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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

2017年，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市科委、市教委、市知识产权局、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积极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建设，建立与在京高校院所的深层次对接机制，做好科技成果在京落

地承接服务。

一、形成“抓两头，打通道，汇聚四方力量”的工作思路

从问题入手，“抓两头，打通道”，激发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潜力。针对高校院所内部转化部门能力

不强、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不足、中试熟化环节断档、转化业务向专业机构开放不够等问题，抓高校院

所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激发转化潜力；针对各区产业承接能力不强、政策配套不完善、成果本地转

化率不高等问题，抓各区落地承接，做大做深承接成果溢出落地的“池子”；突破制约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的瓶颈障碍，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

针对转化工作条块分割、分散多头、各成体系、彼此孤立的状况，全面加强统筹，充分调动市级部

门、各高校院所、各区、各类市场主体等四方力量，各方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推进转化。引导高

校院所优势学科与各区主导行业、培育行业“双向聚焦”，实现精准对接、推动务实合作。

二、构建“5433”的工作格局

突出抓在实处、落在实处。着力推进高校院所“5个加强”，即加强转移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强成

果筛选及专利布局、加强成果中试熟化等专业平台建设、加强与社会化专业服务业务合作、加强成果项

目在京转化落地；推动高校院所做到“4个到位”，即认识、责任、投入、开放到位。发挥高校院所责任

主体作用，重点推进内部转化部门建设、成果处置流程、转化收益分配、人员分类考核、兼职及离岗创

业管理，以及尽职免责决策程序等6个方面政策的落地工作，打通“最后一公里”；支持各区落实“3个

有”，即在科技成果落地承接上有空间、有队伍、有政策，推动项目成果源源不断的在各区转化落地；

面向市场主体，搭建“3个库”，即成果库、需求库、服务库，与各类市场主体双向开放、共建共享。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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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日程安排
时间：2019年11月8日（星期五）上午     

地点：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三层报告厅

时  间

08:30-8:50

09:00-09:05

09:05-09:25

09:25-09:30

09:30-09:40

09:40-10:05

10:05-10:30

10:30-10:55

10:55-11:20

11:20-11:45

11:45-12:10

12:10-13:30

内容安排

签到

 

主持人介绍出席启动仪式的领导及嘉宾

领导致辞

启动仪式

北京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聘任仪式 

项目一  仿生智能感知三维成像技术

项目二  零污染车用空调CO2涡旋压缩机

项目三  刚柔型人体能力增强外骨骼机器人

项目四  生化违禁品快检微型质谱仪

项目五  机械手无损检测系统

项目六  微细刀具技术与系列产品

自助午餐（理工交流中心二层）

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

1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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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项目名称：零污染车用空调CO2涡旋压缩机

