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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场强磁共振可让临床诊断更精准，

也能为脑科学等重大前沿科研提供精

细的结构和功能成像，是科研领域必

不可少的科学仪器。然而，磁共振的

研发涉及学科门类繁多，技术体系精

密复杂，研发难度极大，高场磁共振

研发壁垒尤其高筑。 

长期以来，由于无法掌握核心

部件和技术，国产磁共振设备主要

占据中低端市场，高端影像设备国

产 率 不 足 5%，3.0T 磁 共 振 100%

依靠进口。而进口设备价格昂贵，

我国百万人口磁共振拥有量不足美

日等国十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明确指出：

“高端医疗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成

为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联影医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强说：“从成立之初，联影就下

定决心要改变行业现状。改变的唯

一途径就是自主创新。项目启动伊

始，我们就定下创新的目标：必须

深度融合产学研医各界力量，必须

对标国际最先进水平，必须实现所

有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

不仅仅是要填补国内设备领域的空

白、实现人有我有，更要人有我优，

甚至人无我有，在国际上实现真正

的引领。这是一条最为艰难、却注

定能够长远的路。”

于是，一家上海民企，联手中

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及京沪

三甲医院，研发成果在京沪多家研

究型医院落地生根，这究竟是一个

怎样的“神仙”组合？“当时在国

内敢做高端医疗设备研发的团队，

屈指可数。”同为“海归”，同样

怀揣造出中国人的高端医疗设备梦

想，首席科学家、中科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郑海荣和联影医

疗创始团队，可算惺惺相惜。

参与磁共振设备研发攻关项目

的科研人员，被联影医疗和中科院

深圳先进院同时聘用，来去自由。

而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在内部也划定

了相应的科研特区。“10 年内，参

与这个项目的科研人员，先进院不

以申报项目、发表论文为考核指标，

也不影响他们工资收入和职称评定，

为的就是让他们安心攻克一个科研

难题。”项目首席科学家、中科院

深圳先进院研究员郑海荣说，考核

评价机制的改变，犹如一支转向的

指挥棒，导向了勇闯无人区。在这

个实验室，科研团队不仅把我国在

高场磁共振、多功能超声等领域的

研究技术推向新阶段，还把研究成

果高效地转化为造福民众健康的产

品。2012 年，院企联合攻关研制出

第一批 1.5T 磁共振设备

“设备在刚研发出来的时候，

往往需要通过顶尖高校、医院在使

用过程中发现问题，通过不断磨合

解决问题，才能让设备优化改进。

这个过程也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能

产出很多科研文章与专利。”张强

介绍说，“当时我国高端影像设备

国产率不足 5%，最高端的 3.0T 磁

共振设备更是完全靠进口。”

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成为敢吃螃

蟹的第一人。“联影的磁共振设备早

期还不成熟，联影的研发人员就与我

们密切沟通，还派了技术人员驻场医

院，第一时间吸收我们反馈的问题和

希望优化的方向，及时改进并不断优

化设备的参数和性能，让设备更加贴

合医院的临床需求。如今联影图像质

量、扫描速度各方面都达到国外产品

的同等水平，某些领域甚至实现了超

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射科

主任曾蒙苏如是评价。

联影的一系列产品获得我国一

批顶尖三甲医院的认可，并且深入

到全国近千家医院。国产磁共振国

内市场占有率从 2013 年 14% 提升至

41%，推动了高端医疗设备的普及。

此外，联影磁共振同时逆向输出至

美国、欧洲等多个国家，产生了重

大经济与社会效益。我国由净进口

国转变为出口国，打破了跨国公司

长达 30 多年“一统天下”的局面，

国际产业格局有望被重塑。

“21 世纪的科研已经不是一个

人‘单打独斗’，必须依靠团队合

作的力量。同时，需要多学科创新

联动，医疗器械更是多学科交叉的

领域，离不开产学研医的深度融合。

期待未来高端医学影像设备成为继

高铁后的第二张‘中国名片’！”

这是项目团队所有人的心愿。 

上图：“高场磁共振

医学影像设备自主研

制与产业化”项目核

心团队在人民大会堂

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