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研发出的井式节水灌溉技术，有望改变新疆果农大水

漫灌给盛果期果树浇水习惯。这种技术能按照果树需水量精准

给水，让果树“健康喝水”，节水增效。

4月 23日，来自新疆林科院的数据显示：在昌吉农业科技园

区和博湖县 150 亩示范，该技术较滴灌方式亩节水 20%以上，较

大水漫灌方式节水 80%，节约亩用水成本 100 元以上，同时使树

木根系深层生长超过 80厘米，增加了树体的稳定性。

该技术由新疆林科院研究员李宏团队以枣树为研究对象，

突破中大径级盛果期枣树高效、精准节水灌溉的技术瓶颈。

新疆特色林果业面积稳定在 2200万亩，推广节水灌溉面积

约 300 万亩，且多是在小树龄的果树上使用。大多数果树还是

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灌溉，尤其是南疆四地州盛果期的枣树。

由于果树根系发育很深，地下分布很广，现有的地面滴灌方式不

能有效解决盛果期果树节水灌溉问题。

如何让盛果期果树“健康喝水”。为此，自 2013年 1月，团队

申报了国家林业局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新疆特色林

果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科研人员对不同粗细枣树根系的生物量、吸收根和输导根

的根长、密度和根表面积等进行了研究，确定了枣树根系的空间

分布特征和根系分布的重要区域。同时，还在以砂壤土为主的

枣园，研究了传统灌溉（漫灌、沟灌、地面滴灌）方式下，不同粗细

枣树水分湿润空间特征，分析了水分利用效率低的原因。在此

基础上，团队提出了井式节水灌溉方法，筛选出枣树根系吸收最

佳的湿润模型。 （郎花 记者朱彤）

井式节水灌溉
浇一亩能省100元

4 月 22 日，很多人的朋友圈被一篇名为《一段

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的文章刷屏。文

中提到一个关键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技

术领域著名专家倪光南，十多年间，他为了中国自

主可控的芯片与操作系统奔走呼吁。

刷屏的文章让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智坤

公司董事长朱晓东博士百感交集，他亲身感受了倪

光南院士对他进行芯片研发的鼓励与帮助。

前段时间，倪光南院士在朱晓东的项目参加

2017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的推荐意见书中

这样写道，“超高频射频识别（RFID）技术在国家信

息化和物联网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目

“为我国超高频 RFID 自主标准制定、核心芯片的

研发及产业化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国内信息产

业中，为数不多的国内标准的技术水平超出国外标

准的技术水平的成功案例”“项目合作单位之间形

成了‘知识产权—标准—核心芯片—产业化推广’

为主线的完美产学研合作模式，具有显著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就在短短的 5年前，我国的超高频 RFID 读写

