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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

红一号成功发射，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使中国

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

地球卫星的国家。历经 40 余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已

陆续将多颗通信卫星送入轨道，形成了自己的通信卫

星品牌——东方红系列通信卫星，技术和产品不断向

国际先进水平迈进。

2008 年 7 月 18 日 ，承 载 着“ 引 领 通 信 卫 星 领 域

发 展 ，打 造 太 空 经 济 时 代 先 锋 ”的 历 史 使 命 ，中 国

空 间 技 术 研 究 院 通 信 卫 星 事 业 部（以 下 简 称 事 业

部）正式成立，树立起了抓总我国通信卫星业务发

展的一面旗帜，开启了我国通信卫星研发设计、集

成测试、在轨支持、工程管理系统推进的科学发展

之路。

十 年 磨 剑 ，砥 砺 前 行 。 事 业 部 在 传 承“ 勇 于 超

越、勇于创新、勇于担当、勇于坚持”东方红精神的伟

大实践中，实现了我国通信卫星领域从跟跑到并跑

的新跨越，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发

展道路。

十年拼搏，履行使命硕果累累

十年来，事业部坚持对标国际一流，精心打造了

“东方红”系列卫星及平台型谱化产品。基于“东方红”

系列平台，我国首个中继卫星系统、首颗国际出口商业

通信卫星、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首颗移动通信卫星和

首颗直播卫星成功发射、叱咤寰宇，不断刷新着中国制

造的新高度，更为覆盖全球 60%的陆地和 80%的人口送

去了优质、高效的通信服务，在世界民族之林发出了中

华强音。

十年来，事业部坚持“保成功、提能力”双轮驱动，

以“创新引领、宇航智造、质量提升”三大宇航能力工程

为牵引，构建起涵盖 1个国家级国际合作示范基地、2个

省部级创新平台、多个高校联盟的创新体系，不断推动

科研生产模式向“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显著

提升了保成功的效率和效益。2011年、2015年，事业部

分别成功发射 5颗卫星，发射航天器数量位于全球宇航

公司前列。先后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国际发明专项金奖、全国质量奖卓越项

目奖等。

十年来，事业部坚持人才兴部战略，培养造就了一

支以“1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 名俄罗斯宇航科学院院

士、7名国家级科技人才、12名省部级专家”为代表的领

军人才队伍。

十年来，事业部坚持进军国际市场，打造形成了一

张以“9 颗国际商业卫星成功履约”为代表的中国航天

名片。事业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持续提升面向国际

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与五大洲三十几个国家建立起合

作伙伴关系，构建起涵盖宇航产品、整星出口、工程师

培训与资质认定、频率轨位咨询与服务的完整国际化

市场产业链，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通信卫星建造体系。

先后为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老挝、白俄罗斯

等国家和地区成功交付 9颗通信卫星，显著提升了中国

“高端智造”的品牌影响力。

十年坚守，成功经验宝贵可鉴

从毛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

召，到作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

国”重要指示，党和国家关于空间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

大战略部署，有力指引了通信卫星事业的正确发展方

向。五院总工程师周志成院士指出：“作为我国通信卫

星领域的‘国家队’，事业部始终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

勇担历史赋予的使命与责任，坚定为民族工业崛起而

奋斗的信心与决心，为中国通信卫星赶超世界一流而

拼搏。”

面对通信卫星事业发展面临的高风险、高要求、

快响应等严峻挑战，事业部始终牢记“保成功就是保

生存，保质量就是保发展”理念，强化风险意识，保持

“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建立健全以“四个流程”和

“系统保证链”等为代表的质量管理体系，以时刻的警

醒和完善的制度确保了通信卫星的接续成功。截至

目前，事业部已创下连续 25 颗通信卫星发射任务“零

失误”的记录。

事业部把自主创新作为通信卫星事业的固有基

因，大力倡导“创新制胜、敢为人先”理念，从探索到实

践，从试验到实用，攻坚不止、创新不断。在国外出口

禁运和技术封锁的阻截下突出重围，突破并掌握了大

型平台与卫星的设计研制、航天器动力学设计与分析、

航天器智能自主技术、机热一体化等为代表的核心关

键技术，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业部始终牢记“引领通信卫星领域发展，打造太

空经济时代先锋”的使命，践行“责任、担当、规范、包

容”行为准则，传承“勇于超越、勇于创新、勇于担当、勇

于坚持”的东方红精神，形成了一支具有创造力、凝聚

力和战斗力的品牌团队，为推动事业科学发展注入了

精神之火、人才之脊和文化之魂。

继往开来，使命责任愈加厚重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航天强国的建设目标，无论是

“一带一路”还是国防现代化建设，都对以卫星通信为

核心的天基信息系统建设提出了迫切需求。这是方

向、是目标、也是责任。事业部作为我国通信领域和航

天强国建设的排头兵，将责无旁贷地肩负历史使命。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事业部将以通信卫星及其应用产