项目简介：

热泵空调是提升电动汽车冬季续航里程的重要技术途径，本团队近十年来围绕车用热泵空调关键技术，系

统深入开展了热泵空调整机及关键设备的性能实验与理论研究工作。分别设计并发展了电动汽车HFCs和CO2

热泵空调系统，揭示了循环关键运行参数对热泵空调制冷制热性能的影响规律，并提出了热泵空调冷暖双模式

车室温度控制及高效运行控制策略，发展了基于冷凝器出口过冷度的节流阀模糊控制策略，设计了实现CO2热

泵空调系统压缩机自动精确调速的模糊控制器。

基于在车用热泵空调技术方面积累的雄厚理论基础以及丰富设计经验，以突破车用CO2热泵空调系统关键

技术瓶颈、发展CO2热泵空调系统及设备核心技术为目标，本项目设计研发了零污染高效高可靠性车用空调

CO2涡旋式压缩机。与传统工质亚临界循环压缩机相比，CO2跨临界循环压缩机具有整机体积小、效率高及环

境适应性强等技术优点。针对CO2近临界区剧烈物性变化、高循环压力以及大压差工作环境引起的压缩机性能

及可靠性下降、泄漏及摩擦损失升高等问题，基于流动控制技术，创新性提出了降低非对称性流动效应的吸气

结构设计方法，发展了考虑过压缩效应的齿头修正设计方法，提出了具有高可靠性的涡旋齿结构及齿顶气动密

封技术。

项目名称：仿生智能感知三维成像技术

项目简介：

围绕无人驾驶、智能制造领域，本项目针对传统机器

视觉难以同时兼顾大视场、高分辨、实时性的技术瓶颈，从

源头打破常规成像规则，鉴于昆虫复眼具有大视场高灵敏的

优势，以及人眼视觉具有变分辨率和冗余数据压缩的优势，

将两者相结合，提出一种复合仿生三维成像感知方法，通过

突破变分辨扫描发射、多通道并行接收、图像重构与成像感

知算法等关键技术，形成了具有体系化的前沿技术成果，研

发出了诸如收发探测模块，多通道仿生曲面相机系统、在线

光电检测系统等实物成果。核心技术受到国家、省部级项目

资助5项，通过多年对仿生智能感知技术研究，已获得授权

发明专利15项，软件登记4项。

本项目围绕成像感知应用领域，从成像源头创新，基

于复眼与人眼的优势，通过硬件（MEMS、相控阵、非均

匀感光芯片等技术）与软件实现仿生成像感知能力，尤其是

对三维成像中的变分辨环形扫描方法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

光学与传感器领域的SCI期刊，得到同行认可。在应用方

面，仿生视觉感知相关技术对接到工业测量与侦察识别中，

促进了行业技术发展，提高了企业与研究所的效益。

目前，本项目处于技术研发阶段，在国家与省部级项

目资助下，已经形成一定成果，目前拟从模块与算法为主进

行技术研究与公司孵化，可以采用合作研发，以及部分技术

转让的工程实例化样机研制等模式。项目后期为底层器件研

究，届时将采用融资方式开展。

仿生双远心工业检测镜头（适用于芯片外观检测，工
作距离180mm，放大倍率10x）

微机电（MEMS）扫描控制模块（扫描轨
迹可编程控制，可支持10kHz频扫，开放
用户接口）

曲面复合仿生成像系统（视场150°，作用
距离打2km）

（APD探测单元模块，100MHz带宽）

工业在线芯片外观缺陷检测仪（0.1mm精度，检测速度
0.3s/pcs，成像分辨率1080p，帧频25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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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生化违禁品快检微型质谱仪

项目简介：

生化（生物及化学）违禁品检查一直以来都是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人流密集场所安全检查的重要一

环，是保障公共场所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防范措施。质谱技术是一种高端的生化检测仪器，是实验室生化分

析的金标准，但是常规的质谱仪器体积庞大，价格昂贵，不能用于现场检测。

本项目所开发的微型质谱仪创新地采用了高效的连续大气压接口进样模式，在具备高度便携性的同时，可

以实现各种形态样品（固、液、气）在大气压条件下的快速分析，技术优势明显。该仪器突破了连续气体进样

小型化质谱仪只能分析挥发性样品的局限，有效解决当前小型化质谱仪分析性能与便携性之间的矛盾。相比于

当前光谱类安检设备，本项目的微型质谱仪在具备高度便携性的基础上，具有更高的检测灵敏度和分析速度，

可以实现现场各种违禁品的快速（小于1秒）、高灵敏（检测限低于1ng/mL）、精准检测。

此外，相比于国外类似产品的高昂售价（人民币约80-120万元/台），本项目拟开发的产品可以通过技术

创新将其售价控制在40-80万元/台，更有利于打破国外同类型仪器的价格壁垒，实现小型化质谱仪在国内各机

场、火车站等场所的推广，快速占据国内市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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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项目名称：刚柔型人体能力增强外骨骼机器人

项目简介：

刚柔型人体能力增强外骨骼机器人是一种穿戴在人身上，和人一起协同行走，同时起到助行、负重等作

用，实现人体的能力增强。团队在助力外骨骼领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突破了步态识别、人体运动意图识别与

预测、人机耦合协同控制、人机相容性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承担了国家科技部和陆军多项外骨骼机器人项

目，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外骨骼机器人由大小腿、腰部、背部结构，智能感知鞋、信息监测与控制系统等几

部份组成。人穿戴外骨骼后，智能感知系统能识别人体运动意图，控制系统根据人体运动意图驱动膝、髋等关

节助力，从而减轻人体负担。

本项研究成果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在军用领域，帮助士兵携行负重，降低士兵疲劳强度，提高士兵作

战能力。在民用领域可用于心衰、肥胖、老年等行走不便人，辅助行走，改善生活质量。此外还可用于野外勘

探、抢险救援、登山等辅助负重。

无源外骨骼 柔性外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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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微细刀具技术与系列产品

项目简介：

针对发动机喷油微小孔、微透镜阵列模具、微小叶轮、微流道芯片、骨切削修复等难加工材料微小零件精

密加工，开展了微细刀具设计、刃磨制备及切削技术等方面研究。实现超小直径高长径比微细钻头、变芯厚变

槽宽硬质合金微细钻头、横刃修磨硬质合金微细钻头、异型结构硬质合金微细铣刀、超小直径超硬微细球头铣

刀等微细刀具的设计制造及应用。突破超小直径微细刀具的设计和刃磨关键技术，国内首次实现12微米直径纳

米颗粒硬质合金铣刀的精密刃磨；形成了直径50微米微细铣刀与钻头的精密刃磨制造与批量生产能力；突破了

50微米超硬材料PCD/CBN微细铣钻刀具的精密刃磨制造技术。

本项目开展了微细刀具设计、刃磨制备及切削性能评价等方面研究，构建了完善的微细刀具设计理论体

系；基于理论建模与工艺优化，开发了微细刀具的高精度刃磨技术；面向航空、航天、汽车等精密零部件的加

工需求，建立了系统的微细刀具切削性能评价体系与工具工艺适配方法；已形成技术研发、生产验证、工艺配

套推荐等示范应用的产、学、研、用相关条件，具备“理论-技术-工程-产业”一体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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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项目名称：机械手无损检测系统

