最终达到从 10

到 100的过程。在范先群看来，从 0到

1 阶段是最关键的，“这个阶段涉及如

何将临床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并研

究出成果。没有这个基础，后续的转化

工作都无从谈起”。

从 0到 1的关键人，则是医生和医

学科学家。“医生作为临床问题的发现

者和科学问题的提出者，扮演着桥梁的

角色，负责将问题转化为科学研究的课

题。”范先群还表示，医院既是研发的起

点，也是最终产品的落地点，因此，整个

创新过程均围绕医疗机构展开。

医疗设备技术的革新促进了相关专

业领域的进步，如心脏瓣膜疾病治疗、心

导管介入治疗等领域正快速发展。同时，

科学家和企业家，尤其是那些从事基础研

究和技术研究的科学家，通过创办企业极

大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发展。

政策环境亦在持续优化中，国家

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

策，包括赋予科研人员对成果的所有权

和长期使用权等。鉴于医疗装备创新转

化的巨大市场潜力，范先群呼吁：“广大

临床医生要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

我国医疗事业的进步贡献力量。”

范先群

本报讯 6月 12日，中国人体健康

科技促进会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

交流服务中心共同启动身体活动能力

评估与干预技术人才培养项目，培训

工作计划于 2024 年 6 月开展。

该项目以切实提高学员技能水

平为目标，以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为己

任，旨在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加强全民健身

指导服务，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方法”

精神，落实《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运

动前需了解患病史及家族病史，评估

身体状态，鼓励在家庭医生或专业人

士指导下制定运动方案，选择适合自

己的运动方式、强度和运动量，减少运

动风险”等具体要求。

为加强对项目实施工作的领导、

协调和指导，建立长效部门协作机制，

项目成立身体活动能力评估与干预技

术人才培养项目组及办公室，项目组

为项目管理机构，项目办公室为具体

执行机构。

为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培训质

量，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依托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作为项目

标准化实训基地与师资培养基地。为加

快构建和完善项目培训体系，根据项目

进展情况，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将

制定《项目实训基地管理办法》，执行遴

选、管理实训基地工作。

项目培训内容包括概论、运动基础

知识；检前风险评估；基本运动素质评

估；心肺运动功能评估；方案设计（促进

健康的体能训练、科学运动方案的制

定、身体活动能力评估报告的书写与解

读）；项目的应用。本次培训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学习形式，线上学习理论基

础，线下加强理论及实践技能培训，中

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负责培训组织

和培训管理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负责培训后的理论考核的组织实施

工作，包括命题、组卷、评分及成绩发布

等；实践技能考核通过的学员方可参加

理论考核，实践技能考核由中国人体健

康科技促进会在培训过程中具体组织

实施。 渊陈祎琪冤

身体活动能力评估与干预技术人才培养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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