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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龙卫健函〔2022〕52 号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关于区七届人大
二次会议第 20220045 号建议答复的函

尊敬的吴园园、房杰群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医药产业和医院合作的建

议》（第 20220045 号）收悉，我局高度重视，组织开展会议认

真研究，并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现答复如下：

一、龙岗区临床研究发展现状

（一）具有药械临床试验资质医疗机构情况

目前，龙岗区共有 7 家三级甲等医院，有 3 家医院具备国家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质（GCP），分别为：龙岗区人民医院、深

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此外，

龙岗中心医院、龙岗区妇幼保健院、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

岗）正在积极申报 GCP 资质。

（二）转化医学发展情况

按照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市属医院主要建设

高水平医院，区属公立医院主要建设基层医疗集团，满足辖区常

见病多发病诊疗和急诊急救需求，构建“顶天立地”医疗格局。

转化医学中心主要是针对高水平医院，区属公立医院暂未发展转

化医学。目前，龙岗中心医院、区人民医院正加快与香港中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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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深圳）合作推进附属医院及临床医学院建设，共建呼吸疾病

联合实验室、神经科学联合研究室、消化病实验室、内分泌代谢

实验室，加快相关临床医学研究和转化应用合作。

二、龙岗区提升临床研究能力主要举措

（一）大力引进高层次医学团队

“十三五”期间成功引进 4 个市医疗卫生“三名工程”高层

次医学 B 类团队（龙岗区人民医院引进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刘

思德主任消化内科团队，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引进北京中

医药大学王琦国医大师中医体质学研究、赖新生教授针灸康复医

学、温建民教授中医推拿微创疼痛三个团队），及南方医科大学

南方医院内分泌代谢科薛耀明专家团队、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

院（龙岗）吴孟超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团队等。

（二）大力推进大学临床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建设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附属第二医院及临床医学院落户龙岗

区人民医院；香港中文大学头颈外科深圳研究院（筹）落户区耳

鼻咽喉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临床医学院落户龙岗中心医

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深圳医院）落户区中医院；

汕头大学医学院非直属附属医院落户龙岗中心医院、区妇幼保健

院。通过依托高等医学院校的科研研发能力促经区属公立医院临

床科研能力提升。

（三）大力加强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截至目前，区属公立医院共有省级重点或特色专科 7 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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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类别重点或特色专科 9 个、区级类别重点或特色学科 15 个。

区耳鼻咽喉医院三年内完成了从区、市到省重点专科的三级跳，

耳鼻咽喉科入选“深圳市医学重点学科（2020-2024 年）”，变

态反应学多年荣登“中国医院科技量值（STEM）排行榜”学科全

国百强榜。区人民医院消化道早癌诊断率在深圳市遥遥领先，达

国内领先水平。

（四）大力推进生物医药企业合作

2022 年 4 月，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合作共建

聚集诱导发光临床转化研究中心，旨在发挥双方优势，拓展及深

化“聚集诱导发光”技术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研究，并密切联系生

物医药相关企业，构建“政府—高校—医院—企业”四位一体，

以 AIE 技术为核心的生物药研究转化平台。此外，我局正牵头着

力引进 1-2 家第三方检验机构，在龙岗建设具备 10 万管/日检测

通量的核酸检测实验室基地，开展高通量核酸检测、其他医学分

子检测项目以及相关生物医学工作。

（五）大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学研融合发展

充分发挥传统医学在重大传染病防治中的优势作用，依托深

圳市中医治未病质控中心，打造出“中医健康产品”品牌，抗疫

专利产品《苍蒿防疫香》在第十七届文博会上亮相，防疫大锅汤

远销海外，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推动中医药科研平台建设，

重点打造中医药创新与免疫再生重点实验室”，建成集科学研究

与临床服务为一体的开放性实验平台。积极推进智慧医疗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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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打造“5G+慧中医健康管理平台”，并入选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5G+医疗健康应用试

点》项目；自主研发住院电子探陪管理系统、中医治未病管理平

台、健康驿站新冠人员管理系统并取得软件著作权。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为完善临床研究体系建设，构建医疗卫生行业与生物医药产

