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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人工智能技术（AI）
以其超强的计算能力与预测精
度，影响着越来越多行业的发
展，生物医药行业便是其中之
一。近期，中国城市报记者走
访2024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
医药研讨会，了解到多地医药
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如京津冀·
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建成，项
目总金额超130亿元的一批生
物医药项目成功签约落户江苏
省南京市……

在“AI+生物医药”发展趋
势下，相关企业如何谋求长远策
略布局，以多元思维解决难题？

新技术强化发展内核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创新药”一词代替以往“生物
医药”的提法首次出现。

公开资料显示，新药研发
难度大、风险高，因而业界流传
着“双十定律”的说法，即一种
新药研发平均需要耗时10年，
成本耗费10亿美金。对此，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医疗健康大
数据与网络中心副主任连云波
表示，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
（AI）的迅猛发展引领了千行百
业的加速变革。生物医药产业
是AI及大模型等技术最重要

的应用领域之一，人工智能与
医药的深度融合，可以打破药
物研发“高投入、长周期”的困
境，赋能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发
展、各环节运行。

“AI技术不仅可以助力药
物开发实现降本增效，还支持打
造数字化智能工厂，有望助推医
药生产工厂提升‘智造力’，加速
形成新质生产力。”连云波说。

AI技术在医药研发中具
体如何应用？复旦大学智能医
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雷以
GPT（基于人工智能的自然语
言处理模型）的运用为例，表示
GPT生成式大模型具有高效率
和高创造力的特点，不仅可以
高速地进行数据处理与匹配，
预测药物与靶点间的互相作
用，快速筛选候选化合物并进
行预测评估，减少医药代表和
客户间的信息差，还可以突破
人类构想和测算极限，催生更
具多样性的化合物，设计更合
理的实验方案，助力医药发展
从仿制为主向创新为重过渡。

新布局加码医药赛道

随着AI技术的应用范围
越来越广，众多企业追随这一
潮流在生物医药领域进行新一

轮战略布局。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首席数智
官林锦斌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复星医药作为植根中国、创新驱
动的全球化医药健康产业集团，
较早前便开始了AI领域的探
索。“在2020年我们就以财务投
资的方式投了AI制药公司英矽
智能。目前我们和英矽智能也
有相关业务合作，有两个候选的
项目基本上进入临床阶段。近
期，我们还与清华大学智能产业
研究院开展合作进行大模型的
应用。”林锦斌说。

除了积极向外构建AI“朋
友圈”，林锦斌还带队尝试在企
业层面进行系统性的顶层设计
并建立体系。“我们认为，人工
智能技术目前在生物医药领域
还是一种辅助工具，发展的重
点和核心还是要围绕人。因此
我们提出了一个逻辑，即要把
简单留给用户，把复杂留给系
统。希望通过变革交互模式，
放大AI生产力，使企业的每一
个岗位、每一名用户都能在无
需太多人工智能知识背景的情
况下充分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
便利。”林锦斌表示。

同样积极入局AI医药赛
道的还有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

公司。据该公司旗下盘古医学
大模型负责人祝晓庆介绍，华
为云作为技术提供商，已在生
物医药领域进行了AI相关探
索。“在生物医药领域，我们通
过打造数智融合平台、构建基
础大模型和促进大模型广泛应
用来解决业务痛点。希望与行
业伙伴、客户携手同行，利用底
层的技术、中层的平台以及上
层的应用场景，助力生物医药
行业发展。”祝晓庆说。

作为生产出目前全球唯一
获批上市的重组人白蛋白注射
液产品的制药企业，通化安睿
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也注
重加强AI布局，通过引入人工
智能技术，将实现生产线近乎
无人化运营。据了解，该公司
还将建设4个10万升规模、搭
载先进技术的发酵系统。

新挑战倒逼补齐短板

连云波表示，当前我国AI
技术与生物医药的融合发展正
处于起步阶段。面对激烈的国
际竞争环境，我国“AI+生物医
药”产业仍面临诸多挑战。

在他看来，产业基础薄弱及
医疗数据流通与共享机制尚未
建立等是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连云
波以自己所在的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医疗健康大数据与网络
中心举例说：“在生物医药产业
方面，我们希望致力于平台搭
建、生态服务、创新探索，将视
线聚焦在生物医药领域里的网
络、安全、数据和人工智能，并
期望通过相关工作来推动中国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

