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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制造医疗影像设备的

技 术 门 槛 非 常 高 ，国 内 大 多 数 高 端 医 疗

影 像 设 备 长 期 依 赖 进 口 。 2011 年 ，一 家

名 为 联 影 医 疗 的 中 国 企 业 ，成 为 行 业 探

索者。

2014 年 5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上 海

考 察 时 ，在 联 影 医 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超 导

MR 系统、超高分辨率 PET—CT 系统、数

字化 DR 机等大型医疗设备面前，公司负

责人向总书记介绍这些产品拥有完全的自

主知识产权，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们为国

争了光，要求有关方面做好政策引导、组织

协调、行业管理等工作，加快现代医疗设备

国产化步伐，使我们自己的先进产品能推

得开、用得上、有效益，让我们的民族品牌

大放光彩。

近年来，联影医疗自主研发了一系列

高端医疗影像设备，并且输出至美国、日本

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困难也要上，别
人花 1 小时，我们花 10
小时”

联影集团董事长薛敏，本身就是磁共

振领域的专家。1998 年，他创办磁共振公

司迈迪特，并率团队研发制造出 1.5T 超导

磁共振系统。

“部分零部件，外方要价越来越高。可

如果不买，我们就要停产。”薛敏发现，当时

国内高端医疗装备市场中，80%的 CT（计算

机层析成像）、90%的 MR（磁共振）、100%的

PET—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产

品均为外资品牌。而且，核心部件都掌握

在外方手里。

“从零起步，蹚出一条路来！”薛敏想。

2011 年 3 月，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开始布局 CT、MR 等七大高端医疗

设备产品线，薛敏时任首席顾问。

许多人给薛敏建议：“企业初创，最好先

从中低端设备做起，可先专攻一条线。”但薛

敏说：“必须全线覆盖、自主研发；必须掌握

全部核心技术；必须对标国际顶尖水准。不

全线发力，不足以撼动行业固有的格局；没

有自主研发，不足以打造差异化品牌。”

当年研发 CT 引导的直线加速器时，曾

有同行劝现任联影医疗放疗事业部研发总

监的王理：“不要碰，那是个无底洞，我们花

了 10 年也没取得大的成果。”

王理说：“我们偏不信邪，有困难也要

上，别人花 1 小时，我们花 10 小时。”他和同

事们一起，一页页查文献、一次次寻找技术

突破点。

2014 年 12 月 31 日，虽然是跨年夜，但

所 有 人 都 在 做 实 验 。 正 忙 时 ，突 然 停 电

了 。“ 所 有 人 都 没 走 ，大 家 都 沉 浸 在 工 作

中。”王理说，后来有人买来蜡烛，大家伴着

烛光，忙到凌晨。

2017 年 7 月 9 日 ，由 联 影 医 疗 研 发 的

CT 引导的直线加速器在苏州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首次临床试验成功。

未 知 的 航 程 ，总 与 旋 涡 、激 流 相 伴 。

2012 年，现任联影医疗功率部件事业部研

发副总裁的曹彬着手研发梯度功率放大

器。这是磁共振系统中研发难度最高的关

键部件之一。梯度功率放大器是一个高电

压、大电流部件，如果实验出问题，随时可

能引发触电、平台失控或爆炸起火。

研发中，曹彬需要验证所有参数，但要

把平台功率推到满功率输出，就有可能发

生危险。穿着专业的防护装备，曹彬毅然

按下了满功率输出的按钮……

一轮轮改版、评审、测试……曹彬和研

发人员住在公司旁边的宿舍里，每天忙到

凌晨。回到宿舍，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

又准时回到实验室。

辛苦没有白费。 2017 年 8 月，联影医

疗磁共振实验室内，我国自主研发且实现

产品化的大功率梯度放大器诞生。4 年后，

联影医疗又研发出 3.5 兆瓦的梯度功率放

大器，其核心功率能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目前，联影医疗已构建了包括医学影

像设备、放射治疗产品、生命科学仪器、医

疗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内的完整产品线布

局。同时，实现核心部件自研比例业界领

先，推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90 余款

产 品 ，部 分 产 品 和 技 术 实 现 世 界 范 围 内

领先。

“前瞻创新，是安身
立命之本”

作为行业后来者，联影为何能实现“创

新引领”？

“对于联影来说，前瞻创新，是安身立

命之本。”薛敏解释，“我们坚持‘两条腿走

路’。‘一条腿’是开发当前市场主流产品；

‘另一条腿’是针对行业未来 5—8 年的技术

做前瞻研究和布局。”