业的发展为目标，以高度责任意识和全新理念视角建

设太空、维护太空，成为提高我国全球通信覆盖能力的

关键支撑力量。

按 照 我 国《天 地 一 体 化 信 息 网 络 重 大 科 技 工

程》《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以

及《2016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等文件，未来我国将面

向行业及市场应用，以商业模式为主，保障公益需

求，发展固定通信广播、移动通信广播、数据中继卫

星，建设由高轨宽带、低轨移动卫星等天基系统和

关口站等地基系统组成的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逐

步建成覆盖全球、与地面通信网络融合的卫星通信

广播系统，全方位强化宽带通信、固定通信、电视直

播、移动通信、移动多媒体广播业务服务能力，推动

“宽带中国”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

空间信息走廊”、军民融合发展等建设。

事业部部长黄普明表示，未来该部将以“国际一流

的卫星通信解决方案”为目标，大力推进通信技术自主

创新和国际对标，积极推动我国通信卫星转型与升级，

强调天地一体，关注用户感受，提高我国通信卫星研制

水平，促进国家通信卫星与应用的领域发展，拓展国际

成熟运营商市场，以引领我国通信卫星空间技术和空

间应用发展为己任，为实现我国加快航天强国建设步

伐作出更大的贡献。

风雨十载并肩行，携手筑梦新时代
本报记者 付毅飞

阿尔及利亚通信卫星整星试验

东方红五号平台通信卫星太阳翼光照试验

天通一号移动通信卫星研制现场

最近，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再次走入大众视野，将过去少为人
知的抗癌救命药推到了人们眼前。对于这一并不多见的病症，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大陆地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发病率在
成年人中不及十万分之一。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熟练地说出

“格列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等专业名词。有人感叹“谁能保
证自己一辈子不得病”，现实中原研药专利保护的屏障到期消失
后，人们依然面临难以获得平价抗癌药品的问题。

格列卫是药品作为商品时的名字，它的有

效成分是甲磺酸伊马替尼。这一有效化学成

分的先导化合物是上世纪 90年代来自俄勒冈

健康与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制药公司的研

究人员共同获得的。

资料显示，他们在筛选化合物时，针对的就

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这种疾病，因为它的致病

机制在当时已经基本搞清楚了——是由于细胞

核中第9号染色体长臂上的一部分，与第22号染

色体长臂上的一部分进行了交换。

两段染色体的“张冠李戴”，正巧把两个关键

基因“横腰斩断”，也就是说由于互换，两个基因

“嫁接”了，致使不正常基因编码出的蛋白质在细

胞生长、增殖、分化中起了“坏作用”——“病态”细

胞中的络氨酸激酶始终打开、无法调控关闭，血液

中的粒细胞不受控制地大量产生，挤压了正常造

血细胞的生存空间。

在此基础上，靶向药“格列卫”的开发正是

瞄着“开关坏了”的络氨酸激酶去的，经过反复

筛选，科研团队找到了一种化合物，它的化学键

正好结合了酶的活性中心，抑制了酶的活性，阻

止它发生作用，进而叫停了粒细胞的产生。因

为错误的基因用药后仍然存在，因此需要持续

用药，持续抑制不断合成的错误蛋白发生作用。

格列卫的“神”，即便是近些年被追捧的免

疫治疗也有逊色的地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副主任医师鲁智豪博士此前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专访时介绍：“大部分肿瘤，如肺癌、乳腺癌

