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郭冀川

在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下，
脑机接口领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
发展热潮，其不仅承载着瘫痪患者
重新行走的希望，更孕育着下一场
产业革命的火种。

今年一季度，“北脑一号”完成
了首批柔性高通量半侵入式无线
全植入脑机系统的人体植入。“近
期的术后随访显示，患者神经信号
采集通道有效率超 98%，设备性能
稳定。”北京芯智达神经技术有限
公司业务发展总监李园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依托该系统，脊髓损
伤与脑卒中后遗症患者可实现意
念操控计算机及机械臂，渐冻症患
者则可通过驱动肌肉刺激装置，逐
步恢复肢体运动功能。

《 中 国 脑 卒 中 防 治 报 告
（2023）》数据显示，我国 40岁及以
上人群脑卒中现有患者达1242万，
平均每 10 秒就有 1 人初发或复发
脑卒中。对于那些饱受脑部疾病
困扰的患者来说，脑机接口技术无
疑是一份珍贵的希望。

2025 年被业界视为脑机接口
临床应用的“破冰之年”，已经有多
家脑机接口技术企业和研究机构
在今年公布了临床进展。资本市
场同样热情高涨，近期，埃隆·马斯
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宣布已成功完成 6.5亿美元的E轮
融资。脑机接口产业宛如一片蕴
含无限潜力的蓝海，吸引着各方资
本的目光。

产业化提速
积极开展临床验证

脑机接口这一极具开创性的
前沿技术，通过搭建大脑与外部设
备之间的“神经高速公路”，巧妙地
连接起二者。

谈及脑机接口技术进程，李园
认为，技术突破并非最大挑战，临
床验证的长周期才是当前瓶颈。

李园表示：“脑机接口主要分
为非侵入式、半侵入式和全侵入式
三大技术路径，其侵入深度与信号
质量呈正相关，但安全风险亦随之
递增，这就要求产业化必须建立在
扎实的临床疗效证据链之上。”

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还有北
京智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其超薄
柔性深部电极临床研究在多个医
学中心开展。公司创始人、CEO宋
麒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发展起步
晚于欧美国家，产品和技术有差
距，但在电极、信号采集系统等关
键组成部分差距并不大，目前亟须
进一步提升系统集成度，以及开展
大规模临床验证工作。

从科学幻想到前沿基础研究
探索，从颠覆性技术突破到走出实
验室，最终于应用领域锋芒初显，
脑机接口迈向产业化的速度正在
加快。为了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

“最后一公里”，北京、上海等地纷
纷出台相关规划，核心举措即加速
临床试验平台建设。

深圳微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李骁健博士对记者表示，临床
实验是脑机接口技术迈向产业化的
第一步，侵入式脑机接口设备作为
三类医疗器械，须完成严格临床验
证周期，这往往需要两年至三年的
时间，当前首要任务是夯实技术有
效性验证，加速创新产品孵化。

应用场景
向多领域拓展延伸

据了解，半侵入式与侵入式脑
机接口技术聚焦医疗领域，凭借其
直接与大脑神经组织交互的特性，
精准捕捉并解析大脑神经信号，为
瘫痪、渐冻症、失明、失聪等患者提
供恢复运动、视觉、听觉等功能的
可能性，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与
不可替代性。

而作为脑机接口的另一个技
术路线，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已
在医疗康复领域逐步开启商业化
进程，如帮助老年痴呆等认知与运
动功能障碍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同
时，正向教育、安全、娱乐等多领域
拓展延伸。

今年 3月份，在西安交通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陆港院区神经内科，
脑机接口手功能康复训练系统正
式投入临床应用。该院神经内科
曹红梅副主任评价，脑机接口技术

将康复模式从传统的“肢体驱动”
革新为“脑控驱动”，患者从被动接
受康复治疗转变为积极参与康复
过程，这种心理层面的激励对于患
者功能恢复而言意义非凡。

作为该技术的提供方，西安臻
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王浩冲向《证券日报》记者介
绍，传统手功能康复主要依赖机械
重复动作，患者参与度不高且容易
产生疲劳感，而脑机接口手功能康
复训练系统融合了脑机接口、虚拟
现实和机器人控制技术，构建起