拿起一个巴掌大小的探测器模块，联

影医疗分子影像事业部副总裁安少辉感

慨：“10 年前，我根本不敢想它可以做到这

么小，根本不敢想分子影像设备时间分辨

率能提升到 200 皮秒以内。”时间分辨率按

皮 秒 计 算 。 1 皮 秒 ，为 1 万 亿 分 之 一 秒 。

2016 年 ，同 类 产 品 还 处 于 300—400 皮 秒

量级。

“理论上看，PET—CT 的飞行时间精

度还能优化，我们可以试一试。”薛敏认为。

小于 200 皮秒，是产品性能跨越的关键

指标。每提升 1 皮秒，研发难度就会几何级

增加。放眼全球，当时还没有企业能做到

200 皮秒以内。

研发中，从芯片的晶体到加工尺寸，再

到设计结构，安少辉等一批联影医疗与联

影微电子的科研人员不断尝试，不断攻关。

分子影像团队等其他部门的人也赶来

助力。董筠，联影医疗分子影像事业部资

深专家工程师，他与团队开发出一种新算

法，可以高效算准海量数据。

2023 年 2 月 ，联 影 医 疗 发 布 新 一 代

PET—CT，首次将分子影像设备时间分辨

率提升到 200 皮秒以内。

锚定前瞻创新，不断超越、领跑，这样

的故事在联影接连发生。如今，联影医疗

世 界 首 款 Total—body PET—CT uEX⁃
PLORER、业 界 首 款“ 时 空 一 体 ”超 清

TOF PET/MR uPMR 790、超高端 CT 天

河 640、智能数字 PET—CT 等一批高端设

备，已经进驻全球顶尖临床与科研机构。

“只有领跑，别人才能看到你。”联影的

科研团队感慨。当前，联影集团已有超过 1
万名员工，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46%。

“有此成绩，得益于
产学研医密切合作”

联 影 医 疗 总 部 坐 落 在 上 海 嘉 定 工 业

区 的 产 业 创 新 园 内 。“ 上 海 营 商 环 境 好 ，

创新资源丰富，研发人员可以‘埋头研发

无 忧 愁 ’。”联 影 医 疗 董 事 长 张 强 说 ，“ 联

影 医 疗 有 此 成 绩 ，得 益 于 产 学 研 医 密 切

合作。”

“高场磁共振医学影像设备自主研制

与产业化”项目，就是其中典型代表。这一

项目由联影医疗牵头，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共同完成。

2021 年 11 月，该项目荣获 2020 年度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放射科主任曾蒙苏说：“我们在临床使

用过程中与企业无缝对接，一起不断调整

设备，优化设备整体性能，唯有协同创新才

能实现超越。”

“忘不了的，还有一大批医院和专家不

计回报，给予我们全力的帮助。”联影放疗

事业部应用物理部高级经理周婧劼说。

为了研发出一站式放疗设备，大幅提

升放疗效率、缩短患者等待时间，复旦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放疗中心带头人章真与联影