等的免疫治疗有效率仅为 10%—30%。而我国

胃 肠 道 肿 瘤 的 免 疫 治 疗 总 体 有 效 率 仅 约

17.1%。”然而，格列卫使“慢粒”病人的五年生存

率提高到90%，且长期服用不产生抗药性，也就

是说，任凭癌细胞狡猾地突变也会被钳制，这意

味着该药物结合抑制的正是致病突变蛋白的

核心功能结构域。

目前，格列卫已经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批准用于十种不同癌症的治疗。甚至还

有报道称，格列卫对于糖尿病也有一定的疗效。

这款“神药”，从发现染色体变异到确定突

变基因再到确定突变蛋白，进而筛选出小分子

设计出药物，通过安全性、有效性评价直到上

市，这条完整的链条经历了近 50 年。在国际

上，由于发展成熟，新药研发链条已经形成产业

链，而我国由于起步晚、制度壁垒等原因，目前

还没有成规模的产业链条。

如今，人们有更好的方法设计新药，例如，

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可以将这个时间段成倍缩

短。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结

构生物学家 Brian Kobilka表示，当人们从众多

小分子中测试其余蛋白质的相互作用效果时，可

以引入人工智能手段，经过电脑初筛后，需要筛

选的分子将从100万个减少到10万个。在实际

应用中，人工智能初筛能够帮助新药研制的周期

至少缩短一半。而从目标基因和蛋白入手的理

性设计将更容易拥有无抗药性等“神药”特性，也

很有希望能够大大降低新药开发的成本。

人工智能参与研发 可大幅降低成本

进口药太贵，一般家庭难以承受，而国产

仿制药研发走到哪了？

资料显示，拿到批文的三款国产仿制药价

格约为 1000 元左右，每年使用费用约两万

元。然而，费用仅为原研药五分之一的国产仿

制药却并未撼动原研药的销售统治地位。市

场数据显示，2016 年甲磺酸伊马替尼的销售

占比为：格列卫 80.29%、昕维 10.97%、格尼可

8.53%、诺利宁 0.21%。

由于专利到期的断崖式销售额是制药领域

的常规，却没有出现在中国。“没人敢买”“没人愿

用”成为国产仿制药的“魔咒”。而这并不是医药

产业独自面临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此

前就表示，对于中国落后的产业生产出来的产

品，“如果永远不用，就永远不可能好用。创新产

品从起步到成熟，需要在应用中不断发展”。

不被信任除了起步晚、产业不完善之外，

历史旧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在过往的新药

审评审批中存在大量的造假现象。原 CFDA

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药物临床试验

机构联盟秘书长曹彩曾表示，药厂、医生甚至

受试者都有参与造假，确实有被批准的仿制药

并无药效。

为此，2015 年以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开展了系列核查工作，并于 2016年 3

月开始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

作，通过对生物等效性试验和临床有效性试验

等临床研究的再次推进将此前批准的仿制药

过一遍“筛子”，随着越来越多的仿制药通过一

致性评价，以往原研药单独分组竞标、定价体

系稳固的局面将不复存在。

相关部门近期发布的一致性评价品种名

单显示，国产仿制药“昕维”成为首个通过一致

性评价的伊马替尼，在招标定价方面将享受到

政策红利。未能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将退

出公立医疗机构市场，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

有望凭借优质低价的优势抢占原研药的市场

份额。

仿制药冲击原研药 药效是关键

尽管如此，仍有专家表示，国内药企并不

热衷于生产高质量的仿制药。谈及原因，从事

制药产业十余年的夏赟表示，多方掣肘加之利

润吸引力不够使得企业对投入较高的高质量

仿制药并不热衷。

“让新药降价，首先必须降低药品流通过程

的各种税收和隐形成本。”获美国杜克大学癌症

生物学博士学位的癌症科普学者李治中在其文

章中表示，中国药厂不少，但过去科研投入很少，

卖产品拼的不是工艺技术，而是市场营销。

让市场营销的投入转为科研投入，增加国

产药的竞争实力，才是根本之道。李治中认

为，“中国贝达药业开发出肺癌 EGFR 靶向药

物埃克替尼（凯美纳）是很重要的事情。它的

成功不仅吸引了大量高端海外制药人才回来

创业，也直接给进口的易瑞沙等带来了高质量

的竞争，加快了这类靶向药物的降价速度”。

据《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显示，该药 2011 年

获批，为中国首个靶向创新药。因为凯美纳，

中国成为继美、英之后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靶向抗癌药的第三个国家。

2017年底，信达、百济、君实等国内公司的

PD-1抗体药物与外企药物同时被接受审评审

批，这意味着如果外企的PD1药贵得离谱，百姓还

有别的选择，药品的价格谈判也有了“砝码”。

华大基因 CEO 尹烨表示，从知识产权的

长期战略看，中国不可能走印度的道路，而应

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通过工具规模化制

造、普及精准检测、积累大数据等手段，提升研

发成功率，从财税政策上大量补贴研发费用，

利用中国的人口基数积极谈判控费，避免让精

准医学成为有钱人才用得起的医学。

需激发企业投入热情 有“砝码”才能谈降价

“别人家的药”受追捧

国产仿制药怎样打破遇冷“魔咒”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中国抗癌药现状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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