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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Ø 随着全球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老龄人口比重越来越高、老年人医疗保健需求急剧增加；此外，慢性病患者群体

庞大，都为可穿戴医疗设备创造了市场机会。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资本热度呈上升趋势，在头部企业的大额融资加

持下，融资总额在2020年达到巅峰；2021年，相较此前的谨慎态度，资本将目光投向一批专注专项技术的初创企

业，推动融资总数达到历年新高，这一状况也延续到2022年Q1。

Ø 近年来，各大科技巨头抢跑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赛道，集中在连续生命体征数据监测方向发力；在健康监测功能成

为其核心竞争因素的当下，不少传统医械企业也纷纷入局智能穿戴领域。在科技巨头享有用户认知优势的同时，传

统医械企业则在技术研发上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入局者越来越多，行业格局未来可能被改写。

Ø 近年来，各大科技巨头相继进入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市场，也使得初创企业的发展空间紧缩；而从心率监测、心衰

预防等赛道切入的初创企业也会面临同质化的竞争。

Ø 近两年完成首轮融资的初创企业选择另辟蹊径，注重专业技术研发和沉淀、专攻医疗级设备，以此形成竞争优势。

在海外，这类企业的发展方向大多集中在神经系统疾病。

注：报告数据统计范围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数据来源动脉橙产业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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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 -产业概述

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相关产品种类繁多，

按照产品形态的不同，主要可分为以下几

类，即智能手表、智能手环、耳戴式设备、

智能眼镜（VR/AR等）、智能鞋、可穿戴

相机、智能服装、心率胸带以及其他穿戴

设备。由于产品用途及特性不同，各类可

穿戴医疗保健设备的市场接受程度及产品

成熟度也各不相同。目前，市场上较为常

见的可穿戴医疗保健产品主要是智能手表、

智能手环等。不过，近两年，耳戴式设备

在可穿戴设备市场中有逐渐升温的趋势。

2022年Q1全球共有15起可穿戴医疗保健

设备相关融资事件，融资金额超过4亿美

元。根据动脉橙产业智库统计，全球范围

内有过融资纪录的、主营业务为可穿戴医

疗保健设备的公司已经超过300家。

全球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产业图谱-按产品形态分类（局部）
（仅展示部分企业）

说明：由于篇幅有限，部分企业在图谱中被折叠。

注：报告数据统计范围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数据来源动脉橙产业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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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2年Q1全球&中国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企业融资概况
（单位：百万美元）

全球总额 中国总额 全球事件 中国事件

2016-2022年Q1全球&中国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融资趋势

● 在2019年遭遇融资数量低估后，随着更多科技巨头和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初创企业将目光聚焦到医疗健康领域，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领域的融资于
2020年下半年走出疫情影响，出现复苏态势。融资金额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单笔大额融资对年度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领域累计融资额具有决定性
的影响：以背靠谷歌的Ver i ly为例，Ver i ly在2017年、2019年和2020年先后完成8亿美元、10亿美元和7亿美元融资，直接拉高当年的融资总额。
从平均融资额来看，相比数字健康蓬勃发展的2021年，2017年、2019年和2020年资本市场头部效应更加明显。2021年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领域
融资事件数达到近6年顶峰，新晋的初创企业涉足的技术和病种也更为广泛，包括脑机接口、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等。

战略融资
8亿美元

D轮
1.27亿美元

未公开
10亿美元

未公开
7亿美元

F轮
3.6亿美元

C轮
5000万美元

C轮
2.15亿美元

平均融资金额
（百万美元）

历年融资TOP

注：报告数据统计范围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数据来源动脉橙产业智库



● 连续生命体征监测与慢病（主
要为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管
理类细分赛道的竞争格局已经
形成：其中，主打连续生命体
征检测类的企业大都停留在初
创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近年
来各大科技巨头纷纷押注可穿
戴医疗保健设备市场，使得初
创企业的发展空间紧缩；而从
心率监测、心衰预防等切入赛
道的初创企业也会面临同质化
的竞争；这一点在糖尿病领域
中也有体现，不过，严峻的竞
争也让部分初创企业“另辟奇
径”，例如Evergaze开发了专
门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服
务的产品。此外，得益于近两
年脑科学领域的大发展，一些
初创企业开始专注于新技术，
研发用于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
可穿戴设备。