器芯片还被国外公司牢牢垄断，国内企业只能望洋

兴叹。”朱晓东说。伴随着倪光南院士的赞赏，朱晓

东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节。

由朱晓东创办的智坤（江苏）半导体有限公司

承担的“基于我国自主标准的超高频 RFID 读写器

芯片研发及其在汽车电子标识产业化中的应用”项

目已经开花结果。智坤半导体的超高频 RFID 读

写器芯片 iBAT2000 和读写器模块 FM9205，成为

2017 年底启动的苏州市和泰州市汽车电子标识应

用项目的唯一供货产品。

如今在苏州市和泰州市的街道上，已安装了国

家标准的超高频 RFID 读写器，读取着奔驰而过的

汽车上安装的电子标识信息。

要打破垄断就要拿下标准

然而，此前在汽车上使用中国自主标准的超高

频 RFID 读写器芯片可谓是空中楼阁。因为行业

中使用的 RFID 读写器芯片是美国 EPC 等物联网

标准的基础，相关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垄断，要打

破垄断就要先拿下标准。

2014 年，智坤半导体在与公安部交通管理科

学研究所、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紧密

合作的基础上，研发完成了中国第一颗超高频

RIFD 读写器芯片 iBAT1000，全球率先支持国标，

同时兼容已有的国际标准。基于 iBAT1000 芯片，

智坤半导体完成汽车电子标识读写器系统底层软

件和硬件的开发，通过了极限条件的测试。

2016年1月，全国首批汽车电子标识安装启动仪

式在无锡举行，智坤公司是唯一读写器芯片提供商。

到 2017 年 12 月 29 日，产学研合作项目主要完

成单位之一的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负责起

草的 GB/T 35785-2017等机动车电子标识六项国

家标准正式颁布，开启了智能交通的新时代。

智坤半导体在项目转化过程中，不断发现、整

理标准中需要改进的技术细节问题，反馈给标准制

定方，为标准的持续改进作出贡献。

完美转化得益于独特合作模式

倪光南院士所说的该项目“知识产权—标准—

核心芯片—产业化推广”为主线的完美的产学研合

作模式，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朱晓东介绍，项目首先是各方通过共同承担

或独立承担研究课题方式，实现了以专利及专有

技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共享的知识产权和独自的

知识产权；其次，通过密切协调与合作，完成超高

频 RFID 国标、汽车电子标识 6项行标的制定，并把

各单位共享的知识产权和独自的知识产权纳入在

标准中。

“以超高频 RFID 国标、汽车电子标识 6项行标

为基础，各单位通力合作，推动智坤半导体有限公

司的超高频 RFID 核心芯片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广；

随着产业化推广和应用，各单位共享的知识产权和

独自的知识产权得到产业链下游厂商的使用，在促

进产业发展的同时，各合作单位也获取了相应的收

益。”朱晓东说。

这就让项目实现了由研发到产品的完美转化

轨迹，并产生了独特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了合

作水平。

这种模式，也让项目完成单位攻克了重重技术

难关，实现了多项世界第一。

这颗超高频读写“芯”打破国外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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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获悉，作

为一种我国科学家独创的水平井找水“中国解决方案”——水平

井油管传输同位素标记找水技术，目前已在油田现场完成 2 井

次的找水测试，并进入推广应用阶段。

去年 6月，我国某油田分公司的水平开采井，突然在作业中

漏水严重，含水率上升至 100%，眼见传统找寻出水点的技术无

法实施，难道一口好端端的高产井就要变为“短命井”？在水平

井油管传输同位素标记找水技术的帮助下，油井在动态生产情

况下，仍准确找到出水井段，为封堵作业提供保障。

“这项新技术的技术思路构建和关键技术攻克，得益于反应

堆物理、放射化学、材料科学、核探测、信号处理等学科技术的综

合应用。”谈到该项技术的诞生，4月 16日，中物院核物理与化学

研究所副所长钱达志说。

水平井由于井身与油层平行，其出水问题已成为困扰生产

的主要因素之一。要堵水治水，必须先找水，即要确定水平段出

水点的部位。但传统的爬行机器人，容易出现井下卡阻，作业风

险极高。为此，科研团队首次将同位素标记技术引入其中。水

平油井同位素标记找水研究团队技术负责人黄文介绍说，同位

素标记已在医学、生命科学、能量代谢、农业科研、环境科学、分

析测试等领域有所应用。

团队成员、反应堆物理学博士李润东说，这项历时 7年研发

的技术，在走出实验室进行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先后完成了平台

集成化设计、设备的定制化、流程规范化等，以方便运输和提高

现场作业效率。其成本仅为传统找水作业的四分之一，同时具

有作业安全、操作简便、测试数据可信度高等特点。“特别在便捷

性方面，新技术不仅解决了找水难题，还实现了边生产、边测试，

确保了测试数据的准确可靠。” （何佳恒 记者盛利）

油井漏水“中国解决方案”
进入推广应用阶段

展示台

近日，在青岛市公布2017年度市标准化资助奖励项目中，青

岛市崂山区14家单位申报的78个标准项目获得市级标准化资助

奖励428万元，这是崂山区实施“标准化+”战略带来的新成果。

标准激发产业新活力。近年来，崂山区通过政策引领，让更

多的企业通过实施“标准化+”战略推动技术标准创新，抢占行

业“话语权”，助力“崂山制造”迈向中高端。由海尔集团筹建的

全国首个行业领域的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国家家用电器技术

标准创新基地（NASI），在全国培育提炼了“创新·标准·孵化”全

链条标准创新模式，以技术标准创新领跑中国家电智能制造转

型升级。青岛双瑞海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参与的电解法压载水

处理领域的首批国际标准，已“并跑”全球海事工业发达国家。

标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崂山区市场监管局围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标准成为引领品质发展的有效“指挥