项目简介：

机械手无损检测系统由关节式机械手、超

声检测仪器、超声换能器和液浸槽等构件组

成，采用高性能计算机实现机器人和超声检测

仪器的集成控制，采用创新的软硬件接口技术

保证扫查点位置坐标数据和超声检测信号的同

步采集，实现高检测分辨力和检测重复性。机

械手无损检测系统的特点有检测精度高、速度

快，灵活性好；位置信息和超声信号同步采

集，精准定位缺陷位置；全波数据采集与存储

功能，可实现任意深度成像观测；多种成像方

式，可实现多种物理特性观测与分析；显示直

观，快速扫描显示工件内部缺陷。机械手无损

检测系统主要针对复杂曲面的金属和复合材料构件的超声无损检测与评估难题，采用单（双）机械手夹持换能

器或工件实现快速准确的自动化无损检测，完成人工无法实现的扫查工作。

机械手无损检测系统目前已经应用在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兵器工业集团内蒙古一机集团，

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等单位；并在2017年11月由北京理工大学申请，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国家标准《无

损检测 机械手超声检测方法》（GB/T34892-2017），2018年6月1日开始实施；同时机械手无损检测系统申

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北京高校技术转移联盟简介

北京高校技术转移联盟是在北京市科委等单位悉心指导下，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牵头发起成立的，2018年4月召开第一次全

体成员大会。联盟发展建设得到了各单位大力支持，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和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科技

部火炬中心担任指导单位。

联盟以提高高校技术转移行业发展水平、促进北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为主要目的，通过集聚高校科技

创新资源和各方渠道资源，组织对接交流活动，培养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队伍，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和

社会服务能力，助力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贡献北京高校智慧和

力量。

联盟现有成员涵盖了近40所北京主要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并逐步吸纳了一批致力于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的重点企业、专业机构、金融资本、政府和园区部门为会员单位，共同推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

联盟现任理事长单位为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秘书长单位为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热忱欢迎政产学

研金服用媒等各界朋友与我们携手，共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秘书处联系方式：
地  址：西三环北路甲2号院北京理工大学国防科技园5号楼1909

联系人：陈柏强  刘增猛

电  话：010-68914920

微  信：13810639853

北京理工大学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1940年诞生于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和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大

学，是国家历批次重点建设的高校，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首批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高校A类行列。

学校汇聚了以22名两院院士为代表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拥有2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9个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及工程研究中心和6个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学校科研实力雄厚，科技投入和成果产出均居全国高校前

列。2016年、2017年，分别获得5项、9项国家科学技术奖；2018年，科技经费投入超过35亿元，牵头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6项国家科学技术奖，位居全国高校并列第4位。

学校高度重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直接服务国计民生等重大项目。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

州亚运会、“神舟”与“天宫”交会对接等重大工程中，学校研发的多项技术均有优异表现。在国庆70周年

阅兵中，参与了受阅装备中12个空中方队中的10个方队、32个地面装备方队中的26个方队的装备研制工作，

直接参与了15式轻型坦克等阅兵装备的现场技术保障工作，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团队构建出“20万人”超大

规模的“虚拟盛典”，“人民万岁”等字样的烟火璀璨夜空。

学校积极开展学科性公司模式等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组建专门的技术转移中心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2018年首批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基地。

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简介
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成立于2002年，是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若干规定》（京政发[2001]38号）文件，由北京市政府设立的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和北

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机构，为市科委直属事业单位。

近年来，转化中心积极协调落实市政府支持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有关优惠政策，认真履职、主动作为。在

市科委领导下，以助力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围绕业务主线，积极开展政策宣讲、专项组织、对接活

动举办与跟踪管理等工作，系统推进我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主要职责：
（一）开展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建设组织工作，助力营造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氛围。

（二）开展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专项组织工作，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京落地转化。

（三）组织高精尖产业专业平台建设专项，推动各区专业服务平台建设，促进产业要素资源集聚。

单位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11号北京创业大厦A座

电话：010-64874216

网站：WWW.BJCY.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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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成立于2002年，是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若干规定》（京政发[2001]38号）文件，由北京市政府设立的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和北

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机构，为市科委直属事业单位。

近年来，转化中心积极协调落实市政府支持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有关优惠政策，认真履职、主动作为。在

市科委领导下，以助力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围绕业务主线，积极开展政策宣讲、专项组织、对接活

动举办与跟踪管理等工作，系统推进我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主要职责：
（一）开展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建设组织工作，助力营造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氛围。

（二）开展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专项组织工作，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京落地转化。

（三）组织高精尖产业专业平台建设专项，推动各区专业服务平台建设，促进产业要素资源集聚。

单位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11号北京创业大厦A座

电话：010-64874216

网站：WWW.BJCY.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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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专场

单位简介：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2000年，北京大学与原北

京医科大学合并。今天的北京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是一所拥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新型工