2016-2022年Q1年全球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企业融资轮次

种子轮/天使轮 A轮 B轮 C轮 D轮及以后 IPO及以后 其他 未公开

连续生命体征监测 6 14 5 1 2 1 6

呼吸系统疾病 2 3 1

女性健康 3 1 1 2

神经系统疾病 8 4 2 1 1 4

视障 5 5 1 2

睡眠健康 1 3 1 1 1 1 4

糖尿病 3 2 1 1 2 3

疼痛 1 1 1 1 2

听障 4 1 1 2 2

心理健康 3 1 1 1 2

心血管疾病 4 11 3 2 1 4 4

运动 2 4 1 1 2 1 2

其他 3 2 1 2 1 6

注：报告数据统计范围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数据来源动脉橙产业智库



2016-2022年Q1全球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产业资本趋势（1）
IPO企业：国内注重品牌打造、海外企业实现差异化竞争

● 尽管相关产品均涉及心血管疾病相关监测功能，但近6年的中外IPO企业的业务模式仍然有一定差别。国内方面，以乐心医疗和华米科技为例，两者的产品体系均围绕运
动瘦身、慢病预防/管理提供软件和智能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乐心医疗为了巩固品牌，旗下产品正从运动向健康管理突围。而为了使自身品牌效应更加突出，华米科技
在“去小米化”背景下将增量押注在大健康领域，其自主发展的产品Amazfit智能手表正力图与苹果、华为、三星等实力玩家竞争。同时，以消费级设备切入市场、打造
品牌的初创企业在国内较为罕见。海外方面，几家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企业的主营业务划分相较国内更加分明、差异化竞争更明显。

公司简称 上市时间 公司描述

Zynex 2016-11-16
Zynex Medical生产和销售用于疼痛管理、身
体康复、神经诊断和心脏监测的可穿戴治疗设
备。

Itamar 
Medical 2018-02-08

Itamar Medical基于其专有的PAT®信号开发
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产品——这是一种针对心血
管和自主神经系统的非侵入性“窗口”。 该公
司的两个主要产品系列是用于评估动脉（内皮）
功能的EndoPAT™，以及用于诊断睡眠呼吸暂
停和睡眠障碍的WatchPAT™。

iRhythm 2021-07-13

iRhythm主要提供经济实惠的创新诊断监测方
案，以促进早期诊断和治疗心律失常。其最终
目的是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并减少多余的医
疗支出。

Eargo 2019-03-08

Eargo是一家医疗设备创业公司，其生产的智
能耳带式助听设备使听力受损的客户获得个性
化支持，该设备可连接智能手机，方便用户进
行远程会诊。

公司简称 上市时间 公司描述

乐心医疗 2016-11-16

乐心专注于智能健康，目前主攻“智能穿
戴”与“移动医疗”两大方向。旗下产品
包括可穿戴运动手环（手表）、电子健康
秤、脂肪测量仪、电子血压计等硬件设备，
同时针对运动瘦身、慢病管理等领域提供
软件和智能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

华米科技 2018-02-08

华米科技主要产品包括小米品牌的智能手
环及智能秤、自主品牌AMAZFIT米动系
列的智能手环及智能手表。华米科技研发
的小米运动App及运动健康云平台可为全
球数千万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

注：报告数据统计范围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数据来源动脉橙产业智库



● 相比有一定融资积累、早早占据消费端市场的Keep、咕咚等企业，2021-2022年Q1完成首轮或新一轮融资的初创企业没有贸然选择拓展C端用户，
而是力图突围技术门槛，进军医疗级可穿戴设备；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也拥有具备强大学术及科研背景的团队。其中，维伟思医疗已研发出穿戴式
自动体外除颤器（WCD）及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并拥有两款产品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且穿戴式自动体外除颤器是国内首创产品；质子科技
则明确表示公司专注于穿戴式医疗级生命体征监测技术研发，实现人工智能生命体征监测与大健康快检领域技术升级。这一发展策略的榜样是成立
于2016年的索思医疗，其产品获NMPA认证后被20个省市1000余家医院的100万患者使用，现已完成C轮融资，企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2016-2022年Q1全球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产业资本趋势（2）
国内初创企业押注医疗级设备

注：报告数据统计范围截止至2021年3月31日，数据来源动脉橙产业智库

公司简称 融资轮次/金额 融资时间 公司描述

维伟思医疗 A轮/1亿人民币 2021-04-19
已研发出穿戴式自动体外除颤器（WCD）及自动体外除颤器（AED）。据介绍，维伟思医疗拥
有两款产品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且穿戴式自动体外除颤器是国内首创产品，2020年12月获批
进入创新医疗器械审查通道。

