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端医疗设
备领域几乎被通用电气、飞利浦、西门子
三家跨国企业的产品垄断，这三家企业的
英语首字母分别为 G、P、S，他们在医疗
设备行业里的垄断被称为“GPS 神话”。
如今，这一神话已被一家名叫“联影医疗”
的中国企业打破。

4 年前，多位医疗影像行业的海外归
国人士、行业内跨国公司高级管理人才、
海外知名学府的专家学者走进嘉定工业
园区，创办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他们立志打破高端医疗设备领域的国际
垄断，让“中国智造”走向世界。4 年后的
今天，当 18 款“联影产品”全线推出，各项
性能指标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且售价大
幅降低时，国际医疗设备界震惊了。

联影医疗联席总裁张强告诉记者，联
影 4年闭关、4年拼搏，就是要打造医疗设
备行业里的“华为”，成为世界级中国医疗
设备公司。

奇迹出现，是因为作
了足够的努力

“他人眼中的奇迹，经历过才知道，不
过是坚持到了该出成果的时候。”这句话
出自联影医疗一位普通科研人员之口，并
成为联影名言之一，因为这句话道出了联
影科研人员的心声。

伟大的企业一定有伟大的梦想。但
是，要实现伟大的梦想，必须不走寻常
路。当联影提出进军高端医疗设备行业，
用自主创新打破垄断，从根本上解决中国
百姓看病贵的难题时，很多人并不看好这
样的梦。

现实的确不容乐观。相关数据显示，
美国每百万人拥有PET和PET-CT的数
量为5台，韩国为4.12台，而我国仅为0.12
台，这意味着国内高端医疗器械市场存在
巨大的发展空间，市场前景诱人。但这些
诱人“蛋糕”却没能让中国人分享。

张强说，早期癌症、心血管疾病检查
的最高端的影像设备，以前只有通用电
气、飞利浦、西门子等少数企业可以生产，
这些企业在全球市场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在定价上具备绝对的控制权。比如，同样
一台 1.5T 核磁共振，在美国售价为 75 万
美元，在中国市场却高达 1200 万元人民
币。高额的器械采购费最终转嫁到病患
身上：在国内，一次 PET-CT 的最高扫描
收费达 1.2万元。

一边是跨国企业垄断高价，一边则是
对国产品牌的极端不信任。医疗设备技
术门槛很高，目前，我国企业除了超声聚
焦等少数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外，在高
科技产品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在
15 年以上。放眼国内医疗器械市场，民
族企业市场支配力有限，产品以仿制、改
进为主，质量与国际大企业相差甚远。高
端的医疗检测设备即便价格不菲，不少人
还是坚持用。

这样的“怪圈”在医疗设备领域存
在了多年。“我们坚决不走低质低价的老
路，要改变国产医疗设备质次价低的负
面形象，4 年来，我们从‘负起点’出
发，‘高举高打’，创造了多项世界和国
内第一。”张强在述说联影成果时，脸上
挂着欣慰的笑容。

世界首台 96 环光导 PET-CT 成功

推出、业界首台动态多级 3.0T MR 正式
推出⋯⋯截至今年 5 月 14 日，联影成功
推出 18 款自主研发的高端医疗产品，覆
盖从数字 X 射线、X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
系统（CT）到核磁共振成像系统（MR）再
到 PET-CT。这些产品与国际品牌相
比，平均价格下降三成左右，个别产品价
格降幅超过 50%，在反复试用与临床验
证中，表现出一流的稳定性。凭借着出色
的性价比，联影产品已经走进北京、上海
多家三甲医院，一举打破了国际厂商几十
年的垄断。

“我们的产品推出后，跨国公司和其国
内代理商坐不住了，坚若磐石的产品价格
逐渐松动。”张强说，“联影效应”轰动业界。

创新要“两条腿走路”

