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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北战新产业园：

全力打造湾区医药健康产业新高地

佛山云东海医药健康产业园内，多个项目正加快建设。图为广东医谷·云东海生命科学园项目。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王澍摄

◀奇遇科技研发生产
的陶瓷3D打印设备，可实
现 700 层/小时的超快速
打印。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吴家键、彭一冲

素有“岭南成药之乡”美誉的佛山，正在推动医药健康产业冲刺

千亿元大关。8月12日，佛山市三水区医药健康项目集中签约暨动

工仪式举行，天康致远、领先生物、玉森新药等10多个医药健康产业

项目集中签约、动工，为产业集聚发展积蓄动能。

这是继上周举办佛北战新产业园医药健康投融资对接会后，佛

山深入推进北向战略的又一大动作。当前，佛山大力实施以战新产

业打头阵的北向战略，加快建设佛北战新产业园，重点打造其核心起

步区——佛山云东海医药健康产业园，促进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政策

集成、要素集聚、配套集合，推动连片空间优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竞争

优势。

作为建设佛北战新产业园的主战

场，三水区全力推动佛山云东海医药

健康产业园、大同湖高端医疗器械产

业园等重点园区开发建设，积极落实

省委、省政府打造3.0升级版园区的要

求，实行园区规划提级管理，已征收土

地近 8万亩，打开了产业园成片开发

的空间。

在新签约和动工的优质项目中，既

有广东天康致远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的手术导航耗材及设备生

产及灭菌平台项目，也有广东领先生物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一次性

内窥镜导管及设备生产基地项目，均属

于医药健康产业前沿技术领域。

研发创新是医药健康行业发展的

关键。为推进医药健康行业研发创新，

佛山积极打造“概念验证之都、小试中

试天堂”，梯次建设200家以上中试平

台，为医药企业插上产业与科技融合发

展的翅膀。此次签约的苏州玉森新药

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大湾区中药

研发中试平台项目便是其中之一。

“从第一次洽谈到项目正式签约，

仅用23天完成。作为企业方，切实感受

到佛山一流的营商环境。”佛山朗生医

用新材料公司总经理邓浩强在活动上

表示，8月7日项目顺利摘牌，动工建设

事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项目的快

速推进，离不开佛山招商团队的辛勤付

出和佛山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的

牵线搭桥。

据介绍，该公司投资建设的医疗器

械核心零部件和医用玻璃耗材高技术

项目，占地50亩，投资12亿元，负责医

用玻璃的研发生产和医疗器械核心零

部件生产，建成后有望突破医用玻璃等

一系列“卡脖子”难题。

筑巢更要引凤，在“大招商”工作机

制的持续深化下，全市招商引资呈现良

好势头。其中，三水区组建生物医药和

医疗器械招商专班，围绕产业链上下游

和行业龙头企业精准发力，累计引入医

药健康项目25个，总投资金额约325亿

元；近期重点在谈项目近20个，总投资

金额超60亿元。

项目动工、平台落户、招商提速……

连日来，佛北战新产业园三水片区捷报

频传。佛山云东海医药健康产业园是粤

港澳大湾区唯一可开发用地超万亩的医

药健康产业园区，也是佛北战新产业园

核心起步区，享有省、市、区三级共建的

政策红利。

其中，作为云东海医药健康产业园

首个进驻的超百亿产业项目，广东医谷

项目一期共21栋单体建筑物已经全部

封顶，其中5栋已竣工验收，预计一期全

部载体将在今年交付使用，满足医疗器

械及生物医药企业的办公、研发、生产

等阶段需求。

在招商方面，目前广东医谷已引入

微纯生物、海泰达生物、华锐医疗等超

10个医药健康产业类项目，已储备项目

超50个。

截至目前，佛山云东海医药健康产

业园累计引入21个项目，总投资291

亿元，其中投资百亿元项目2个，云海

大健康产业园等项目纷纷开启建设加

速度，争取早日落地见效，产业集聚效

应明显。

发展医药健康产业，佛山不仅有

扎实的底气，更有创新的锐气、发展的

朝气。作为全省7个大型产业集聚区

之一，佛北战新产业园横跨南海、三水

两区九镇街，规划总面积超过500平

方公里，是佛山举全市之力实施北向

战略的重大平台，也是佛山建设广东

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

的关键支撑。

目前，佛山已形成了生物药、

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等多

门类蓬勃发展的产业格局。2023

年全市健康产业营业收入达 854 亿

元、同比增长 15%，集聚了 280 多家

高新技术企业，展现出广阔的发展

前景。

随着佛北战新产业园“四梁八柱”