程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教育科学、医学科学和语言科学等多种学科的新型综合性大

学。

近年来，北京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将

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科

学研究的前沿、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和国际交流的桥梁和窗口。

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是学校主管横向科研及成果转化工作的职能部门，由校长授权对外签署技术合同。

部门职能包括：

· 统筹协调和管理北京大学科技开发工作，制定相关规章制度；

· 审核、签署技术合同及相关合同，管理横向科研经费；

· 负责校企科技合作，管理校企联合研发平台；

· 负责学校技术转让、技术入股与专利运营工作；

· 统筹管理校地科技合作和学校在地方设立的新型研发机构；

· 负责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 产业化技术研发与政策研究。

科技开发部下设综合办公室、经费与信息办公室、知识产权办公室、企业管理办公室和技术转移中心。

2011年4月，北京大学成立产业技术研究院，与科技开发部合署办公。

专场路演领域：
信息智能

时间地点：
2019年11月19日下午 14:00     北京大学王克桢楼一层107会议室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面向海量知识图谱数据的图数据库开源系统gStore---打造图数据库系统的中国芯

2. AI写作机器人及其应用

3. 文字图像图形生成技术

4. 文档泄密溯源追踪技术研究及应用

北京工业大学专场

单位简介：

北京工业大学创建于1960年，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经、管、文、法、艺术、教育相结合的多科性

市属重点大学。1996年通过国家“211工程”预审，正式跨入国家二十一世纪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的行列。

2017年9月，学校正式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目前已覆盖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

法学、艺术学、教育学等8个学科门类；拥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21个北京市重点学科、18个北京市重点建设

学科。学校共有7个学科跻身2019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前500，在QS发布的2019年中国大陆大学排名中位

居第33名，化学、材料科学、工程、环境与生态4个学科进入ESI前1％。

学校建有国家工程实验室2个、“111计划”引智基地3个、国家级产学研中心1个、国际合作研究中心1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5个、教育部战略研究中心1个、省部共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培育基地1个、北京市级科研基地45个、行业重点实验室4个。

北京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属于北京工业大学的内设机构，2014年为落实国家大力促进科研成果转

化、创新创业的政策要求，学校将原有的科研管理、成果转化等部门进行整合，成立了北京工业大学科学技

术发展院，为科研研究、成果推广、项目落地、产业化等打通道路，形成一条龙科技服务管理体系。

2018年4月，北京工业大学获得教育部科技司、中关村管委会首批中关村示范区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授

牌，学校在此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北京工业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技术转移中心负责制订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各

项政策和管理办法,统筹开展学校成果转化全局工作，建立科技成果评估评价机制，开展专利布局、运用及转

化。发掘可转化的科技成果，提出转化建议和营销方案，进行市场推广、企业对接、资金对接，变被动转化

为主动转化、市场转化。

专场路演领域：
新型应用技术

时间地点：
2019年11月21日下午14:00      工大建国饭店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氢分子介入促进伤口愈合的新型治疗策略研究

2. 新型柔性接触机器人末端执行器

3. 新型智能电动汽车关键技术研究

4. 新型桥梁快速建造及抗震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5. 新型彩色热反射涂料及其颜填料制备

6. 教学-研究-展示一体化的新型城市智慧交通沙盘平台

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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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2000年，北京大学与原北

京医科大学合并。今天的北京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是一所拥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新型工

程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教育科学、医学科学和语言科学等多种学科的新型综合性大

学。

近年来，北京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将

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科

学研究的前沿、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和国际交流的桥梁和窗口。

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是学校主管横向科研及成果转化工作的职能部门，由校长授权对外签署技术合同。

部门职能包括：

· 统筹协调和管理北京大学科技开发工作，制定相关规章制度；

· 审核、签署技术合同及相关合同，管理横向科研经费；

· 负责校企科技合作，管理校企联合研发平台；

· 负责学校技术转让、技术入股与专利运营工作；

· 统筹管理校地科技合作和学校在地方设立的新型研发机构；

· 负责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 产业化技术研发与政策研究。

科技开发部下设综合办公室、经费与信息办公室、知识产权办公室、企业管理办公室和技术转移中心。

2011年4月，北京大学成立产业技术研究院，与科技开发部合署办公。

专场路演领域：
信息智能

时间地点：
2019年11月19日下午 14:00     北京大学王克桢楼一层107会议室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面向海量知识图谱数据的图数据库开源系统gStore---打造图数据库系统的中国芯

2. AI写作机器人及其应用

3. 文字图像图形生成技术

4. 文档泄密溯源追踪技术研究及应用

单位简介：

北京工业大学创建于1960年，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经、管、文、法、艺术、教育相结合的多科性

市属重点大学。1996年通过国家“211工程”预审，正式跨入国家二十一世纪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的行列。

2017年9月，学校正式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目前已覆盖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

法学、艺术学、教育学等8个学科门类；拥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21个北京市重点学科、18个北京市重点建设

学科。学校共有7个学科跻身2019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前500，在QS发布的2019年中国大陆大学排名中位