在联影，“跟随”与“超越”是两大创新
口号。

张强说，“跟随战略”的主体是联影各
大事业部，但这里说的“跟随”并不是简单
地跟在跨国公司后面，而是有足够多的创
新点。

比如，X 光机、CT、磁共振等技术已
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在此基
础上，无论怎样创新，给市场的印象还是

“跟着做”。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创
新点可以挖掘。怎么在相对成熟的技术
基础上做得更好、更能满足中国特色的需
求 ？ 这 就 需 要 创 新 。 就 好 像 苹 果
iPhone6 和 iPhone5 之间的关系，新一代
产品可以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创新。

对于“超越战略”，联影研究院 CEO
陈群则说：“‘超越战略’的主体是联影研
究院，研究院基于市场需求，联合国内外
科研机构、高校和医疗机构，关注可能会
应用于未来产品的技术，如果‘跟随战略’
创造的是新生代产品 iPhone6，超越战略
就是生产出 iPhone7、iPhone8。”

“我们喜欢拿苹果手机做比喻，一是
因为这样容易让人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
我们一开始就想高起点，无论是内在品

质，还是产品外观，都要做到苹果手机那
样惊艳。”联影设计创新中心负责人俞晔
珩说，全球竞争的格局中，联影既要在高
端医疗设备打上“中国智造”的烙印，还要
打上“中国设计”的基因。

“为什么一台核磁共振机不能设计得
像一部苹果手机？”这样的问题，以前在行
业中从未被提及，但联影却大胆倡导跨界
创新，引入消费电子领域的先进技术。工
程师们为两款医疗设备配备了超大尺寸的

“智感”触摸屏，这种触摸屏集成了从患者
登记、图像采集、浏览打印与图像确认等临
床医疗工作，让医生一屏在手，操作不愁。

“为什么病床一定要给人一种冷冰冰
的 感 觉 ？”这 又 是 一 个 经 典 的“ 联 影 之
问”。于是，俞晔珩和她的设计团队把“情
感因素”导入联影产品中，在一些检查设
备上，为床体配备了可调节明暗的环境
灯，既可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又便于医
师在偏暗的环境中识别脚踏开关。

正是基于这样追求极致的创新精神，
截至今年 7 月，联影累计获得专利逾千
项。就拿设计环节来说，联影已有 7 款产
品获得世界工业设计最高奖。

如今，国际垄断巨头们在医疗设备设
计领域也开始与联影对标，进行战略升
级。“中国智造”和“中国设计”的国际影响
力开始凸显。

聚拢人才，赶超国际标准

联影，“影”是指医疗影像设备，“联”
字则表明公司要联合全世界高端医疗设
备精英。

联影从成立之初，就是一个积聚人才
的平台。最初的创业团队，怀揣着同一个
梦想，来到上海、来到嘉定，他们中有的人
放弃同行业跨国公司的高薪要职，有的放
弃世界著名高等学府的终身教授身份，

“赌”上全部身家，只为中国高端医疗设备
产业的崛起。

联影研究院 CEO 陈群教授已在美国
待了 24 年。在被问及当年加入联影是否

有后顾之忧时，陈群坦言：“首先，我确实
想要做点事情。我在国外担任终身教授，
事情虽然做得很‘尖’，但也很‘窄’，对社
会带来的价值有限。第二，是我对联影创
始团队的信任。我与董事长薛敏认识十
几年了，当时也就对着几张打印出来的
PPT 聊。我认为，这件事恐怕别人都做
不了，但联影创始团队可以做。”

同一爱国心，同一中国梦，联影不拘
一 格 招 纳 全 球 人 才 。 如 今 ，联 影 共 有
1100 多名研发人员，其中 110 多人为海
归学者，500 多人具有在国际大公司和行
业知名企业工作的经历。

