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新闻热线：010—58884053
E-mail：zbs@stdaily.com

■责编 胡唯元2018年 11月 22日 星期四 ZONG HE XIN WEN 综合新闻

■聚 焦

你想过人体器官可以再生吗？你想过人

体器官可以重复利用吗？

这些医学难题可能从未在你的脑海闪现

过，但是张文彩却时时想着它。

“我和我的团队在医学领域选了这个最

难的方向。”作为诺一迈尔（苏州）医学科技有

限公司的董事长，张文彩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展示了一种再生韧带支架，可植入人的身体

中，用于人体组织修复和器官再造。据介绍，

自身细胞可以依附支架生长，随着支架降解，

新的人体自生的韧带也将逐渐长好。

如此敢想敢为的团队在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上屡见不鲜。据了解，本届赛事全国共

有 31136 家参赛企业在 37 个省级赛区展开

激烈角逐。生物医药领域共有 3667 家企业

参赛，通过地方初赛、复赛、决赛的层层选

拔，最终 230 余家企业汇聚广州参加总决赛

的终极对决。总决赛项目涉及领域广泛，包

括创新器械、精准医疗、基因检测、新药研

发 、再 生 医 学 、医 药 装 备 、体 外 诊 断 、互 联

网+医疗等，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生物

医药行业的创新力量。

双创升级，护航高质
量医药产业发展

“9月份，国务院发布实施了《关于推动创

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

见》，以一系列具体有力的举措，推动创新创

业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发展。”

科技部火炬中心领导段俊虎介绍，经过近年

来的努力，我国创新创业环境持续改善，创新

创业主体日趋多元，各类支撑平台不断丰富，

社会氛围更加浓厚，创新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生物医药技术与产业作为科技前沿领

域，创新的速度正在加快，被市场淘汰的危

机也步步紧逼。广州市恒诺康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健存太有感受：“高质量的

创新是生物医药企业的主要出路。现阶段

一个企业的新技术或新产品在我国领先已

经远远不够，其创新程度和质量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才是最终目标。从中国领先到世界

领先是创新型中国生物医药企业面临的挑

战，也是必走之路。”

生物医药行业赛就是挑战创新的一个

缩影，在全国各地遴选而出的 230 余家双创

企 业 中 有 不 少 正 走 在 世 界 先 进 行 列 的 路

上。“我们研制的苏帕鲁肽（达必刚）是一种

长效糖尿病创新药，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原创新药。”上海银诺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创

始人王庆华表示，他们能在总决赛中突出重

围，一举夺得成长组第一名的桂冠，应该是

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多项世界先进的性能

指标以及预期的价格优势戳中了各个评委

看待行业的痛点。

除了银诺医药，来自东道主广州赛区的

广州中达福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能够

取代复杂手工胰肠吻合操作的 PGA 胰肠吻

合环，上海洛启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展示

了基于骆驼抗体的全新肿瘤免疫治疗药物，

杭州纽安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究了一种个

体化、精准化的肿瘤精准免疫治疗方案......这

些在医疗器械、创新药物、解决方案上提出精

妙方法的参赛企业，哪个不是在不断挑战创

新的高度？哪个不是依靠不断的升级来提高

企业“名片”的含金量？

“看到众多紧跟医药行业发展前沿产品

或技术，从生命科学、转化医学、生物制药等

多个角度寻找突破口的创新创业团队亮相本

届赛场，让人振奋。”科技部火炬中心基金受

理处处长安磊感概：“2012年首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参报项目共 7000 个左右，而本届大赛

参报企业已达 30000 余家，经过层层筛选，大

赛挖掘出一大批优秀企业。我们的评委也纷

纷表示，参赛企业的数量和水平在不断提升，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创新创业的能力逐

步提高，企业和研究人员的创新创业精神持

续高涨。大赛也将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让更多有能力的人开展高水平的创新创业。”

产学研结合，生物医
药需彰显家国情怀

众所周知，生物医药领域面临着其他行

业无法比拟的投入大、风险高和周期长的风

险。有数据统计，一款新药从开始研发到获

批上市，需要经过 10 到 15 年的时间，花费金

额可达上亿美元。当然，高风险意味着高回

报，但是真正能够挺过“烧钱”的研发期、动物

试验期、临床试验期，走到上市阶段的企业可

谓“千里挑一”。

对于创业者而言，面对风险与艰辛，他

们需要一份对事业的坚定。而在生物医药

领域的创业，除了目标坚定之外，还需要一

份特别的东西——为国民生命健康而艰苦

付出的情怀。

“我们的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糖尿

病的创新药推向市场，造福于糖尿病的患者，

打破国内医药业被国外巨头药业垄断的局

面。”作为本届大赛上为国民生命健康而战的

创业者代表之一，王庆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从药品研发成功到上市惠及患者之间，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将糖尿病创新药成功推向市

场不仅需要自始至终的创新理念，更需要一

种情怀、执着、坚持和信心。”

还有一些人在贫困的山区和恶劣的生存

环 境 中 探 寻 着 大 自 然 的 馈 赠 ，不 忘 初 心 。

“2013 年，通过精准扶贫的招商引资项目，我

们扎根在中药材资源丰厚的怒江，开始从事

产区特定、质量稳定的道地中药材建设及可

持续开发利用。”怒江昂可达农林生物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金玉斌表示，该公司用工