科研人员携手，加班加点讨论、验证与临床

测试，最终共同完成了这项技术创新与临

床落地。“科研我们在行，但临床还得靠章

真主任及团队大力推进。”周婧劼说。

“得益于国家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我们

的设备生产无忧；得益于医院助力，我们的

研发不缺平台；得益于学校培育人才，我们

的科研力量源源不断……10 多年来，各行

业给予我们帮助的案例讲不完。”联影医疗

放疗事业部副总裁章卫说。

如今，联影医疗装机覆盖 31 个省份，高

端医疗影像设备用上国货，价格不再像以

往那样高昂，医疗费用也下降了。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当下，联影正

在中国高端医疗装备蓬勃发展的产业大潮

中，继续勇闯新路！”薛敏说。

上海联影医疗科研团队12年来自主研发系列高端医疗影像设备——

“从零起步，蹚出一条路来”
本报记者 谢卫群 方 敏

初秋的沈阳，碧空如洗。东

北大学校园，绿草如茵。

刘长春体育馆西侧，阳光洒

在 刘 长 春 的 雕 像 之 上 。 时 针 拨

回到 90 多年前，东北大学学生刘

长 春 作 为 第 一 位 正 式 参 加 奥 运

会 的 中 国 运 动 员 ，参 加 了 男 子

100 米、200 米项目比赛。刘长春

的 雕 像 目 光 坚 毅 、身 姿 矫 健 ，这

也 正 是 东 北 大 学 百 年 拼 搏 奋 进

的写照。

1923 年，东北大学诞生于白

山 黑 水 间 ，成 长 于 民 族 危 难 之

际 。 百 年 风 云 激 荡 ，“ 实 干 、报

国、创新、卓越”的精神深深融入

东北大学的基因。砥砺奋进，与

新 中 国 同 向 同 行 ；攻 坚 克 难 ，突

破“卡脖子”难题；立德树人，恪

守 育 人 初 心 ……“ 自 强 不 息 、知

行 合 一 ”的 百 年 东 大 ，正 走 在 建

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

道路上。

激 荡 爱 国 之
心，矢志报国脚步
从未停歇

“ 五 月 的 鲜 花 开 遍 了 原 野 ，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

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

抗 战 不 歇 ……”每 年 12 月 9 日 ，

东 北 大 学 校 园 里 都 会 响 起 熟 悉

的旋律，师生们诵读校史长诗、

吟 咏 名 篇 名 作 。 一 首 首 铿 锵 激

越的诗歌，把同学们带回百年前

的岁月。

东北大学副校长孙雷介绍，

从成为“一二·九”运动的先锋队

和主力军，到 1936 年参与“停止

内战、团结抗日”请愿游行，再到

唱响《五月的鲜花》中的东大旋律

……以宋黎、丛德滋、苗可秀、魏震五等为代表的东大学子前赴

后继，冲锋在抗日救国第一线。

新中国成立之初，东北大学以“工业兴国”为己任，参与抚顺

铝厂创建与钒钛磁铁矿冶炼，创办我国首批工业电气化自动化

专业，开创我国振动利用工程学科。一批批专家学者从这里起

步，一项项科研成果在这里诞生。

改革开放后，东北大学发挥信息学科优势，成立大学科学

园。一所大学带动一个城区，一个园区催化一方热土，在东北大

学成为现实。

进入新时代，东北大学锚定“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办

学目标，为“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贡献力量。

“从文化救国，到工业报国，再到科技强国，都坚实地刻下东

北大学的印迹。一代代东大学子矢志报国的脚步，从未停歇。”

东北大学党委书记郭海说。

凝聚报国之力，为强国建设贡献
智慧和力量

位于辽宁抚顺的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

近年来不断刷新金属矿山深部开采纪录。这份勇气和自信源自

他们身后强大的安全保障团队——东北大学深部金属矿山安全

开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地下采矿超过 800 米，极易诱发大体积塌方和岩爆等灾

害。为监测安全隐患，寻找破解方案，实验室科研团队深入一

线开展科技攻关。“从地面坐矿车到地下 900 多米深，要花 50
多 分 钟 。 还 要 在 高 温 高 湿 、环 境 恶 劣 的 井 下 工 作 四 五 个 小

时。”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李元辉说。

“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庭带领下，实验室科研团队

加速向更深更奇崛处迈进。在川藏铁路上，攻关小组长期驻守

施工现场，解决工程岩爆防控难题，以实干实绩在雪域天路诠释

责任担当。

“自强不息、知行合一”是东北大学校训精神，倡导在实践中

求真知，为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回首过去，一代又一代东大人时刻以国家需求为努力方向，

研发出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国产 CT 机、第一块超级

钢等。

步入新时代，白鹤滩水电站、川藏铁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

工程建设，都留下了东大人的奋斗印记。学校近年来实施推动

的“创新团队建设工程”中，数十支创新团队涵盖深地深海、人工

智能、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一批国家重点研究方向。

在国家需要时，东北大学一次次破解“卡脖子”难题，深耕科

技创新，攻坚产业升级，在实干兴邦中谱写科技报国的奋斗

长歌。

笃行兴国之志，努力培养更多
栋梁之材

“同学们，当年采煤工作被称作‘四块石头夹块肉’，又苦又

累还不安全。这样的条件下，却有 106 名东大学子从其他专业

主动转系过来学习，我的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今年 8 月 31 日，开

学第一课上，校长冯夏庭以老一辈东大学子成长经历激励新生

怀抱使命梦想，担当民族复兴重任。

2018 年教师节，一张照片引发关注：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

在火车站候车大厅里，将笔记本电脑置于腿上，专注工作。这位

老人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闻邦椿。在长达 60 多

年的科研岁月中，他创建振动利用工程新学科，开设工程非线性

振动等近 20 门课程。

“还记得闻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已经 70 多岁了，但他一讲就

是 4 个小时，看着满黑板的公式推导和老师汗湿的衣衫，我们非

常感动。”东北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授李小彭说。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近年来东北大学深入实施“育心铸才”工程，不断创新人才培养

体制机制，努力培养更多栋梁之材。“我们积极构建‘科研+竞

赛+孵化’的链条式培养体系，形成‘创造—创新—创业’立体化

教学架构，建设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开设 100 余门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东北大学副校长王强说。

