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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快速检测的现状和
精准时代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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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T昨天、今天、明天

时间     标记物    方法    检测        功能            项目                样品

昨天     金标       层析     目测       定性        便潜血、毒嘛       体液       蛋白

今天     荧光      椮滤      扫描     半定量      全血       感染  心肌损伤      肽       

明天    稀土上转发光 超顺磁  叠加  定量        血清  内分泌   细胞因子
            分子分型                                                                                    核酸  



免疫学检测平台的发展

集中化：高通量  自动化  集中平台   全自动化

分散化：低通量   随即化  就地平台   现场快速检测

多样化： 多通量  批量化  多样平台   流式分析

叠加化： 中通量   一体化  混和平台   一机多能  



   概念的发展2

   需求的发展3

    认识的发展1

    质控、服务、市场的发展5

    技术的发展4

ＰＯＣＴ内容提纲



2018年将达到275亿美元，复合年平均增长率9.3%。
欧美发达国家目前已将多种新型技术成功应用于即时检测，其
中包括
微纳流控技术、
红外和远红外光学技术、
选择性电极技术、
生物传感器与生物芯片、
微型显微镜成像技术等，

测试对象也
由生化指标、免疫指标逐步外延到分子指标。

随着临床医学、检验医学、纳米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即时检测向精准化、智能化、可穿戴化、无创化、融合化和网
络化6个方面发展。

全球即时检测市场



Point  of  care       进诊所、近病房、近急诊、近ICU、近床旁、近患者
       
 以点为心             以患者为中心   以人为本  待测对象为中心

人到哪儿                检测到哪儿 

 检测到哪儿           穿戴医疗 
 
走到哪儿                移动医疗 

照护                       颐养

检测到                    生理生化

                 从疾病到健康、从健康到生活

POCT概念的不断完善和认识的不断进步



1.POCT在认识和理解上随着科学和技术以及需求的发展在演化和拓展。

2.从字面上理解的POCT随着智能体系的引进，远远超过了其传统概念。

3.立足于以人为本涵盖了新生儿保健、健康人群评价到养老病人的临终关
怀。
4.Point的P从更广义上代表着Personal，而不仅是Patient。

5.其快速发展得益于高新技术的综合利用，也顺应了高效快节奏的工作方
式。

6.现场到移动、床头到穿戴人到哪儿检测到哪儿。他将成随时随地无处不
在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POCT概念的不断完善和认识的不断进步



概念进步的过程



个体化医疗的临床需求



肿瘤标志物的精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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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记物病认识



早期标记物概念



POCT概念

POCT        基层化
                  个体化
                  便民化
                  人文化
                  时尚化
                  

人们不愿意和医疗机构打交道
，和医生打交道。

POCT       互联网 
                 无联网     智慧医疗

“聪明病人”主动参与

全面系统 个体化医疗

就医科学及时

网医

“智能医生”



基层装备的现状，需求分析

1.国家战略的需求、与经济规模相适应的战略能力、国产化的政
治需求、民生的需求

2.卫纪委的需求、医改的需求、分级医疗的需求、保基本的需求
，合并后时代的需求2800个县级医院武装

3.分级医疗管理的需求、保基本和加强基层，分散门诊服务于民
方便于民

4.基层工作需求和科技发展，移动和穿戴。2万元武装乡村医一
体化便携化

5.国产化能力的可行性，国产化百分比。
6.需求发展的需要，国民健康，预防医学 核酸分析学筛项目
7.村医的真正急需装备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治好的装
备



急症,急伤和慢病管理
•  急症:脑出血、心脏病、低血糖
• 应急:蛇咬伤，农药中毒等急症
• 常见病:症状为主线
• 慢病管理  :糖尿病、代谢病等
• 康复指导
• 分娩管理\助产器具\心音监控
• 便携，小型，方便的装备
• 症状为先如头疼，发热，腰疼，劳损
• 针灸\推拿\拔罐\刮痧



POCT是医改的补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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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的补充路径

穿戴式健康检测
动态监测

  现场快速检测

互联网医疗

电子档案
动态记录传输

移动式
随处检测

健康-补充路径-智慧医疗 疾病-传统路径-转化医学

新兴技术
  工程学
  数据库
  研究资源

理解发病机制
  生物标记物

  易感性
  信号途径

临床确诊
  临床症状

  生物标记物监测

药物开发
先导物设计

药物结构优化
动物实验

应用和干预
  临床前评估干预
  公共政策
  诊疗方案

智慧
医疗

转化
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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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医院实验诊断中心
The Centre for Laboratory Diagnosis, 
Beijing Tiantan Hospital

移动医疗应用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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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测血糖的隐形眼镜

CardioNet

ZEO: 睡眠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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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健康 

