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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2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电话交流会）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中信证券：陈竹、曾令鹏；东方红资产管理公司：刘锐、江琦；国联

证券：郑薇、林艾灵；华宝基金：魏扬帆；华夏久盈：朱柏力；华商

基金：胡世超；建信养老：谭翔宇；长城基金：赵凤飞；淳厚基金：

张倬颖；朱雀基金：李昶霖等 30 人。 

时间 2025 年 2 月 19 日 14:00-16:00 

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云华路 9 号 华大时空中心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IT 部副总监：梁伦纲；证券部：刘昊、黄淑弘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华大基因）本次投资者

交流活动采用线下会议的形式，主要交流内容如下： 

 

1、华大基因如何利用 AI来处理大量积累的数据？ 

答：从数据处理维度来看，以临床全基因组数据为例，每位受检

者数据量接近 120G，随着全基因组检测整体成本的快速下降和技术

进步，公司数据积累速度将大幅提升。利用新的 AI 算法对传统生信

分析整体进行优化，将显著提升数据分析的准确率和效率，并快速降

低整体处理成本。 

从数据应用层面来看，数据的来源多样性保障了模型具备更强的

泛化能力和对罕见病等复杂情况的处理能力。随着大模型相关技术的

兴起，出现了检索增强生成（RAG）等技术，能够帮助自动分析案例

并找出关键信息，通过将信息向量化，在空间中理解和关联不同概念

之间的关系，结合大语言模型 GeneT 也能够解决很多用户痛点，推动



医学领域的数据量生产和融合，减少误差，提高预测准确性。 

2、大规模的数据未来将对公司的产品和应用带来哪些影响？ 

答：未来广阔的医疗检测市场产生的大量数据将成为公司测试和

扩展模型的重要来源。基于公司现有的体系，数据处理不仅需要关联

上游设备，还需要针对不同应用场景进行优化。随着高通量测序仪在

临床的广泛应用，公司的设备一天可以完成数十个样本的测序，这就

要求公司的生信分析能力和解读能力必须满足相应的通量需求。过

去，培训一个专家需要耗时半年且难以规模化，而现在的大模型可以

处理大量数据并保持高效记忆，这大大提升了不同场景下的泛化能力

及解读专家的能力。 

3、公司的大数据模型是否各家医院都能通用？ 

答：公司大数据模型的优势在于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和模型的泛化

能力。公司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标志性数据，而每家医院的数据特征

往往相对局限于其所在地区。通过整合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多样化

数据，公司的模型具备更强的泛化能力，以及更好地应对罕见病等复

杂疾病分析应用场景的处理能力。 

4、在健康管理中，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个体化健康管理？ 

答：公司未来将继续通过合规收集用户的多维度健康数据，包括

医学影像数据（CT、核磁共振等）、可穿戴设备监测数据等，并结合

智能算法（例如大语言模型）进行处理。实现更精准的健康状态评估

和疾病风险预测这样可以更精准地对用户进行健康状况评估，提供个

性化健康干预建议，而不仅只是依赖传统的大规模统计结论。同时，

随着大数据的持续积累和算法的不断优化，人工智能有助于未来实现

对个体健康管理需求的精准匹配和疾病风险预测。 

5、在建立和验证大模型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答：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证明模型的有效性。以基因检测为例，

需要有足够数量的真实病例作为验证样本，这在罕见病场景下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此外，还需处理真实世界中复杂多样的排列组合情况，

让模型能够发现多种临床表现症状与疾病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避免

产生错误推断。大数据的优势在于揭示潜在的生物医学方面的关联



性，而大模型则通过学习大量数据来模拟现实世界的多样性。 

6、大模型与医院结合后的产品形态和盈利模式是怎样的？ 

答：大模型与医院结合将催生多元化的产品形态和创新商业模

式。产品形态方面，可能通过 APP 等形式，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医院

服务相结合，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检测评估、疾病预警和诊疗建

议。盈利模式方面，既可能是向客户输出大模型技术，也可能是通过

提供服务的方式实现盈利，具体取决于产品定位和服务内容。 

7、未来能否展望一下大模型嵌入到现有一体机设备中后，终端

医院的需求有何变化？ 

答：通过嵌入大模型，设备变得更易用，终端医院更愿意布局和

使用。医生在接受一定时间的培训后，能够借助模型的使用，稳定、

高效、系统地处理样本，降低深度测试的学习曲线，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该系统能提供稳定且被多数专家认同的结果，显著提升了用户

体验。 

8、模型泛化能力问题如何解决？如何实现数据多样性以增强模

型的泛化能力？ 

答：模型泛化能力需要通过设计包含所有可能场景的数据集来提

高，不同医院间由于数据产出平台、对象来源差异导致模型表现不同，

公司通过多年来开发各种应用场景下的产品，逐渐积累多样型的数

据，同时拥有专业人才对数据进行解读和应用，提升模型对多样化数

据的适应能力。实现数据多样性主要依赖于与医院的广泛合作，以获

取不同类型的检测数据。在国内，由于存在数据孤岛问题，公司正在

努力打破壁垒，通过开展战略合作和联合实验室共建，实现与更多医

院的深度合作，从而提高数据的多样性和模型的适用性。 

二、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者交流主要就现阶段技术创新及未来可能的应用场景

进行探讨，AI 技术的应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取决于产品

研发及行业场景应用的落地进度，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看待前沿技术快速发展，注意二级市场股价波动风险。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5 年 2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