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大学为目标，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东

北大学正向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景和目标阔步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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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联影医疗的研发人员，记者真切

体会到两股气——“锐气”与“勇气”。

越是难度大，越是要有不服输、自信能

攻克的锐气。现阶段，我国医药工业和医

疗装备产业韧性和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在人才储备、资金投入、产学研医体系建设

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在具体领域

的探索充满未知，也要有开展相关领域研

发的信心和锐气。

联影医疗研发人员不惧困难的勇气也让

记者印象深刻。研发人员王理曾感慨，“研发

就是上万次、上十万次的试错”。可以想象，

在多少个夜晚、多少个周末，研发人员在设备

面前埋头攻关。科研之路道阻且长，必须要

有敢啃硬骨头、不怕吃败仗的勇气。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医疗

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会议强调，要着力提高医药工业和医

疗装备产业韧性和现代化水平，增强高端药

品、关键技术和原辅料等供给能力，加快补

齐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当前，要加快补

齐我国科技创新的短板，我们既要有“不服

输”的锐气，也要有“不畏难”的勇气，才能在

科技前沿领域取得更大突破。

科研攻关需要“两股气”
方 敏

本报济南 9 月 13 日电 （记者侯琳良）9 月 13 日，2023
“人民好主播”创作者大会暨全国行启动仪式在山东济南举

行。大会围绕主流媒体打造新型传播平台、促进网络传播

聚合正能量内容、推动形成主播行业健康生态等议题展开

交流。

此次大会以“汇聚正能量 引领大流量”为主题，由人民

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人民日报智慧媒体研究院、济南市委宣传

部联合主办，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

互联网协会、相关互联网企业的代表和知名专家学者、正能量

主播等近 200 名嘉宾参加会议。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白玉刚，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秘书长程庆民等出席并致辞。

会上，“人民好主播”招募活动全国行正式启动，首站活动

在济南开展。近百名主播和创作者代表将沿着“看齐鲁文化

美”的文博路线、“赏泉城山水秀”的旅游路线、“探乡村振兴

实”的“三农”路线，用创意短视频方式记录、推介济南，提升城

市影响力。今年 4 月，人民日报新媒体启动“人民好主播”全

国招募活动，已吸引超万名主播及创作者报名。

“人民好主播”创作者大会举行

本报北京 9月 13日电 （记者张

贺）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

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

128 场活动 9 月 13 日在甘肃敦煌研究

院开讲。“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

荣 誉 称 号 获 得 者 ，敦 煌 研 究 院 原 院

长、名誉院长樊锦诗作了题为《丝路

明珠敦煌莫高窟及其现代文化角色》

的演讲。

樊锦诗从敦煌莫高窟诞生的历史

背景出发，细致讲述了莫高窟的发展

历程、艺术成就、人文价值等。樊锦诗

认为，莫高窟如今的保护管理和创新

发展，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离

不开一代代“莫高窟人”的努力。敦煌

研究院经过不断探索，在建立壁画抢

救性保护科学技术体系的同时，建立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将文物资源、数

字技术和管理功能系统整合，更好地

展示和传播了莫高窟的文化价值和

内涵。

本次活动由甘肃省委宣传部、光

明网承办，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委市

政府、甘肃新媒体集团协办，光明网、

光 明 日 报 客 户 端 对 活 动 进 行 现 场

直播。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 128场举办
宣讲敦煌莫高窟的文化传承发展

本报北京 9月 13日电 （记者刘

博通）中国记协 13 日在京举办新闻茶

座，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

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围绕

“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主题，与记者

进行交流。

杜鹏从健康中国战略、发展长期

护理保险与服务、建立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等方面介绍了我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具体举措和经验。杜鹏认

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

领域还是要发展农村养老，缩小城乡

在养老服务、养老保障方面的差距。

比如借助互联网，把城市的远程医疗

养老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推进城乡

养老服务体系同步建设。

座谈会上，杜鹏还就个人养老金

制度、支持家庭发展和生育养育、各国

合作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方面问题回答

了记者提问。

中 国 记 协 举 办 新 闻 茶 座
聚焦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

图①：研发人员在进行医疗设备关

键部件的装配工作。

方 敏 戴 亦摄影报道

图②：研发人员在做医疗设备出厂

前的调试。

方 敏 戴 亦摄影报道

②②

①①

核心阅读

12年来，联影医疗通过
持续攻关、不懈努力，自主研
发出一系列高端医疗影像设
备，助力加快现代医疗设备
国产化步伐，让民族品牌大
放光彩。当下，联影医疗正
在中国高端医疗装备蓬勃发
展的产业大潮中，继续勇闯
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