业协同发展模式，逐步实现医疗卫生行业和生物医药产业相互带

动、互为支撑，下一步我区将从以下方面开展相关工作。

（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设立临床研究专项，纳入区级科研项目管理，布局重大临床

研究项目和关键支撑平台，支持医疗卫生机构科学开展临床研

究，遴选优秀人才和优秀项目予以专项资助，争取产出一批临床

疾病预防、诊断及治疗的新技术、新标准、新指南、新产品等原

创成果。支持三级甲等医院自主设立院级临床研究项目，鼓励条

件成熟的医院参照设立，为区级临床研究项目储备项目种子和人

才力量。

（二）全力引育创新主体

围绕生物药品和疫苗、数字医疗产品、创新化学药及高端制

剂、体外诊断产品、现代中药、植介入产品和生物材料、康复辅

具、核医学、药用辅料和包材、生产用耗材等领域，积极引进海

内外顶级研发团队、研究型医院资源和创新领头企业，加快集聚

一批创新生物技术公司。鼓励医疗机构联合粤港澳大湾区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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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等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组建深港国家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开展新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等，加强医学科技成果转化，

加速医药产品创新，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医学研究及转化水平。

（三）推进向研究型医院转型发展

支持区属公立医院向研究型医院转型发展，或建立研究型病

房。要求区属三级医院每家医院至少建立一个示范研究型病房，

对经认定的研究型病房可不纳入医院平均住院日、床位周转次

数、病床使用率以及相关费用计算，不纳入院科绩效考核。支持

研究型病房开展自制体外诊断试剂试点和临床试验用药拓展性

同步使用。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建设院内临床研究中心。逐步

将研究型病房建设成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开展药械试剂临床

试验、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等创新活动的策源地，并为研究型医

院建设积累经验，探索更契合实际的发展路径。

（四）建立临床研究激励机制

建立倾斜临床研究的绩效考核制度，对符合职务科技成果转

化认定条件，并按相关政策规定对完成、转化该项科技成果作出

重要贡献的医务和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给予的现金奖励，不受核定

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但纳入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管理，所需绩

效工资总量按规定程序据实追加；在职称评审时，对积极开展和

承接临床研究的医务和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同等条件下优先考

虑；在内部绩效分配时，医疗卫生单位加大对临床研究一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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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倾斜；临床试验项目可视同科研课题，医务人员贡献可作

为职称评定、岗位职称等级晋升、绩效考核等的重要依据。

（五）搭建临床研究支撑平台体系

充分发挥专科联盟优势以及基层医疗集团的上下联动效应，

发挥龙头单位专科技术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建立伦理互认机

制，针对人工智能、智慧医疗、健康大数据应用、细胞和基因治

疗研究等领域临床研究项目，区域伦理委员会提供伦理协助审查

服务。建立机构伦理委员会质量评估体系，加强人员培训，促进

全区临床研究项目伦理审查规范化。

（六）建立临床资源共享与合作促进机制

建立临床生物样本库信息采集统一标准，实现数据汇集，优

化样本共享机制。建立区属医疗卫生机构临床生物样本库、基因

库、标准化菌毒种库、生物医学数据库和医学科研数据库等资源

向企业有序开放机制。支持医疗机构、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检测机构、金融机构等共建实验医学研究所和临床转化

中心等平台。

（七）积极发展现代中医药

大力支持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联合高等院校、优势企业，

重点开发中药药效及安全性评价、质量综合评价、现代分离纯化、

中药饮片（提取物）加工炮制与质量控制等技术，研制一批疗效

确切、安全性高、有效成分明确、作用机理清晰的中药产品。发

挥中医药在养生保健产业中的作用，加快发展中药保健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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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保健饮品、药酒、药妆等健康产业，促进中医药与健康养

老、治未病、旅游文化等融合发展。探索打造集“医养、商业、

文旅”一体的中医药特色文化街区，打造人文新地标，助力中医

药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

衷心感谢你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及建议，希望你们一如既往对

我区卫生健康工作给予关注与支持！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

2022 年 9 月 13 日

（联系人：侯伊娜，联系电话：0755-8955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