棒”。推动高新技术企业走“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

业化—产业高端化”的转型升级之路。截至目前，崂山区累计有

69 项国际标准、245 项国家标准、110 项地方标准、8 个技术委员

会、13项国家创新贡献奖、4个国家级标准化示范项目、8个秘书

处、33项联盟标准、4个联盟组织，以及 4项其他项目获得市级标

准化资助奖励共计 2215.9万元。

（记者王建高 通讯员王兴 张绪霞）

实施“标准化+”战略
抢占行业“话语权”

“我更倾向于做CTO（首席技术官）。”过几天，四

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教授王玮的角色会发生一些

变化，他将以高校科研人员的身份成为企业负责人，

“拥有企业股份，拥有在重大决策中的一票否决权”。

“通过技术入股、组建新公司的模式，平台的

50 多个创新品种吸引了企业的 16 亿元投资，将组

建 10 余家公司。”近日，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四川

大学综合性新药研究开发技术大平台（以下简称

“综合大平台”）调研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

四川大学教授魏于全说。而王玮的新公司就是其

中之一。

从科研一线直接进入强手如云的制药产业一

线，外有辉瑞、罗氏等国际医药巨头、内有齐鲁制

药、扬子江药业等重型国企，新机制体制下孵化出

的“高校系”，为什么被产业界看好，并能吸引到大

量资本驻足？

本报记者 张佳星

2016 年，生物 I类新药康柏西普在美国直接进

入临床三期。直接免掉一期和二期临床试验的“跳

级”使业界产生了震动，有评论认为，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FDA）一向对国外药物进入本土市场

监管严格，这件事放之全球也是极为罕见的。

而康柏西普就是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综合性

新药研究开发技术大平台中完成了药效、临床前安

全性评价以及临床等一系研究，并由企业转化完成

的创新药之一。“整个综合大平台，可以帮助企业完

成二期临床之前的所有研究。”王玮说，标准完全与

国际接轨。例如临床前实验，在符合美国 FDA

GLP 现场核查、OECD GLP 认证等多个国际标准

的 GLP 平台中完成，而临床新药试验也将在华西

医院、协和医院等国内顶级医院中进行。

正是这一专业的、成系统的、严格的、能与国

际接轨的整套高水平体系，让美国 FDA 亮起“跳

级”绿灯，也打消了企业投资最有风险的创新药

行业的顾虑。

“ 企 业 可 以 带 着 自 己 的 想 法 来 ，定 制 一 种

CAR—T（免疫治疗的一种医疗产品），从有想法到

基因构建到筛选到进入临床前试验，我们只需要 3

周时间。”魏于全说，综合大平台建立起了从基因发

现到药物研发等一整套关键技术平台，并形成高度

整合关联的技术链条。

基础研究是高校强项不足为奇，综合大平台还磨

炼了产业化中的生产工艺。“我们的 AAV（腺相关病

毒）载体生产平台可以大批量生产临床级别的基因治

疗病毒载体。”魏于全说，“AAV病毒载体的提纯非常

困难，能实现临床级规模生产的全球不足十家。”

魏于全说，中试环节按常规应该是企业做，但

他长年调研发现，企业根本没时间为全新的基因治

疗做中试生产。

为什么不自己做？“我当时就把在国外学习了

3 年的杨阳叫回来，建起了新团队。”王玮回忆，团

队从“我能”做到了“只有我能”，AVV 中试生产平

台很早就吸引到了新尚集团的上亿元投资，成立了

“金维科公司”，团队技术入股占比 60%股份，并拥

有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

技术：从“我能”到“只有我能”

技术入股成立公司并不是综合大平台在科技

成果转化探索上的“开山之作”，临床医学专业出身

的魏于全始终践行“做药是为了临床”的思想。

2008 年，综合大平台成立，3 年后就开始了不

同形式的成果转化，魏于全将其总结为 7 种方式。

其中提供服务、技术转让、受托研发、按需研发、联

合工作这 5 种方式很早就为平台的创新实力聚集

了“人气”和“名气”。

“从一开始，魏院士就重视对企业、行业的了

解，团队通过和企业合作，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积

累了很多口碑。”王玮说，一定的积累后，2014 年团

队觉得应该有一个大范围的沟通，把合作企业的需

求、科研单位的项目等共同展示出来，就举办了一

个生物医药转化大联盟，“之后企业会持续关注我

们的研究进展，而我们的合作企业也一般是年销售

额 400亿元以上的大公司。”