刘雷则强调了隐私计算护
航的医疗科研数据安全协作网
络的重要性。“过去高校和医院
的信息化建设奠定了AI时代的
大数据基础，现今的研究模式也
正从小团队单打独斗转向多学
科协作的生态模式。数据要素
化后，特别是相关法律法规出台
后，对研究者跨机构获取、使用
数据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改进
机构内及跨机构间医疗健康数
据共享方式已成为核心关键问
题。基于隐私计算产品方案搭
建的健康医疗科研协作平台及
网络，有效地支撑了复旦大学智
能医学研究院与多家医疗机构
间跨控制域的医疗健康数据共
享协作，可满足‘原始数据不出
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等保护数
据持有者权益、共享数据使用权
的需求。”刘雷说。

■袁晓如

近年来，智能清洁机器人
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场景，如城
市街区道路、公园景区、产业园
区、商场超市、医院、酒店公寓
等室内外空间的地面清洁。

在今年3月举行的上海国
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上，
来自中国本土的16家智能清
洁机器人厂商展现了人工智能
赋能清洁行业的新模式、新亮
点。其中，无人驾驶智能清洁
机器人颇受关注。

据了解，无人驾驶智能清
洁机器人融合自动驾驶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大数据技
术，L4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能
自主规划清洁机器人的行驶路
径。人工智能AI让机器人更

“聪明”，使它们能够自主识别
道路障碍，自动避障，主动识别
地面垃圾、污渍和更小的障碍
物，实现自动清洁。

据介绍，蜗小白是国内首
个实现无人驾驶清洁机器人大
规模量产的品牌。其借助“无
人驾驶大脑”，通过有效感知、
精准定位、规划决策、精准控制
等专利技术，累计清洁面积已

达数亿平方米。
相关案例及数据显示，在

室外开放或半开放的应用场景
中，1台无人驾驶智能机器人每
小时可以清扫1.5万平方米，相
当于同时间段 3—5个环卫工
人的清扫效率，并且可以全天
候随时工作。

面向城市清洁，福龙马城
服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为城市
环卫提供整体数字运营方案，
通过提供无人驾驶智能清洁机
器人和云平台互联网技术，实
现人、车、物、事的环卫运营。
如此可以节省约 50%的人工
成本，同时提升80%以上的运
营效率。

而在智能化生产车间，云
象无人驾驶清洁机器人在
AGV（自动导向车）协同作业
上已有成熟的清洁解决方案。
笔者了解到，云象无人驾驶清
洁机器人可以与其他类型搬运
机器人同时安全高效作业。云
象通过技术创新把无人驾驶清
洁机器人接入到AGV搬运机
器人的调度系统里，避免两种
机器人相互之间碰撞，保证了
工厂的生产效率和清洁效率。
在复杂的工业生产车间，如智

能化无人工厂、IC
装备车间、新能源
电池生产车间等，
新松点石科技所
研发的星卫来工
业清洁机器人则采
用工业级 SLAM
定位技术，结合多
重控制方式，可以
与车间其他智能移
动设备进行混线作
业，互不干扰。

此外，在城市
商业空间如写字
楼、购物中心、酒
店等，商用清洁机
器人正成为主流
清洁方式。科沃
斯商用机器人云
平台数据显示，每
天大量商用清洁
机器人帮助一线
保洁人员减轻劳动强度，缓解
保洁压力，机器人使用率和平
均任务成功率接近或达到百分
之百。

无人驾驶智能清洁机器人
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这对我
国相关厂商及品牌提出了更高
要求，促使其不断研发创新，大

力提升产品质量、优化售后服

务。近年来，国内的一些智能
清洁品牌如普渡、力奇、有鹿、

辉煌智能、毛驴快跑、赛特、易

咖等，为清洁行业带来各具特

色的智能清洁解决方案，体现

出智能清洁行业发展的光明

前景。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造无

人驾驶智能清洁机器人正在布

局全球市场，出货量大，出口量

大。例如高仙是全球最早从事

自主移动技术研发和应用的高

科技公司之一，其机器人业务

目前涉及60多个国家，在全球

范围有上万台产品落地。

““AI+AI+生物医药生物医药””如何擦出创新火花如何擦出创新火花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迪 王 楠

智能机器人赋能清洁行业转型升级智能机器人赋能清洁行业转型升级

2024上海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上展示的用于城市环卫清扫的福龙

马CITIBOT L4级别无人驾驶智能清洁机器人。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