又为智能 A轮/500万美元 2021-03-03 上海又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将AI深度学习技术引入传统助听器，并为用户提供覆盖产品全生命周
期的深度服务，力图拓展助听器的功能边界，同时优化其佩戴体验，提升听损人群的生活质量。

质子科技 A轮/1000万人民币 2021-09-10
质子科技是专注于穿戴式医疗级生命体征监测技术研发的创新型数字医疗企业，主营业务是为用
户提供精准、安全、便捷的筛查、诊断及健康管理服务，引领人工智能生命体征监测与大健康快
检领域技术升级，致力于实现生命体征监测流程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心永科技 天使轮/1000万人民币 2022-02-10 心永科技目前集中于可穿戴设备的软硬件开发、算法研发。同时，团队正在加速扩充。致力于让
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方便地获取准确的血压信息，从而避免或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

深纳普思 A轮/1000万人民币 2021-01-19
致⼒于研发、制造⼈⼯智能赋能的医疗级智能可穿戴设备。公司通过自研的多维智能硬件和深度
学习算法采集并分析慢病生化指标数据，为用户提供最具性价比的个性化控病管理方案，使深度
健康管理更加智能、精准、全面。



Ø 2016-2022年Q1全球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产业热门话题

Ø 2022年Q1全球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行业大事件盘点

Ø 2022年Q1全球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价值企业

2016年-2022年Q1

全球

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

热门话题&大事件



● 三星在2022年第一季度宣布将于同年8月推出的Galaxy  Watch 5系列智能手表增添体温检测功能，优先三星和苹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手腕的皮肤温度会受到阳光照射等外部因素等影响，因此设备准确读数变得棘手，三星的这一行为有望缩小与苹果在国际市场上的差距，在激
烈的竞争中抢占先机。国内方面，苹果由于NMPA批准其ECG功能而能更顺利地突围国内市场。不过，与苹果和三星等科技巨头面临的问题
相同，旗下可穿戴设备产品要进一步扩大市场，特别是和医院端联动，其医疗级功能仍有待验证，尤其是当类似血压检测仪这样的设备集成到
了智能手表上后，准确度和精度尚不清楚；其次，设备检测出的数据如何解读，也待更多数据验证。

2016-2022年Q1全球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产业热门话题（1）
跨界科技巨头抢占技术高地，国内大规模商用仍是挑战

公司简称 主要产品 近期动态 后续影响

苹果 Apple Watch系列 国行ECG心电图功能正式上线 国内对苹果ECG功能的批准进一步推动苹果手表在国内市场的推广

华为
华为手环、荣耀手环、
HUAWEI WATCH GT2、
HONOR MagicWatch 2等

华为首款可测血压智能手表已通过医疗器械
注册检验

产品将渗透至更多应用场景，不只是向用户展示健康数据，更可成为临
床参考

三星 Galaxy手表系列、Gear S2 三星将为其智能手表及耳机增添温度计功能 三星计划增加各种创新的健康功能，以缩小与苹果在可穿戴市场的差距

华米 Amazfit、Zepp品牌 华米科技打造智能穿戴健康解决方案，助推
健康险转型

将持续深耕保险科技创新领域，与多家合作伙伴共同探索“保险+智能
可穿戴+健康管理服务”的新产品和新模式，助力保险行业战略转型

Fitbit（被谷歌收
购）

Fitbit Ace、Fitbit Charge
系列等

护理服务提供商Onduo与Fitbit达成合作，为
会员提供设备和服务 推动Fitbit及其相关产品构建健康管理闭环

注：报告数据统计范围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数据来源动脉橙产业智库



公司简称 国家 融资轮次/金额 融资时间 公司描述

Epitel 美国 A轮/1250万美元 2022-02-16
Epitel开发了一个可穿戴的无线脑电图监测平台，为癫痫发作检测提供服务，旗下产品是
REMI系统，包括一个应用于发际线以下的可穿戴无线脑电图传感器，以及一个可查看数据
和监测癫痫发作的软件。该传感器可连续监测患者48小时。

