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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周旭一又在忙另一件影响整个

基层医疗的大事——基层医疗分级诊治的集

成解决方案。

去医院看病，从医生开出检验单，到患者

拿到检验报告，一般需要二~四个小时，真正

用于医生问诊的时间则可能只有几分钟，这

经历大家想必都不陌生。那么，如果将专业

级别的医疗检验设备下沉到社区 15 分钟医

疗圈内的门诊、诊所，在30分钟内完成便捷、

精准的检验项目，让大部分常见病的诊治、慢

病监测完成一站式的医疗服务。是不是可以

节省医患双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就是周旭一敏锐捕捉到的一个市场痛

点。他把这个叫做“数字化即时检验工作站”。

这又是一个注定可以让中翰盛泰大展身

手的领域——基于中翰盛泰的原创技术和集

成创新，他们可以做到准确、快捷地完成各项

检测，“30 分钟能出具 80 多个项目的检测结

果，满足 80%常见病的检测需要。所有的检

验设备都由我们信息化平台监控，做好质量

把控。”周旭一说。

这个项目从去年启动，如今已经在杭州

和余杭的数十家门诊、诊所试点。而接下来

周旭一的目标是：争取在 5 年内将这个工作

站铺开下沉到5000家有资质的门诊、诊所。

想必，这又将是一件在行业内影响深远

的大事。

“中翰盛泰成立7年来，干了同行10到15

年的事。我们不敢说以一己之力带动行业发

展，只希望能够为这个行业做出一点贡献。”

这，就是一个行业核心企业的企业价值

观。

基层医疗分体诊治：一个真正切中就医痛点的试点项目

“前几年，曾经有国外的上市公司出资5亿美元收购中翰

盛泰，我拒绝了。”

“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对生物医药企业在国内的发展很

有信心；二是我们这样的人，还是有点家国情怀在。”

中翰盛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董事长兼

总经理周旭一说这番话时，表情很平静。

1997 年，当他和三位合伙人共同创办“杭州丽珠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时，并没想到有一天，自己掌舵的这辆列车，会在

短短二十年后，以“中翰盛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

承载众多盛誉：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承担单位；浙江省重大研发

专项承担单位；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浙江省首个体外诊断

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项目⋯⋯

用七年时间，做一个能影响行业的企业
访中翰盛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旭一

胡杨

几天前，在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

中，中翰盛泰的《新型纳米微球液相芯片检测

仪器和临床多指标诊断试剂的开发应用》项

目（简称“NFL项目”）在全国300多个项目中

脱颖而出，获得全国总决赛三等奖。

周旭一对 NFL 项目是寄予厚望的。通

俗来讲，NFL 项目可以用尽量少的生物样

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检测出尽可能多的

指标。相对于现在“抽七八管血，等一两天”

的检验现状，NFL 项目应用在实际中，“只要

两滴血，就能在 1~2 个小时内能精准完成多

达几十项指标的检测。”周旭一告诉我们。

更何况，它并不仅仅只是会应用在人体

检测方面。周旭一将它定义为“目前中国企业

在体外诊断领域唯一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和核

心技术的平台性技术”，换言之，平台性技术可

以外延到各个领域：医学基础研究、新药开发、

司法鉴定、食品卫生监督、宠物诊断⋯⋯

这是一个兼具研究深度和应用广度的项

目。而周旭一说，他本人最自豪的，是这个项

目本身具有的创新意义：一个原创性的纳米

微球编码技术。

周旭一说，他多年来有两个坚持：一，做

原创技术；二，做长线项目。

“生物企业的项目，大都是周期长，盈利慢，

要慢慢‘养’。”周旭一说，“可能我们会做得更辛

苦，但是付出的努力，在某一天总会看到回报。”

NFL项目：一个拿到全国大奖的原创项目

除了坚持做原创技术，去年，周旭一还做

了一件影响行业的大事：因为他的倡导，华东

地区首家集国检与海关一体的特殊物品出入

境集中监管平台——浙江生物制品跨境服务

中心落户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是一个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同时

具备检验检疫生物医药特殊物品集中监管

与海关公共型保税仓储双重功能，为浙江

生物医药行业提供集中进出境法规咨询、

统一监管查验、国外国内全程冷链物流等

服务。

而建立这个服务平台的起因，是周旭一

在公司内一个玩笑般的“发现”：“为什么我的

研发人员这么空？”

他得到的答案是：研发所用的一部分原

材料需要到国外购买，根据规定，此类科研原

料必须要经过省卫计委、杭州海关（原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的审批，一般审批流程在两个月

以上。

“肯定不是只有我们一家企业遇到这样

的问题。”周旭一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什么

办法，能够缩短这段时间？

这个想法，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想

法不谋而合：促进生物医药行业集聚发展，首

先要解决科学家的“粮食问题”，只有在修通

科研协作的高速绿色通道后，才能让项目源

源不断涌入浙江。为此，生物医药特殊物品

出入境监管，如何做到“最多跑一次”？这个

命题应运而生。

通过各方努力，基于信息化风险评估、集

中监管、全程监控、远程查验的全新监管系统

——浙江生物医药特殊物品出入境集中监管

信息平台，诞生了。

平台运行后，对生物医药产品出入境有

需求的企业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产品出

入境时间从原来的两三个月缩短到半个月

内。浙江、上海、江苏⋯⋯周旭一说，如今整

个华东地区已经有90多家科研院校及公司，

因这个平台受益。

浙江生物制品跨境服务中心：一个影响行业的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