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中大首批進駐中大創博港上海基地的科研轉化項目 
 
 Ln  企業名稱  公司/項目簡介  
1  康訊生物分析有限公司  

 
（負責人：徐仲鍈教授，中大公共

衞生學院教授） 
 

 

ARIA 作為醫療提供高度準確和高效的分析功能工

具，可以篩查糖尿病和糖尿病早期患者，並儘早

通過改變生活方式或其他治療進行干預，以預防

糖尿病進展，從而減輕社會和個人的醫療和經濟

負擔  

2  樂希機械人有限公司  
 
（負責人：湯啟宇教授，中大生物

醫學工程系教授）  
 

 

樂希機械人公司致力於新一代的定制化柔性穿戴

式康復外骨骼及腦機介面技術，將外骨骼有效與

大腦連接並應用於康復訓練中，可以令肢體損傷

患者在2-3個月的訓練後明顯恢復生活自理功能。

公司的第一款主打產品：樂希康復手，可使用AI
驅動的定制化技術迅速捕捉並生成使用者手部結

構，並迅速生成低成本定制化方案。配合公司自

研的生物信號感測器，該設備提供多種訓練模式

供治療師選擇：腦機介面模式（適用於嚴重損傷

患者）、肌電驅動模式（適用於中等至輕度損傷

患者）、手動模式（適用於長時間任務）以及任

務導向訓練模式（適用於日常任務輔助練習），

多模態的康復訓練可滿足患者不同康復時期的需

求。樂希康復手分為醫院專業版、家庭版及日常

佩戴版，可以最大程度滿足患者的生活和康復需

求。 2023年，公司的新技術：希望肌成功拿下日

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及特殊大獎。這是一款高性

能的人工肌肉，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可以在所

有主要性能指標上均超越人體肌肉的技術。該技

術有望用於全身各個部位，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

康復助力。目前，樂希機械人公司的產品已經在

香港多家公立、私立醫院以及社區康復中心落地

使用。  
3  微磁醫療有限公司  

 
微磁醫療致力將機械工程研究糅合於醫學應用，

利用嶄新的微型機械人技術向醫院提供即時、準



（負責人：張立教授，中大機械與

自動化工程學系教授） 
 

 
 

確及全自動化的體外檢測平台，防止傳染病爆

發。核心團隊亦極力利用微型機器人技術，為醫

生及病人提供創新方案，克服現有金標準的技術

障礙，治療血管內及胃腸道疾病。  

4 醫源創科技  
 
（負責人：李崢教授，中大外科學

系副教授）  
 

 

結直腸癌是全球第二大癌症死因。2023年，中美

兩國新增結直腸癌患者超過兩百萬人。隨著全球

腸癌篩查計劃的推廣，腸鏡檢查和早期內鏡下黏

膜剝離（ESD）手術的需求量急劇增加。2019年，

中國的腸鏡檢查量達到了1,300萬例，但需求量超

4,000萬；ESD手術在過去七年中增長了3.7倍。預

計到2030年，腸鏡檢查市場的規模將達到175億人

民幣，年複合增長率為8.7%。 
  
面對當前腸鏡檢查和手術中存在的操作困難、患

者耐受性低、麻醉耗時以及交叉感染等問題，醫

源創科技有限公司利用機器人技術、磁驅動、磁

傳感、伺服控制以及人工智慧影像處理技術，推

出了ColoMAG系列產品。產品包括：  
 

1. 智慧磁驅動一次性軟體腸鏡，該產品能夠

實現自動無痛插管，具有低成本和無交叉

感染的特點，極大提升了腸鏡篩查的效率

和安全性。  
2. 磁輔助腸鏡驅動系統，該系統適配現有的

腸鏡設備，有效緩解插管過程中的疼痛，

實現無需麻醉的無痛腸鏡檢查，從而降低

檢查的時間和費用。  
3. 內鏡下組織磁牽引系統，該系統為ESD手術

提供體內組織牽引，解決了手術中單機械

手操作的難題，提高了手術的精確性和安

全性。  
 
醫源創科技有限公司的創始人李崢是香港中文大

學醫學院的副教授，他在消化道機器人和內窺鏡



機器人領域擁有超過十年的研究經驗，並被選為

全球前2%的頂尖科學家。  
5 安眺科技有限公司  

 
（負責人：楊偉豪教授，卓敏信息

工程學講座教授）  
 

 

安眺科技（中大衍生公司）以突破性的網路編碼

和BATSTM協定革新資料網路，擁有全球20多項

專利。其技術提升AI通信、雲網路、流媒體和蜂

窩網路的性能，並開發網路加速器晶片，超越現

有軟體解決方案，引領市場。  
 
隨著雲計算、人工智慧和邊緣計算的快速發展，

對先進資料中心和雲網路解決方案的需求愈發強

烈。高輸送量和低延遲連接已成為優化分散式運

算和高效資料管理的關鍵。為應對這些需求，安

眺科技利用突破性的BATSTM協議，並開發基於

RISC-V的網路加速器，極大提升資料傳輸速度、

網路性能、AI處理能力。  
 
在互聯的雲環境中，通過雲網路平台，連接多個

大規模電腦系統以確保應用程式的彈性至關重

要。BATSTM協定和網路加速器在這一背景下帶來

了革命性改進，顯著降低延遲，提升輸送量，並

成功解決了跨網路連接的固有挑戰。通過整合這

些解決方案，組織可以在其雲基礎設施中釋放新

的效率和性能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