“意念—动作—反馈”的闭环康复
体系，推动康复医学朝着数据化、
智能化方向转型。

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凭借
其无需手术植入、风险低和易于推
广等优势，不仅在医疗领域应用广
泛，也为众多行业带来了变革性的
发展机遇。如浙江柔灵科技有限
公司开发的医疗级柔性脑电睡眠
贴片系列产品，能够精准监测睡眠
状态下的脑电波状况。熵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智能头显，可
以实时判断孩子的专注度和放松
状态。

宋麒向记者提到，虽然侵入式
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都是通
过解析大脑信号来控制外部设备
或获取大脑状态信息，但在信号采
集方式、风险、成本和应用场景上
存在显著差异。当前市场关注度
最高、最受资本青睐的，是能够大
量处理神经元信号的侵入式脑机
接口技术，究其原因，除了该技术

在严肃医疗市场有巨大潜力外，更
有望在未来实现人类与机器的深
度融合，创造出具有更高智能水平
和适应能力的“人机共生体”。

资本竞逐
护航产业链成长

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记忆
存储或将不再受限于大脑有限的
容量，利用脑机接口设备通过与外
部存储设备的连接，能够轻松存储
和调取海量的知识信息。同时，人
们也无需再通过繁琐的肢体动作
或语音指令来操作机械，只需脑海
中产生一个念头，机械就能立即响
应并执行相应的动作。

正是因为这些充满科技感的
想象有望随着技术进步照进现实，
脑机接口产业深受资本青睐。Neu⁃
ralink在完成E轮融资后的估值已
经高达90亿美元，相比2023年D轮
融资时约50亿美元的估值，有了显
著提升。该公司近期披露，已有 5
名重度瘫痪患者接受了脑机接口
设备的植入手术。

在国内，脑机接口产业的融资
也十分活跃，2025年2月份，上海阶
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3.5亿元
B轮融资，创下国内侵入式脑机接
口领域融资新纪录。

在A股上市公司中，北京诚益
通控制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
立了“侵入式与非侵入式”双轮驱
动的战略布局；河南翔宇医疗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筹建了 Sun-BCILab
脑科学实验室，积极引进高端康复
技术人才；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多方合作研发脑电波监
测感应头带、人工神经康复机器
人、脑机疲劳驾驶监测等产品。

巨丰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
霞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资本市
场正积极推动脑机接口产业的合
作与并购活动。从横向发展的角
度来看，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市场份
额，头部企业通过合资及并购，能
够迅速获取对方的技术成果、研发
团队以及客户资源。纵向整合则
是强化产业链控制的重要手段，也
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把握行业发展
趋势，提前布局新技术、新产品，增
强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

博睿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佳斌对记者说：“脑机
接口产业正处于蓬勃上升阶段，人
才是最为核心且最具价值的资产，
脑机接口产业是生物医学、心理
学、计算机等跨学科专业的融合，
若相关机构能协调资源将更多此
类人才输送至企业，对企业而言将
是极大的助力。”

面对市场对脑机接口技术的
热情，多位从业者和专家也对记者
表示，当前脑机接口产业链还不够
成熟，协同效应尚未充分发挥，这
就需要产业各方携手共进，加强沟
通与合作，通过政策扶持、资金引
导与生态培育，共同构建一个完
整、高效的产业生态，让脑机接口
产业在良好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脑机接口加速从实验室迈向市场
“人机共生”即将照进现实 本报记者 刘 钊

6 月 7 日，为期两天的 2025 中国汽车重庆
论坛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圆满落幕。本届论
坛以“在变革的时代塑造行业的未来”为主
题，包括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控股集
团、吉利控股集团等在内的主流车企及产业
链企业高层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汽车产
业在新能源、智能化、全球化浪潮下的高质量
发展路径。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面对行业变革与竞争
新态势，中国汽车需坚守长期主义、强化技术创
新、抵制无序内卷，以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驱动产
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

坚守安全与长期主义

“中国汽车领跑全球新能源市场的势能来
之不易，需要全行业共同珍惜和维护。”奇瑞控
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尹同跃在致辞中强
调。他表示：“当前行业需严守安全品质底线，
反对以降价为核心的无序竞争。降价是饮鸩止
渴，高质量发展才是劈波斩浪的压舱石。为此，
奇瑞将聚焦技术底座、品牌向上与全球化布
局。中国车企一荣俱荣，‘出海’应靠品质与服
务赢得市场。”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则以《汽车与
道》为题，阐释了汽车工业发展的底层逻辑，