居第33名，化学、材料科学、工程、环境与生态4个学科进入ESI前1％。

学校建有国家工程实验室2个、“111计划”引智基地3个、国家级产学研中心1个、国际合作研究中心1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5个、教育部战略研究中心1个、省部共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培育基地1个、北京市级科研基地45个、行业重点实验室4个。

北京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属于北京工业大学的内设机构，2014年为落实国家大力促进科研成果转

化、创新创业的政策要求，学校将原有的科研管理、成果转化等部门进行整合，成立了北京工业大学科学技

术发展院，为科研研究、成果推广、项目落地、产业化等打通道路，形成一条龙科技服务管理体系。

2018年4月，北京工业大学获得教育部科技司、中关村管委会首批中关村示范区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授

牌，学校在此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北京工业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技术转移中心负责制订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各

项政策和管理办法,统筹开展学校成果转化全局工作，建立科技成果评估评价机制，开展专利布局、运用及转

化。发掘可转化的科技成果，提出转化建议和营销方案，进行市场推广、企业对接、资金对接，变被动转化

为主动转化、市场转化。

专场路演领域：
新型应用技术

时间地点：
2019年11月21日下午14:00      工大建国饭店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氢分子介入促进伤口愈合的新型治疗策略研究

2. 新型柔性接触机器人末端执行器

3. 新型智能电动汽车关键技术研究

4. 新型桥梁快速建造及抗震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5. 新型彩色热反射涂料及其颜填料制备

6. 教学-研究-展示一体化的新型城市智慧交通沙盘平台

首都医科大学专场

单位简介：
首都医科大学是全国最优秀的医学高等院校之一，拥有重要的医药健康创新资源、丰富的科技人才和创

新成果。为促进成果转移转化，已建立新医药北京市技术转移中心、首科医谷专业孵化器、北京市技术市场

协会生物医药专业委员会、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等成果转移转化业务平台，北京医学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正在

稳步推进中。

经过多年探索，首都医科大学围绕医药健康创新与转化，建立了系统的转移转化模式：在完善专业技术

服务平台基础上，重点建立了系列转化研究所和专业孵化基地，形成创新成果+专业技术服务+技术经纪+专

业孵化器孵化新的技术转移模式，包括以临床研究为核心的专业技术服务平台；以技术经纪为核心的科技中

介平台；以天使投资为核心的投融资服务平台。

依托学校、附属医院的科研成果建立了项目培育库和成果库，目前已收集、分析、整理了150余项医药健

康创新成果。近三年，已实现alpha-突触核蛋白检测方法、异体人牙髓间充质干细胞注射液、大豆异黄酮纳

米制剂等多个成果的转移转化。

专场路演领域：
医药健康

时间地点：
2019年11月22日下午14:00         维景国际大酒店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快速鉴定眼内液中感染性疾病病原的基因芯片开发

2. 肿瘤病理全切片辅助诊断一站式平

3. 基于孕妇卫生护垫的胎膜早破快速诊断系统的研发

4. 三维数字化错合畸形矫治系统的研发和AR实现

5. 全自动化的内分泌性高血压临床质谱诊断试剂盒的开发与应用

6. 便携式瞳孔测量仪

7. 基于人工智能的栓塞性卒中梗死模式识别研究

8. 原研多光谱光学智能分析仪

北京交通大学专场

单位简介：
北京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共建

的全国重点大学，“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和具有研究生院的全国首批博

士、硕士学位授予高校。学校牵头的“2011计划”“轨道交通安全协同创新中心”是国家首批14个认定的协

同创新中心之一。2017年，学校正式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将围绕优势特色学科，重点建设“智慧

交通”世界一流学科领域。

学校始终瞄准科技发展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依托信息、管理和交通科学与技术等优势特色学科，

通过智力支持、人才保障和专业服务，全面参与了铁路大提速、青藏铁路建设、大秦铁路重载运输、高速铁

路建设和城市轨道交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等中国轨道交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一系列原创性重大成果，为服务国家交通、物流、信息、新能源等行业以及

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支撑和引领国家、行业和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专场路演领域：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时间地点：
2019年11月26日下午14:00      顺义区顺义宾馆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外周血游离DNA表观修饰检测试剂盒的研发与应用

2. 多功能驱鸟器

3. 高端微小型涡喷发动机

4. 激光高精度多参数快速综合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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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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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
首都医科大学是全国最优秀的医学高等院校之一，拥有重要的医药健康创新资源、丰富的科技人才和创

新成果。为促进成果转移转化，已建立新医药北京市技术转移中心、首科医谷专业孵化器、北京市技术市场

协会生物医药专业委员会、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等成果转移转化业务平台，北京医学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正在