• 康复医疗、
• 人口发展、
• 中医药、
• 预防医学、
• 疾病诊疗、
• 新药创制、
• 医疗设备、



人口健康相关关键技术
• 不育症临床诊断技术
• 超灵敏临床蛋白组免疫分析技术
• 全自动病原微生物鉴定技术
• 动物源高相容性材料技术
• 无创生化指标检测技术
• 高通量基因测序分析技术
• 生物材料基因组技术
• 高精准快速病理组织分析技术
• 移动医疗技术
• 智慧医疗服务技术
• 健康物联网技术
• 分子探针技术
• 穿戴式健康监测技术
• 手术导航技术
• 生物3D打印快速成型技术
• 多脏器衰竭生命支持技术



手机实验室

•   1.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多模态显微分析仪 
•   2.血管成像分析仪
•   3.多参数（吸收、反射、灰度、量子点、发光）免疫分析仪
•   4.掌上血凝分析仪
•   5.纸基印刷电极电化学生物传感器 
•   6.掌上心电监测仪、心血管综合测试仪                          
•   7.快速定量代谢物分析仪
•   8.便携式电子内窥镜
•   9.微生物快速检测仪
•   10.特异性标志物检测技术
•   11.健康信息采集、通讯、管理
•   12.B超、眼底成像 



微型化分析仪器
• 1.色谱浓缩分离技术的微型化
• 2.离子迁移谱 
• 3.微流控检测平台
• 4.微型化质谱技术
• 5.微型化显微分析仪 



一体化装备
• 1.核酸蛋白检测一体化系统                                 （博辉公司）
•   2.一体化基层诊所诊疗箱                         （广州万孚、上海奥普）
•   3.一体化急救诊疗包 消防车、抗震救灾                      （天津武警） 
•   4.疫情现场的一体化                                （南昌大学 赖卫华） 
•   5.智能化健身/运动评价体系                                  （张永亮）
•   6.抗凝血功能评价系统（血栓弹力谱系统、抗血小板治疗个性化检测
系统）

•                                                       （董文飞、刘军）
•   7.疾病营养综合评价系统                              (舒晓亮、李增宁)
•   8.体质健康一体化检测系统 



即时检测关键材料
• 1.纳米检测材料（量子点、磁珠、功能化、制
备、代谢物）

• 2.功能生物敏感膜（微米级多层膜固相生化系
统）

• 3.传感元器件
•  4.分子探针
• 5.非酶催化的纳米材料
• 7.工具酶 
• 6.纳米蚀刻



二、移动医疗提升传统医疗的效率

• 1、把能在医院外解决的事情在医院外解决，
不到医院里面浪费医疗资源，形成良好的业
务边界；

2、必须在医院里解决的问题，采用信息化手
段使流程更加通畅，进而提高医院效率。



六、智慧物联网应用
• 1、智慧健康服务
• ——信息惠民
• 以信息惠民为目标，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要
手段，通过物联网技术与现有各类卫生、养
老信息系统的有效融合，提高居民享受健康
服务的体验，逐步形成便捷、高效、智慧的
健康服务新模式。

• ——智慧卫生
• 大力支持以医院为基础，包括疾控、卫监、
社区等于一体的智慧卫生体系建设。



六、智慧物联网应用
• 2、智慧老年照护
• 结合养老服务需求和特点，融合现代信息、
医疗等技术，将人文关爱与技术关爱有机结
合，实现以老人为中心，集生活照料、日常
护理、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康复教育和
咨询、中医保健等服务为一体，优先推进有
条件的养老机构开展应用示范，兼顾多种养
老服务模式共同发展。



六、智慧物联网应用
• 3、智慧食品和药械管理
• 优化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采供
流程，提高管理水平和流通效率，推动采购、
物流服务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组织实施食品、
药品、医疗器械和耗材管理物联网应用示范
工程。



七、推进物联网快速发展的政策措施
• 1、建立协同推进机制
• 2、加强产学研医合作
• 3、大力发展第三方服务
• 4、引导各方资金投入
• 5、研究制订标准规范
• 6、推进公共信息开放利用
• 7、加快人才培养
• 8、开展国内外交流合作



八、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 1、大力支持社会办医
• 2、积极发展健康保险
• 3、支持发展多样化健康服务
• 4、加快健康服务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 5、培育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
• 6、促进产业聚集和园区发展



八、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 1、放宽市场准入
• 2、公平获得生产要素
• 3、扩大健康服务业市场空间
• 4、完善财税价格政策
• 5、完善服务管理政策
• 6、完善健康服务法规标准和监管



移动设备的使用功能

• 公共卫生数据采集和监测
• 实时监控个人健康
• 健康咨询和用药依从性、治疗支持
• 为医务人员、研究人员和患者提供健康信息
• 健康教育和意识培养项目
• 提供诊断和治疗支持，加强医务人员的交流



2030年的生物医学研究方向

概念上  精准医疗
技术上  组学平台
工具上 测序
科学上  脑科学
解剖上 脑神经
标记物上  脑机能（癫痫、痴呆、PAKINSON
、）、脑血管损伤、脑细胞损       伤、脑血管
单基因病、脑肿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