“无论技术如何变革，汽车始终离不开四个轮
子与物理定律的根基。”他提出“车道、人道、天
道”的“三道”理念，呼吁行业尊重产业规律，摒
弃投机思维。吉利通过全球并购与“根文化”
战略，构建覆盖高端至大众市场的品牌矩阵，
并宣布不再新建工厂以优化全球产能利用率。

“汽车产业是马拉松，耐力和基本功比短期速
度更重要。”

岚图汽车CEO卢放进一步呼应了“长期主
义”的实践路径。“创新不能急功近利，必须耐得
住寂寞。”他以岚图30小时直播展示底盘耐久测
试为例，强调技术研发需脚踏实地。同时，岚图
将安全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构建全场景防
护体系，并推动用户从“接受者”转为“共创合伙
人”，以差异化竞争突围同质化困局。

中国汽车“出海”从量变到质变的升级，成
为论坛的另一大焦点。零跑科技高级副总裁曹
力透露，公司自研的电池底盘一体化技术已获
10余家外部客户定点，并与一汽集团展开联合
开发。“独行快，众行远。技术普惠才能推动行
业共赢。”曹力说。

阿维塔科技总裁陈卓以泰国市场为例，提
出中国品牌正打破价格天花板：“阿维塔在当地
售价 50万元起，单店单车型即可盈利。”他呼吁
行业守住品质底线，避免重蹈摩托车“出海”恶
性竞争的覆辙。

面对合资品牌的反扑，与会嘉宾展现出理
性自信。卢放认为，汽车产业需超越单点技术，
构建“车—路—云”协同的生态闭环，“我们要防
止互联网时代的封闭陷阱，让数据安全与开放
并行。”

长安汽车副总裁、深蓝汽车CEO邓承浩则
观察到，年轻用户对中国新能源车的认同已形
成文化现象，“竞争终将回归产品本质，谁能为
用户创造‘赏心悦目’的情绪价值，谁就能赢得
未来。”

AI与全球化双轮驱动

智能化与全球化成为论坛下半场的核心议
题。蔚来汽车联合创始人、总裁秦力洪表示，中
国汽车已从“跟随者”转向“引领者”，但需通过
原创技术打破天花板。他透露，蔚来 2025年将
交付9款新车，覆盖10万元至80万元市场，并率
先量产 5纳米车规芯片与全域操作系统。“世界
模型”已实现主动防撞、跨楼层泊车等创新应
用。在基建层面，蔚来换电站覆盖全国近半县
级区域，7月底将贯通川藏线换电网络，“让电车
无惧任何远方”。

理想汽车产品部高级副总裁范皓宇则聚
焦 AI 重构人车关系，“AI 助手应从工具升级
为家人。”理想汽车通过端到端语音交互技
术，将响应链路缩短 80%，并构建 1500个智能
体支持个性化服务。他认为，未来车企需同
时扮演“硬件制造商、软件提供商与数据服务
商”三重角色，以“简单、可依赖”的体验赢得用
户信任。

技术突破与共享成为论坛高频词。邓承浩
分享了技术开源与生态共赢的实践。“只砍树不
种树，森林终将沙漠化。”深蓝将投入5亿元研发
的电池安全专利与脉冲加热技术向行业开源，
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其“智领2030”战略将AI
融入电驱与底盘研发，计划于明年推出体积功
率密度提升3倍的多合一电驱系统，并布局固态
电池等前沿领域。

曹力和小鹏汽车技术中心总经理余鹏则从
全球化视角提出见解。零跑通过全域自研实现

“技术普惠”，其电池底盘一体化技术已获 10余
家客户定点；小鹏强调“智能化是‘出海’核心竞
争力”，计划 2025年将城市NOA功能推广至海
外市场。芯驰科技CTO孙鸣乐补充称，中国芯
片企业需与车企深度协同，“以车规级芯片的自
主化支撑智能化落地”。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董
扬在闭幕总结中提到，“智能汽车变革不是百米
冲刺，而是30年的马拉松。”