雏形日现，越来越多企业进驻投产，这

颗产业新星加速向“新”向前，全力打

造湾区医药健康产业新高地，成为佛

山厚植新质生产力的沃土。

将氧化铝、碳化硅等多种陶瓷材料注入，经过打印、固化、烧结成型后，

一个陶瓷摆件就能从陶瓷3D打印设备中诞生……

在佛山（华南）新材料研究院中试平台的帮助下，奇遇科技的陶瓷3D打

印设备研发生产进展迅速，实现700层/小时的超快速打印，为陶瓷行业发

展提供新的方向。

如今，借由中试平台进行孵化，在本土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同时将

成果反哺本地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样的模式在佛山已是常态。

陶瓷3D打印作为一种增材制

造技术，通过逐层堆积材料形成三

维实体物体，近年来在医疗、工业等

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5年前，清华大学材料学院科

研团队就发现，市面上国内陶瓷材

料的3D打印技术处于相对空白的

状态，而国外的陶瓷3D打印设备售

价又普遍偏高，出于国产替代的考

虑，便开始陶瓷3D打印设备项目的

研发。

但做得好不代表能卖得好。“它

本身是高校的一个课题项目，距离

推向市场化还有一段距离。”奇遇科

技设备研发总监李贺川博士说。

恰逢佛山（华南）新材料研究院

在国内招引优质项目入驻，一眼就

看中了陶瓷3D打印设备项目的发

展前景，发现其深度契合本地陶瓷

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就这样开启

了一场伯乐与千里马的合作之旅。

“这相当于中试平台搭了一

座桥，让我们能够更快接触市

场。”李贺川说。在以佛山（华

南）新材料研究院为载体的电子

信息与环境功能材料中试平台

的帮助下，奇遇科技加速陶瓷 3D

打印设备研发生产，推动高校课

题项目结出硕果，如今实现 700

层/小时的超快速打印，去年突

破 700 万的销售额（包含设备及

耗材）。

李贺川期望，未来能将陶瓷3D

打印设备及耗材输送至更多陶瓷企

业的生产线上，为佛山陶瓷行业的

材料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科技成果转

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

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

台，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

策，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

中试平台与企业的每一次知遇之交，

都见证着佛山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的

坚实步伐。当前，佛山已建有概念验证中

心17家、中试平台86家，覆盖高端装备、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发布《关于

加快发展中试产业的意见》相关政策，持

续推动本地中试平台高标准建设。

以奇遇科技进驻的电子信息与环境

功能材料中试平台为例，目前已成功孵化

引进50多家的新材料企业，并推动100余

项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佛山。其中包括石

墨烯加热穿戴产品、二维氮化硼散热膜、

除醛净味包以及高强度改性木材制成的

桌椅等，与佛山陶瓷、家具等传统优势产

业形成了深度链接。

“我们最初做这个平台就是希望起到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集群发展的作用，跟本

地企业及产业形成良好互动。”佛山（华南）

新材料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常务副主任邓

伟说，2019年建院时，研究院就依照中试

平台的模式运作，重点招引与佛山传统产

业密切相关的优质项目，通过项目攻关、企

业孵化等方式为传统材料行业带来新的技

术和应用方向。

“像铝材、铜材等传统材料，发展到

后期可能会遇到瓶颈期，这时中试平台

就能够逐步推动产业技术更新和升级。”

邓伟说。

经过五年的高标准建设，佛山（华南）

新材料研究院已成为佛山首批中试平台之

一，并持续赋能本土企业。例如，为溢达纺

织解决热熔胶应用难题，支持汉丰科技研

发电热薄膜，与利达印刷包装就“新型环保

可回收高性能塑料软包装材料”进行技术

攻关等。此外，该研究院与美的、海天、顺

控等佛山行业龙头、标杆企业建立联系，共

同探讨并开展相关细分领域的科研攻关。

邓伟相信，在中试产业发展的大势之

下，将有更多伯乐加入中试队伍，在各个

领域招引孵化千里马，共同跑出佛山产业

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新速度。

文/图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
记者霍泳欣

中试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深入实施北向战略
医药健康产业空间释放新动能

厚植优势提升能级 医药健康产业冲刺千亿元大关

▲陶瓷3D打印设备
打印出来的碳化硅方块产
品，主要用于高校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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