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健康产业已成为我
市重要支柱产业，新冠疫情
提升了全民健康意识，催生
出大健康产业新一轮大发
展的市场机遇。我市大健
康产业基础和现状如何，发
展大健康产业有哪些着力
点，我市该如何进一步提升
大健康产业的水平和能
级？本报就此进行了深度
调查。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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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我市举行大健康产业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10位来自部门、
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
等的专业人士，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医药商业模式创新等话题，为重庆
大健康产业发展支招。

部分领域重庆走在前列

业内人士估计，2019年我市大健
康产业营业收入约6000亿元，占GDP
比重约6.7%，已成为重庆支柱产业。

在一些重要领域，重庆已经走在
国内前列。中科院大学重庆转化医
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虹透露，2020
年中科院启动了“多维大数据驱动的
中国人群精准健康研究”，项目率先
在西部设立中国自然人群资源库重
庆中心，并申请建设成为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该项目服务于重庆市
产业创新，将带动重庆乃至国内健康
科学研究新范式，促进新兴大健康产
业发展。

发展大健康产业，重庆有独特的
资源优势。以中医药产业为例，市中
药研究院院长王勇德介绍，全市现有
药用动植物5892种，占全国48%。常
用的中药材552种，其中我市栽培量较
大的中药材品种50余种，常年生产收
购的地产药材352种，《中国药典》品种
的56.92%。栽培产值超过5000万元
的品种有18种，黄连、山银花、党参等

道地药材享有盛名。
“新冠疫情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我市发展大健康产业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座谈会上，康洲大数据公司
董事长石远平表示。

瞄准前沿领域和前沿技术

和一些发达省市比较，我市大健
康产业发展尚有不小的差距。专家认
为，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我市需要瞄准
前沿领域和前沿技术，才能找到后发
优势和比较优势。

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陆军军医
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黄春基认为，当
前生物医药产业越来越集中于重大慢
病、重大和新发传染病防治、精准医
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合成生物学等
重点方向，越来越聚焦基因编辑技术、
肿瘤免疫疗法、新型抗体、蛋白及多肽
等生物药和治疗性疫苗研发技术，越
来越注重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研发相
结合，通过大数据、智能技术加速研发
进程，提升研发效率。

黄春基建议，重庆应该瞄准精准
医疗的广阔市场，特别是基于基因水
平的精准诊断、基于靶向药物的精准
治疗、基于医疗大数据的精准预防等
方面，抢占先机。同时，重庆医学检测
检验技术和疫苗研发能力水平居国内
前列，有必要将快速高通量筛选、新型
生物传感器研制、抗原工程技术、新型

治疗性疫苗研发等作为重点发展领
域，加强科技攻关和政策配套，打造拳
头产业和龙头企业。

产品和体制机制都要创新

把目标市场锁定于医疗和医药的
前沿，归根结底要靠创新，既包括产品
创新，又包括产业培育上的体制机制
创新。

产品创新，关键是打通阻隔，实
现产学研的一体化。重庆医科大学
校长黄爱龙表示，高校汇聚了大量人
才、平台、项目资源，是科技成果产生
的重要源头，也是创新链和产业链的
起点。破解高校科技创新与市场需
求“两张皮”难题，关键是高校敞开大
门，开放合作，加强相关方面资源整
合，积极打造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
新链条。

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平
建议加大协同创新力度。“相关部门联
合主导成立市级联合实验室，着重开
展基础性、方向性应用研究，重大公共
卫生突发事件的急难性攻关，重大科
研技术项目的协同创新。鼓励企业开
展原始创新，尽量简化项目审批流程，
让重庆制造的医疗器械更快进入市
场，抢占先机。”他表示。

王勇德建议加强统筹，鼓励高校、
科研院所与大中型企业、中医医院开
展资源“联姻”，科技合作和技术转移，

促使中医药创新资源顺畅流动和科研
成果快速转化。

黄春基认为，重庆军地高校、科研
机构在科研创新能力和人才储备上均
有较好基础，建议重庆全力争取创建
国家级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示范区，在
打通军地一体的生物医药研究与转化
机制方面先行先试。

在全市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专业人士支招——

如何提升重庆大健康产业的水平和能级
重庆日报记者 吴刚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重庆日报记者3月19日从位于中国
中药（重庆）产业园的重庆天江一方
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江一
方”）获悉，该公司将与重庆市2-3家
三甲医院开展深度合作，共建“共享
中药”智能配送中心。

据了解，位于重庆高新区的中
国中药（重庆）产业园是中国中药控
股有限公司在全国部署的二十余个
中药生产园区之一，也是重庆第一
家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园区，年产
2000吨的中药饮片中心已于去年下
半年投产，填补了重庆中药配方颗

粒生产的空白。
“中医药在使用中药时最头疼的

就是过程繁琐。”天江一方总经理陈
淑锐表示，使用中药时涉及拆、泡、
煎、煮等流程，而且排队拿药的也很
折腾，从医院看完病到喝上药，往往
至少耗费四五个小时。

为了解决患者的这些烦恼，天江
一方在重庆高新区和中国中药的支持
下，即将开展“共享中药”智能配送项
目，建立“共享中药”智能配送中心。

今后患者在医院就诊后，选择
配送中心代煎中药，即可回家轻松
静候，短时间内即可服用到煎煮好

的中药。而代煎的中药，从接方到
配送环节全流程均采用“数据追踪”
加“人工复核”完成，每一副药在进
入专业化的中药加工设备进行煎煮
前，都要通过扫码跟踪处方单，最后
完成真空包装后，再由专业物流送
到患者手中。

“运营这个项目，我们看好的是
国家在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和高新
区的政策支持，实现让患者‘最多跑
一次’的目标，减轻患者负担。”陈淑
锐说，他们目前正在和三甲医院洽
谈，一旦“共享中药”智能配送中心建
成，每天可煎煮2000多张处方。

重庆将建“共享中药”智能配送中心
拿到医生开处方后可实现中药代煎、真空包装、配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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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重庆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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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算，2019年我市大健康
产业营业收入约 6000 亿元，占
GDP比重约6.7%，已成为重庆支
柱产业。

加快培育四类产业集群

重庆市将加快培育壮大医药
产品、医疗器械及相关设备、健康
食品和运动康养用品等四类产业
集群。

重庆医疗服务规模快速发展

2013-2019年，重庆市医疗服
务总床位数由14.74万张增长至
23.19万张，每千名常住人口实有
床位数由4.96张增长至 7.42张；
2013-2019年，社会办医院总数由
250个增加到617个，占全市医院
总数比重由47.1%增加到72.8%。

重庆中药材资源丰富

重庆市现有药用动植物5892
种，占全国 48%。常用的中药材
552种，其中《中国药典》品种的占
56.92%。栽培产值超过5000万
元的品种有18种。

重庆养老机构普及医疗服务

重庆市以不同形式开展医疗
服务的养老机构有1095家，与医
疗机构开展合作的养老机构有
887家，养老机构共有医疗床位
0.8万张，护理型床位5.3万张，占
总床位数约 25%。到今年底，全
市 100%的养老机构都将具备医
疗服务能力。

位于两江
新区大地企业
公园的重庆迪
纳利医药科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研发人员
在 实 验 室 工
作。
重庆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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