在AI与能源革命重塑产业的今天，中国汽
车企业需以技术敬畏之心锚定长期主义，以开
放协作之态共建智慧生态，方能在全球市场书
写从“跟随”到“引领”的新篇章。

2025中国汽车重庆论坛闭幕

车企抵制无序内卷
共建智慧生态布局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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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殷高峰

6月份的西安，火热的天气与机
床产业的“热力值”同频共振。

机床又被称为工业母机，在制造
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6月5
日至6月8日，2025西安国际机床展
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展
会集结了全球超600家机床企业，全
方位展示了从纳米级芯片制造到太
空级材料成型的全场景解决方案。

《证券日报》记者在现场注意
到，此次展会聚焦“五轴精密加工”

“复合材料制造”“增材制造标准化”
“AI 智能制造”等十大技术攻坚方
向。从五轴联动到走心机，从车铣
复合到激光切割，机床产业链相关
企业在此次展会上携顶尖技术硬核
出击。

应用端创新产品集中亮相

据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届展会扩大了规模，从2个展馆扩容

至 4 个展馆，展览规模较上届提升
40%。4天展期累计接待专业观众
27883人次。展会聚焦产业升级痛
点，现场展示应用端创新产品，来自
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汽车制造、电
子信息等应用领域的专业观众占比
超60%。

从展出设备来看，覆盖五轴联
动加工中心、车铣复合机床、激光切
割系统、智能检测装备、机床附件及
刀具全产业链。

“这款设备主轴达到4500转，副
主轴达到5000转，能实现无缝对接，
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西安巨浪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大区销售张华楠
指着展厅内的设备向《证券日报》记
者介绍。

“我们此次深度参观了高精度
五轴加工中心、精密测量仪器等设
备，对行业的快速发展感受深刻，也
收获了大量有价值的技术信息，探
讨了潜在合作方向。”航空领域某企
业采购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无论是航空
航天、汽车制造、机械加工等传统工
业领域，还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新
兴行业，各个展台上随处可见洽谈
技术细节与订单合作的场景。

“我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机床
生产及消费国。”西安工程大学产业
发展和投资研究中心主任王铁山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从我国机床行业的发展现状看，
还存在产业链高端化不足、行业自
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瞄准国际一流水平

记者现场采访多家公司获悉，
针对我国机床行业目前存在的一些
问题，企业正在通过各种举措提质
向新，不断向国际一流水平迈进。

“我们这一台五轴数控机床，主
要是加工汽车防撞梁、天窗导轨和
复杂曲面的零件，在新能源汽车行
业、航天航空行业应用广泛。”德拉
赫数控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德拉赫”）总经理范华春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记者在德拉赫的展台看到，一
台橙色的被称为DJF-CNC-2500的
复合五轴加工中心正在运转。据介
绍，凭借高精度、高效率和高灵活性
的特点，该机床能够在一次装夹中
完成多个面的加工，大大缩短了加
工时间，提高了加工精度。无论是
复杂曲面的加工，还是精密零件的
制造，都能轻松应对，为新能源汽
车、航空航天等行业的零部件加工
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

走心机全称为走心式数控车
床，属于精密加工设备，可一次完成
车、铣、钻、镗、攻、雕刻等复合加工，
主要用于精密五金、轴类异型非标
件的批量加工。该机床最早起源于
德国和瑞士，前期主要用于军工器
械的精密加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
不断发展，逐渐应用于民用产品的
加工。我国走心机制造起步较晚，
上世纪90年代前我国的走心机主要
依靠进口来满足加工需要，随着自

动化程度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的强烈
需求，国内市场出现了一大批有实
力的数控走心机生产厂家。

“机床等级高与低就是精度的
比拼。”深圳市今日标准精密机器
有限公司北方区负责人梁智星指
着展厅的一款命名为TC—126的走
心机对记者介绍，这款产品的冷热
机精度误差0.001mm，日本同款机型
冷热机误差在0.0015mm至0.002mm
之间。

在王铁山看来，近年来，国家高
度重视机床工具产业发展，出台了
一系列支持政策，促进了机床行业
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给机床企
业的发展带来政策机遇。

张华楠表示：“目前我国机床行
业在很多领域已经接近国际领先水
平，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会有更多
的国内企业走向国际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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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西安臻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脑机接口认知康复训练系统 企业供图
图②西安臻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脑机接口上下肢康复训练与评估系统 企业供图
图③北京智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高通量无线脑机接口 郭冀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