Charco 
Neurotech 英国 种子轮/1000万美元 2021-11-18

Charco Neurotech开发的第一个可穿戴治疗设备CUE1提供神经调节治疗。这款非侵入性
可穿戴设备提供个性化的外周神经刺激，旨在缓解行走缓慢、肢体僵硬等症状。该设备可
佩戴在胸骨上，通过可定制的个性化刺激设置为每位患者提供神经调节服务，帮助帕金森
患者维持走路等动作。

Steadiwear 加拿大 种子轮/900万美元 2021-10-20 Steadiwear研发出了一种能稳定腕部关节的智能手套，帮助原发性震颤和帕金森氏症患者，
使其能够顺利进行日常活动，提高患者的独立性和生活质量。

NeuroSigma 美国 股权融资/500万美元 2021-12-08
NeuroSigma专注于基于知识产权的TNS神经调节疗法，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独家许可，涵盖多种疾病，包括多动症和癫痫。NeuroSigma积极运用其可穿戴设备从事
前沿的临床前研究与开发。

Otolith Labs 美国 种子轮/330万美元 2021-06-29
Otolith Labs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医疗器械公司，专注于眩晕治疗设备的研发及
生产。该公司的无创前庭系统掩蔽（nVSM）技术旨在为前庭性眩晕患者提供急性治疗，
其用于眩晕治疗的可穿戴设备已经获得了FDA的突破性设备称号。

● 随着慢病数据搜集、连续体征监测等赛道被早年入局的医疗健康企业和中途加入的跨界科技巨头占领，且娱乐疗法、诊断技术等科研进展正在推动神经系统疾病早
期监测及预防，力图入局穿戴医疗保健设备市场的初创企业将目光转向开发技术门槛较高的神经系统疾病领域。与此同时，逐渐成熟的经颅磁刺激（TMS）同时在
精神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领域发挥作用，而神经系统疾病病因难寻、可用药物稀少、相关药物研发困难，推动相关初创企业向疾病预防、监测和预后发展。例如
Steadiwear研发的、旨在稳定腕部关节的手套和Charco Neurotech的胸贴设备CUE1均为帕金森氏症患者服务，而在2022年初完成种子轮融资的Epitel的可穿戴
无线脑电图监测设备专为癫痫患者开发。

2016-2022年Q1全球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产业热门话题（2）
初创企业专注专项技术，神经系统疾病成切入赛道首选

注：报告数据统计范围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数据来源动脉橙产业智库



2022年Q1全球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行业大事件盘点

注：报告数据统计范围截止至2022年3月31日，数据来源动脉橙产业智库



具体描述：

• RoVerily的主业是为健康领域开发硬

件和软件。该公司首款产品是用于

测试血糖的智能隐形眼镜。后来

Verily推出多个医疗项目。Verily目

前被编入Alphabet旗下的其它业务

当中。Verily的多学科团队可以访问

高级研究工具，大规模计算能力和

独特的技术专长。

主要产品：

• 测试血糖的智能隐形眼镜、帮助帕

金森患者控制震颤的智能勺子、用

于多种硬化症研究的可穿戴传感器、

与手表类似的无痛采血装置、Study 

Watch等。

具体描述：

• Charco Neurotech开发的第一个

可穿戴治疗设备CUE1提供神经调节

治疗。这款非侵入性可穿戴设备提

供个性化的外周神经刺激，旨在缓

解行走缓慢、肢体僵硬等症状。该

设备可佩戴在胸骨上，通过可定制

的个性化刺激设置为每位患者提供

神经调节服务，帮助帕金森患者维

持走路等动作。

• Charco还与欧洲帕金森病协会

（EPDA）建立战略技术伙伴关系。

主要产品：

• 可穿戴治疗设备CUE1

2022年Q1全球可穿戴医疗保健设备价值企业概览

具体描述：

• Enable Injections是一家总部位于

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公司，开发和

制造可穿戴给药设备的enFuse平台。

• 用户可将enFuse设备戴在手臂上，

设备通过皮下注射（SC）达50mL

的大容量药物，并为患者和医疗提

供者提供安全、方便且具有成本效

益的IV给药替代方案。该设备可以

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在诊所中的暴

露，用户也可在家中实现药物注射

管理，并实时查看药物剂量。

主要产品：

• 可穿戴给药设备enFuse



分析师：宁晨

以上数据来自动脉橙数据库。我们已推出动脉橙产业智库，助
力追踪医疗健康领域行业动态，覆盖公司名单、招投标、投融
资信息、头部企业动态等各类数据，并梳理出九大维度进行实
时更新，申请试用，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