汇聚英才，就是凝聚底气。“联影的核
心竞争力就是人才和创新。虽然联影目
前在国际上还谈不上有位置，但我们的目
标非常明确：在今后 10 到 15 年左右，联
影必将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席之地，长远目
标是做世界级的中国医疗设备公司。”张
强表示，在创新战略上，联影已经瞄准未
来 5 到 8 年的前瞻科研技术，以求在第二
代产品上真正实现核心技术的全方位国
际赶超；在就医模式上，联影已经与上海
嘉定区合作建立全国第一家“区域影像中
心”，依托自主研发的“影像云”技术，连接
区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区中心医院以
及瑞金医院北院，实现远程诊疗，开创“小
病不出社区，大病不出郊区”的模式。

“去年我们拿到了 10 亿元人民币订
单，今年的目标是 20 亿元人民币订单，我
们将用实际行动实现我们的健康梦。”张
强说。

中 国 故 事2015年7月22日 星期三16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 24.75 元 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 8166 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15 印完时间：4∶30 本报印刷厂印刷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闫闫 静静 郎郎 冰冰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邮邮 箱箱 jjrbzggs@jjrbzggs@163163.com.com

更 多 中 国 故 事

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联影医疗打破“GPS神话”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清爽短发、笑声爽朗，这是中建二局
四公司退休职工郑丽萍给人的第一印
象。郑丽萍今年 57 岁，十几年来，不论是
在汶川灾区、雪域高原，还是在自家社区，
她始终不断地践行着一个个微小善举，温
暖他人。

“感谢您支持月捐计划，每月捐款 10
元钱，小付出，大力量！”对某公益网捐款
的反馈，郑丽萍早就习以为常。她 2006
年加入河北唐山市红十字会的爱心救助
活动，每月捐助 10 元钱帮助失学儿童上
学，至今已有 9 年多。每月领到退休金，
第一件事就是把救助活动的款先汇出去，
这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每月
退休金 2000 多块，每月拿出个 10 块 20
块的，虽然不多，管不了大用，也是我的一
份心意。”郑丽萍说。

细数十几年时光，郑丽萍的“心意”有
许多。家中抽屉里厚厚一沓献血证，记录
着她先后献血 13 次，献血量达 2600ml；
邻居 80 多岁的老两口叫她“亲闺女”，帮
老两口打扫卫生、买米买面、陪护治疗，郑
丽萍当成自家事来干；与驴友结伴出游自
带垃圾袋，拣拾沿途垃圾，数年如一日，带

动更多人加入活动。“我估摸着这几年我
们拣拾的垃圾都能装满 3 个翻斗车了。”
郑丽萍说，“其实这些都是顺手的事儿。”

有在举手投足间就能做的好事，也有
克服困难、千辛万苦才能达成的善举。

2008 年，全国人民的目光都聚焦在四川
汶川地震灾区。面对灾情，郑丽萍再也坐
不住了，她说服家人，告别年近 80 岁的老
母亲，参加了唐山自费抗震救灾小分队志
愿者救援队，成为这个 10 人小分队中年

纪最大的一位，也是唯一的女队员。在绵
阳市救助站里，她搬运救灾物资、洗菜做
饭、看护伤病员，连续奋战、不知疲倦。“在
汶川的日子里，我来不及去思考、感慨、悲
伤，每一件事都需要人去做，我只要踏踏
实实做好就行。”郑丽萍含着眼泪说。

2010 年，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又牵
挂着郑丽萍的心。“我正在家里洗衣服，无
意中看到了西藏墨脱的孩子们需要帮助
的电视画面，心里久久难以平静，最后决
定到西藏走一趟。”郑丽萍说得容易，路上
的实际情况却十分艰难。她先是到达西
藏拉萨德吉孤儿院，为孩子们捐款 2000
元，又不顾严重的高原反应，徒步前往墨
脱希望小学，给孩子们背去儿童读物、学
习用品、衣服、食品。当时，西藏墨脱还未
通公路，她和同行队友穿越无人区，一来
一回用了整整 21天。

说起这些令人敬佩的善举，郑丽萍觉
得自己很平常。“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
事，我只是愿意去做。”郑丽萍说，“遇到需
要帮助的人和事，如果每个人都能伸出一
只手，那就是一大群手，什么困难不能战
胜？什么难关过不了？”