稳步推进中。

经过多年探索，首都医科大学围绕医药健康创新与转化，建立了系统的转移转化模式：在完善专业技术

服务平台基础上，重点建立了系列转化研究所和专业孵化基地，形成创新成果+专业技术服务+技术经纪+专

业孵化器孵化新的技术转移模式，包括以临床研究为核心的专业技术服务平台；以技术经纪为核心的科技中

介平台；以天使投资为核心的投融资服务平台。

依托学校、附属医院的科研成果建立了项目培育库和成果库，目前已收集、分析、整理了150余项医药健

康创新成果。近三年，已实现alpha-突触核蛋白检测方法、异体人牙髓间充质干细胞注射液、大豆异黄酮纳

米制剂等多个成果的转移转化。

专场路演领域：
医药健康

时间地点：
2019年11月22日下午14:00         维景国际大酒店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快速鉴定眼内液中感染性疾病病原的基因芯片开发

2. 肿瘤病理全切片辅助诊断一站式平

3. 基于孕妇卫生护垫的胎膜早破快速诊断系统的研发

4. 三维数字化错合畸形矫治系统的研发和AR实现

5. 全自动化的内分泌性高血压临床质谱诊断试剂盒的开发与应用

6. 便携式瞳孔测量仪

7. 基于人工智能的栓塞性卒中梗死模式识别研究

8. 原研多光谱光学智能分析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场

单位简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成立于1952年，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现隶属于工业和信

息化部。建校以来，北航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是全国第一批16所重点高校之一，也是80年代恢复学

位制度后全国第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22所高校之一，首批进入“211工程”，2001年进入“985工程”，

2013年入选首批“2011计划”国家协同创新中心，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北航学科繁荣，特色鲜明。有工、理、管、文、法、经、哲、教育、医和艺术10个学科门类。在航空、

航天、动力、信息、材料、仪器、制造、管理等学科领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形成了航空航天与信息技术

两大优势学科群，国防科技主干学科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工程学、材料科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化学五

个学科领域的ESI排名进入全球前1%，工程学进入全球前1‰。

北航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先导，强化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关键

瓶颈技术汇聚、与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顶级创新平台和一流科研团队，科研总量不断扩大，科研经费人

均位居全国高校第一。有1个国家实验室（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9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含4个

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4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3个北京市高精尖创新中心，70余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有7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12个教育部创新团队，6个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学校突出自主创

新，强化协同创新，积极搭建国家级创新平台，承担重大科研项目，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十五”以

来，北航共获国家三大科技奖励60余项，其中，近14年获得14项国家级科技奖励一等奖、4项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创造了一所大学连续获国家高等级科技奖的记录，被社会誉为科技创新的“北航模式”。

专场路演领域：
医工结合

时间地点：
2019年11月29日下午14:00      北航世宁大厦17层路演厅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

2. 无创智能吸痰机

3. 颌骨整形手术机器人

4. 电子人工喉及发声训练系统

5. 智能式血压手表

北京农学院专场

单位简介：
北京农学院是一所都市特色的农林高校，以服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都市型现代农林业为己任，瞄准首

都发展需求，整合科技资源、凝练科研方向，围绕乡村区域发展、食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创新

利用四个主攻方向开展软硬科学研究，构建了覆盖全产业链的学科群和研究平台，在都市型现代农业科学研

究和科技创新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和优势。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5万余名优秀人才，为首都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解决一批首都乃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理论和技术难题。

北京农学院大学科技园依托学校人才资源与科技优势，集中打造了硬件设施支撑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双创人才培养平台、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等六大平台，聚焦“大

农业”和“大健康”，形成了农业资源、农业人才、农业科技集聚的双创基地，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

能力的复合应用型人才提供了牢固保障，为都市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提供了坚实基础，收到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北京北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北京市科委、市教委、中关村管委会联合认定的市级大学科技园（北京农

学院大学科技园）管理运营机构。它依托科技园人才、技术、资源优势，按照“依托北农、创新引领、发挥

优势、服务首都”的发展定位和建设思路，历经十余年探索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双创”人才

培养工作扎实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数量不断增加，农业科技企业孵化效果显著，农业新型产业规模日益壮

大。现已形成以“三场一楼”为主要布局的“都市型现代农业特色”大学科技园。

专场路演领域：
现代农业

时间地点：
2019年12月3日上午9:00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农路7号北京农学院科技综合楼2楼多功能路演厅D202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纯天然提取食妆品及其衍生产品开发推广

2. 微纳米氧化锌

3. 植物单宁

4. “真油真美”洗护系列产品助推香草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5. 鲜切蔬菜及冷链即食食品技术集成与应用

6. 农林废弃物生态循环利用

7. 京郊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基地规划建设与配套技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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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系列项目路演启动仪式暨北京理工大学智能制造专场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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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成立于1952年，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现隶属于工业和信

息化部。建校以来，北航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是全国第一批16所重点高校之一，也是80年代恢复学

位制度后全国第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22所高校之一，首批进入“211工程”，2001年进入“985工程”，

2013年入选首批“2011计划”国家协同创新中心，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北航学科繁荣，特色鲜明。有工、理、管、文、法、经、哲、教育、医和艺术10个学科门类。在航空、

航天、动力、信息、材料、仪器、制造、管理等学科领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形成了航空航天与信息技术

两大优势学科群，国防科技主干学科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工程学、材料科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化学五

个学科领域的ESI排名进入全球前1%，工程学进入全球前1‰。

北航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先导，强化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关键