“我国的制药行业之前大多生产仿制药，现在

利润越来越低，企业迫切需要转型。”王玮说，这是

企业的最大“痛点”，平台能帮他们解决“痛点”，合

作自然水到渠成。此外，针对企业的其他“痛点”，

团队还采取资金分段到位的方式，即研发完成阶段

性的成果企业支付相应阶段的资金，不仅降低了企

业的风险，还不做“一锤子”买卖，持续为企业研发

提供技术支持。

2016年 4月，银河生物与团队签订协议以 3000

万元转让共 2种生物治疗新方案。“为了这个技术，

制度：“松绑”只为一个目标

银河生物专门在成都成立了分公司，他们分阶段支

付给四川大学 3000 万元用于技术转让，先期支付

了 1500万元转化费之后没多久就在资本市场融资

了 10个亿。”王玮说。

类似成功案例持续为四川大学在新药创制行

业叫响了名气。同时，科研人员也发现，技术转让

的方式让自己“抱大的娃娃们”长大后就与自己在

股份上没有多大关系了，当时的体制机制限制了科

研人员价值的进一步体现。

但这个限制不久后就被从根本上打破了。2015

年8月29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完成修订，科技

成果持有者可以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也可以以该

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

2016 年，四川大学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试点

高校，于年底发文明确细则。“学校会通过确权会议

组织专家组对成果进行评估，科研团队会获得

55%—90%的权属，根据这个比例再与资本共同投

资企业。”王玮说，基于全新的制度，第六种转化方

式得以开展，团队也得以技术入股、组建新公司，参

与“娃娃”们日后成长的每一步。

第七种成果转化方式，魏于全将其归纳为：研

发人员出想法和技术要求与全程管理+资本+

CRO（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服务，共同研

发创新药物。

这是一次“无心插柳”。

“我们课题组有一个获新药重大专项支持的新

靶点治疗丙型肝炎项目，与江苏一药企签订了合作

开发新药协议。”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

室教授余洛汀回忆，该企业能够投入资金，但欠缺

一些开发新药的实力。为此，他找到药明康德（一

家 CRO 公司，提供创新医药研发服务），希望对方

能够依照设计要求进行药物优化。

“起初药明康德公司还看不上这样的小企业。”

余洛汀回忆，由于之前一直为国外医药巨头提供研

发服务，对方开始并不热心这次合作。

后来，他们发现这是国内市场正确的“打开方

式”。余洛汀说，政府鼓励、企业热心，国内资本参

与创新药研发的市场非常巨大。

第七种方式开发出的丙肝新药，仅用 4 个月

就获得了药审中心的临床批件，现在已进入临

床二期。

“随后，药明康德专门成立了新药开发公司，转

而用新模式为国内新药研发提供服务。”余洛汀

说。在国外，医药企业在拥有经济实力的同时也拥

有新药开发和研究能力；而在中国，经济实力和新

药开发研究能力分属不同的实体，例如医药企业和

高校，该模式符合中国实际，使得产学研各司其职，

企业负责生产、高校负责药物的早期研发和后续临

床、CRO负责规范的优化。

“最近，我们团队有 15 个化学靶向药，资本投

入近 5个亿，再与 CRO 合作，进展非常迅速。”魏于

全说。新模式降低了资本进入新药研发的高门槛，

让更多的资本敢于入场，也大大加快了药品走向成

熟的速度。

“后两种成果转化方式应该大力提倡。”魏于全

认为，国家到了大力发展创新药的历史阶段，社会

各方打好“配合战”，将更有利于推动我国新药创制

行业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发展。

探索：从中国实际出发

1616亿元砸向亿元砸向““高校系高校系””创新药创新药
四川综合大平台四川综合大平台 77种方式加速药物从实验室到临床种方式加速药物从实验室到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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