中建二局四公司退休职工郑丽萍:

微小善举温暖他人
本报记者 栾笑语

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袁武
秉性很实在。做人如此，工作上也是如此。从警 16
年来，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有的是平常心、
实在事的无尽累加。作为全国公安交警系统的执法标
兵，他融真才、献真心、注真情、付真爱、办真事，
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戴。

1999 年 7 月，袁武从警察学校毕业后，被分配
到铜仁市交警支队工作，沿河县交警大队缺人，他
主动申请到这个全市交通最落后的国家级贫困县工
作。为练就一身过硬的执法本领，他白天上路执
勤，取缔违法、勘察事故现场，从实际工作中积
累经验；晚上抱着书本，刻苦钻研法律法规与专
业知识。

2006 年以来，他经办不同类型交通事故案件
4000 多起，办理行政拘留案件 1800 余起，每起案
件都完全符合执法质量的要求，部分个案卷宗还被
作为“标本”，在兄弟部门间传阅、借鉴。尤为可
贵的是，他所承办或协办的案件，无一起引起当事
人诉讼，无一起被群众投诉，为全局的执勤执法树
立了榜样。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北角，地处黔、
渝、湘、鄂四省 （市） 边区结合部的乌江中下游。通
车里程 3521 公里，山高路陡，弯多，临崖临水多，
雾多，摩托车多，且车流量大，大队警力长期缺编。
群众安全意识差，执勤难度大，事故发生率高。十多
年来，袁武和队里的干警们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极少
有节假日。

袁武向记者介绍说，一接到事故处理电话就要
去忙碌，很少有自己支配的时间。

为使中队的执法活动做到文明、规范，每天上路
执勤他都带队，遇到违法行为总是第一个冲上去。一
些亲友劝他执法不用那么认真，但他总用一句话回
应：对违法人员心软，就是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负
责任。

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驾驶员孙某的车因超员被
查处，孙某蛮横不讲理，还扬言说他的亲戚是某领
导。袁武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对你的处罚公
平公正！”孙某自觉理亏，不再强词夺理，主动接受
了处罚。

有时，一句温情细语，一张诚挚的笑脸，可以取
代无数刻板、呆滞、生硬的训导。

一天，袁武与队员们路巡至甘溪乡路段檬子树村
头，见一男青年和一老大娘发生争吵。

袁武下车了解情况，原来是老大娘的耕牛突然从
一个土坪窜上公路，惊吓到正骑车经过的男青年，造
成摩托车侧翻在边沟里。男青年十分恼怒，要老大娘
赔偿 2000 元钱，否则就把牛赶到集市变卖。袁武发
现，男青年并非蛮不讲理，只是在气头上说了那些
话。于是，袁武便微笑着进行调解，几句话后，男青
年得以释怀，主动放弃了索赔。

一个时期，沿河县两轮摩托车无牌无证、农用
车货厢内载人、短途客车超员超载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已成为道路交通秩序管理的一大“顽症”。特
别是官舟镇交通秩序混乱问题，被省、地多年挂牌
督办而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理。2010 年 6 月，袁
武带领交警大队秩序中队民警进驻官舟镇开展为
期 3 个 月 的 整 治 行 动 ， 宣 传 交 通 法 律 法 规 近 200
次，部分群众在路查路检中，故意躲避交通警察
执法检查。

袁武再三深思：“怎样才能既达到整治效果，又解决
群众实际问题。”他提出，一是组织科目考试解决部分三
轮车主无证驾驶问题，二是成立农村客运协会解决非法
营运问题。两大方案
得到当地公安机关及
政府批准。经过 3 个
多月的整治，该镇成
立了公交公司，解决
了近百台车辆的重新
营运问题。

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交

警大队副大队长袁武：

用平常心办实在事
本报记者 王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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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武在查阅交通案卷。 本报记者 王新伟摄

郑丽萍

（右

）在汶川地震救灾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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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影工作人员在检测设备性能联影工作人员在检测设备性能。。（（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