瓶颈技术汇聚、与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顶级创新平台和一流科研团队，科研总量不断扩大，科研经费人

均位居全国高校第一。有1个国家实验室（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9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含4个

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4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3个北京市高精尖创新中心，70余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有7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12个教育部创新团队，6个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学校突出自主创

新，强化协同创新，积极搭建国家级创新平台，承担重大科研项目，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十五”以

来，北航共获国家三大科技奖励60余项，其中，近14年获得14项国家级科技奖励一等奖、4项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创造了一所大学连续获国家高等级科技奖的记录，被社会誉为科技创新的“北航模式”。

专场路演领域：
医工结合

时间地点：
2019年11月29日下午14:00      北航世宁大厦17层路演厅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下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

2. 无创智能吸痰机

3. 颌骨整形手术机器人

4. 电子人工喉及发声训练系统

5. 智能式血压手表

单位简介：
北京农学院是一所都市特色的农林高校，以服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都市型现代农林业为己任，瞄准首

都发展需求，整合科技资源、凝练科研方向，围绕乡村区域发展、食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创新

利用四个主攻方向开展软硬科学研究，构建了覆盖全产业链的学科群和研究平台，在都市型现代农业科学研

究和科技创新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和优势。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5万余名优秀人才，为首都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解决一批首都乃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理论和技术难题。

北京农学院大学科技园依托学校人才资源与科技优势，集中打造了硬件设施支撑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双创人才培养平台、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等六大平台，聚焦“大

农业”和“大健康”，形成了农业资源、农业人才、农业科技集聚的双创基地，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

能力的复合应用型人才提供了牢固保障，为都市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提供了坚实基础，收到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北京北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北京市科委、市教委、中关村管委会联合认定的市级大学科技园（北京农

学院大学科技园）管理运营机构。它依托科技园人才、技术、资源优势，按照“依托北农、创新引领、发挥

优势、服务首都”的发展定位和建设思路，历经十余年探索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双创”人才

培养工作扎实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数量不断增加，农业科技企业孵化效果显著，农业新型产业规模日益壮

大。现已形成以“三场一楼”为主要布局的“都市型现代农业特色”大学科技园。

专场路演领域：
现代农业

时间地点：
2019年12月3日上午9:00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农路7号北京农学院科技综合楼2楼多功能路演厅D202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纯天然提取食妆品及其衍生产品开发推广

2. 微纳米氧化锌

3. 植物单宁

4. “真油真美”洗护系列产品助推香草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5. 鲜切蔬菜及冷链即食食品技术集成与应用

6. 农林废弃物生态循环利用

7. 京郊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基地规划建设与配套技术推广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专场

单位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首批列入“211”工程的大学，是一所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

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著名学府。

现有39个学科涵盖10个学科门类，形成了综合性学科布局。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

戏剧与影视学、地理学6个一级学科获评A＋，2个一级学科获评A，7个一级学科获评A-，获评A+数量居全

国高校第六位。在中国内地高校中排名第10位。

北京师范大学是国家人文社科科研和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学校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

验室、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科研实验室；拥有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北京高等学校

高精尖创新中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

多个中心及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科技集团是北京师范大学全资二级集团公司，隶属于北京师大资产经营总公司。北京师大

合创科技平台运营有限公司作为的运营母公司，既是北京师范大学统一、规范、高效面向市场需求和产业转

型升级的科技成果转化、孵化的企业化运行平台，也是加快创新驱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科技成果产

业化的运营平台，又是促进教师、学生“创业创新”，活化学科资源，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服务支撑

平台。

专场路演领域：
 科技教育

时间地点：
2019年12月10日上午9:00      京师大厦三层第六会议室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基于脑科学的学能提升项目

2. 创新教育实践基地项目

3. 基于音视频的课堂教学智能感知与自动评价项目

4.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三维人体运动识别与分析项目

5. 知识爆炸时代的自组织学习探索平台

6. 基于科研经历潜心开发的面对中小学生、尤其是贫困山区儿童的心理健康与优势的测评及服务

中国医学院药物研究所专场

单位简介：
中国医学院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药物所”）成立于1958年，隶属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药物研究所建所以来始终以寻找和研究防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疾病的药物为己

任，坚持以创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为重点，形成了应用基础研究、创新药物研究开发及成果产业化三

大环节的紧密结合。研究方向涉及抗肿瘤药物、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药物、治疗神经精神类疾病药物、抗代谢

紊乱药物、抗感染药物、抗炎免疫类药物、治疗老年退行性疾病药物等。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药物研究所基于我国中药和天然药物的宝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

药学学科的综合优势。通过深入开展药学基础和应用研究，逐步建立起基于天然来源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

构建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一体化的完整的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药创制产学研用

之路，形成了成果显著、技术先进、特色鲜明的创新主体，显著提升了我国新药研发水平和能力，起到了

“火车头”的作用。

药物研究所建所60年来，已研制上市新药百余种，获新药证书130项，尤其是研制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

的原创药物，其中以人工麝香、金水宝、双环醇、丁苯酞、艾瑞昔布等为代表的创新药物21项，在我国药物

研究领域中创造了多个第一。

专场路演领域：
生物医药

时间地点：
2019年12月15日上午8:00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抗非酒精性脂肪肝创新药物IMM-H014研发

2. 基于“神经-血管-内分泌”系统调控治疗心力衰竭的共晶药物开发研究

3. 紫苏叶有效部位治疗COPD、哮喘的开发研究

4. 青藤碱衍生物sino-wcj-43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AA）的开发研究

5. 基于新型脑靶头RVG15肽的抗脑胶质瘤丝裂霉素C纳米制剂产品研发

6. 广谱人乳头瘤病毒（HPV）预防性疫苗

7. 肿瘤治疗用拮抗多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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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首批列入“211”工程的大学，是一所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

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著名学府。

现有39个学科涵盖10个学科门类，形成了综合性学科布局。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

戏剧与影视学、地理学6个一级学科获评A＋，2个一级学科获评A，7个一级学科获评A-，获评A+数量居全

国高校第六位。在中国内地高校中排名第10位。

北京师范大学是国家人文社科科研和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学校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

验室、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科研实验室；拥有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北京高等学校

高精尖创新中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

多个中心及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科技集团是北京师范大学全资二级集团公司，隶属于北京师大资产经营总公司。北京师大

合创科技平台运营有限公司作为的运营母公司，既是北京师范大学统一、规范、高效面向市场需求和产业转

型升级的科技成果转化、孵化的企业化运行平台，也是加快创新驱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科技成果产

业化的运营平台，又是促进教师、学生“创业创新”，活化学科资源，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服务支撑

平台。

专场路演领域：
 科技教育

时间地点：
2019年12月10日上午9:00      京师大厦三层第六会议室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基于脑科学的学能提升项目

2. 创新教育实践基地项目

3. 基于音视频的课堂教学智能感知与自动评价项目

4.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三维人体运动识别与分析项目

5. 知识爆炸时代的自组织学习探索平台

6. 基于科研经历潜心开发的面对中小学生、尤其是贫困山区儿童的心理健康与优势的测评及服务

单位简介：
中国医学院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药物所”）成立于1958年，隶属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药物研究所建所以来始终以寻找和研究防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疾病的药物为己

任，坚持以创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为重点，形成了应用基础研究、创新药物研究开发及成果产业化三

大环节的紧密结合。研究方向涉及抗肿瘤药物、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药物、治疗神经精神类疾病药物、抗代谢

紊乱药物、抗感染药物、抗炎免疫类药物、治疗老年退行性疾病药物等。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药物研究所基于我国中药和天然药物的宝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

药学学科的综合优势。通过深入开展药学基础和应用研究，逐步建立起基于天然来源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

构建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一体化的完整的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药创制产学研用

之路，形成了成果显著、技术先进、特色鲜明的创新主体，显著提升了我国新药研发水平和能力，起到了

“火车头”的作用。

药物研究所建所60年来，已研制上市新药百余种，获新药证书130项，尤其是研制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

的原创药物，其中以人工麝香、金水宝、双环醇、丁苯酞、艾瑞昔布等为代表的创新药物21项，在我国药物

研究领域中创造了多个第一。

专场路演领域：
生物医药

时间地点：
2019年12月15日上午8:00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抗非酒精性脂肪肝创新药物IMM-H014研发

2. 基于“神经-血管-内分泌”系统调控治疗心力衰竭的共晶药物开发研究

3. 紫苏叶有效部位治疗COPD、哮喘的开发研究

4. 青藤碱衍生物sino-wcj-43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AA）的开发研究

5. 基于新型脑靶头RVG15肽的抗脑胶质瘤丝裂霉素C纳米制剂产品研发

6. 广谱人乳头瘤病毒（HPV）预防性疫苗

7. 肿瘤治疗用拮抗多肽

北京中医药大学专场

单位简介：
北京中医药大学始建于1956年，是国务院批准最早创办的高等中医药院校，直属教育部管理，由教育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北京市共建，也是唯一入选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等

中医药院校，是国家“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3个学科入选国家

“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

学校现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7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44个。建设有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6个，

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3个，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2个和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40个，北京

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二室一站44个。

学校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基地50个。其中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3个，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2个，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2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2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

14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10个，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台湾中医药研究基地1个，北京市重点实

验室6个，北京市教委工程研究中心1个，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6个，承担科技部“973计划”、支撑计

划、重大专项、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等770余项，底蕴深厚，医药成果丰硕。

成果转化中心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归口管理部门，也是学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组织实施部门，入选“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服务平台”。

专场路演领域：
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领域  

时间地点：
2019年12月20日下午14:00      北京中医药大学良乡校区(房山)

拟路演项目列表：
1. 欧李新品种系列产品开发及产业链延伸开发

2. 中医药治疗眼科常见病的科技成果

3. 放化疗辅助用药

4. 一种减肥中药

5. 太赫兹人体平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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