人员多为 40 岁—60 岁当地留守妇女，惠及了

当地 50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 1858人。在金

玉斌看来，只有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才

能走得更长，走得更远。

大赛为企业搭建了展示、交流、合作的平

台，更为那些在各行各业中坚定信念、胸怀崇

高志向的奋斗者们赋能，助其项目落地、资源

融通，让看得见、摸得着的利好政策落到实

处，以行动向其证明，生物医药创新创业的路

上，他们从不孤单。安磊在总决赛启动会上

就表示：“希望参赛企业能够代表全国的广大

创新创业者，在这个舞台上充分展示中国的

创新力量和中国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现在看

来，参赛企业交上了一份令人崇敬的答卷。

众创众扶，助力生物
医药蓬勃发展

“我们参赛也考虑到融资方面的需求。”

广州中科蓝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药物研发助

理胡文一语道破医药企业的前期困境，寻求

资金支持也是大多数企业参赛的目的之一。

对此，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也在一直推动

多方联动，致力于集聚优质资源，更好为企业

服务。“大赛半决赛的所有评委、总决赛 7 位

评委中的 5 位均来自创投机构。因此，项目

评审过程也是企业向多个创投机构展现自我

实力的过程。”安磊表示，如果评委遇到感兴

趣的企业，即便企业没有冲入总决赛或者获

奖，也会有相关创投机构继续对项目进行跟

踪和对接，此类成功案例每年数以百计。据

中新网报道，目前初步统计，本届大赛仅广州

一个赛区参赛企业获得投融资便已超过 50

亿元。

大赛不仅搭建了创新型企业展示和宣传

的平台，也给龙头生物医药企业带来了合作

的机会。企业对接会上，美年大健康、香雪制

药、广药集团、达安基因等企业发布对外合作

需求报告，随后 200 余家初创、成长型企业与

之进行了一对一交流。吉林省莱沃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学术部总监李洪欣告诉记者，该公

司的中医理疗、医养结合等项目有望与美年

大健康进一步对接，同时与大企业交流的过

程中学到很多，包括大企业的运营管理、后续

产品开发等，今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大型

企业加入。达安基因相关负责人在对接会结

束后也表示收获颇丰：“我们共对接了四十余

家企业，后续还会与部分企业进一步沟通，希

望今后能有更多类似的活动，尽可能将行业

资源进行融合。”

此外，大赛期间还举办了生物医药企业

赴港上市培训会，助其上市融资、快速发展。

特别是东道主广州市也敞开了热情怀抱，广

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学伟在总决赛启动

会上表态，获得一、二、三等奖的企业如果落

户广州高新区，将全面参照“金镶玉”、IAB 系

列政策给予项目政策支持，同时还会在企业

房租补贴、创业配套资助、子女就学、父母养

老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

在大赛举办过程中，主办方精心组织参观

考察、广州之夜、参赛企业展等丰富多彩的双创

服务活动，真正体现了大赛的众扶机制，为打造

“双创”升级版搭建全国性舞台。以比赛为契

机，进而为创业者提供融资、培训、对接、展示等

服务内容，是大赛为推动大众创新创业健康发

展，实现孵化培育“隐形冠军”的主要任务。

多方助力双创升级 生物医药挑战极限
——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行业总决赛侧记

实习记者 于紫月

科技部火炬中心领导为获奖企业颁奖 肖昆华摄 大赛启动仪式现场 肖昆华摄

不久前结束的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

上，一家来自杭州的公司获得了网络安保突

出贡献奖的称号。

这家由第一个登上全球顶级信息安全大

会 BLACKHAT（黑帽子）大会演讲的中国人

范渊创办的企业，近年来多次承担国内外高

级别活动的网络安全保卫，也在网络安保方

面取得了诸多标志性成就：国内第一台互联

网 CT机、第一个网站防护系统……

两次放弃，不断升级

范渊自称“白客”,白客就是网络守护神；

提起范渊不得不提黑帽子。

2003 年，范渊坐在业内全球顶级盛会黑

帽子大会的观众席上，望向演讲台上诸多安

全领域的大咖，充满景仰。

那之前不久，他刚刚获得美国加州州立

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并进入了硅谷一

家知名的安全公司工作。

黑帽子大会创办于 1997 年，也是在这一

年，他从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系，进入国家机

关工作。但很快，他就放弃这份让人艳羡的

工作，赴美深造。

终于，在 2005年的黑帽子大会讲台，范渊

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演讲嘉宾。翌年，范

渊二上黑帽子讲台。

两次黑帽子大会演讲经历，标志着范渊

站在了安全领域的巅峰。随之而来的便是升

职、加薪和成果出售。

范渊回忆，一项成果的 demo 就可以卖到

几千美元甚至于几万美元。

但就在各种光环加身的最美时刻，范渊

于 2007年又放弃了一切，带着妻儿回到中国，

开启创业之路。

谈及回国初衷，范渊说道，当时互联网安

全方面中国比美国慢半拍，中国网络安全存

在巨大的隐患，便觉得报效祖国和发挥自我

价值的机会来了。

这一创业就是十余年，一路坎坷，但最终

成就了如今属于他，也属于中国的“网络安全

镖局”。

技术为王实力打造中
国“盾”

回国创业，范渊有的就是国际领先技术，

这是其公司——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立命之本。凭借技术的领先，范渊团队于

2008 年推出了首款产品——WEB 应用弱点

扫描器。

当 时 正 值 北 京 奥 运 会，该 产 品 也 一 炮

打响，成为了为奥运会提供网络安全的产

品之一。

这款产品也不辱使命。范渊回忆道，一

天晚上 8 点，团队进行例行的系统排查时，忽

然发现奥运会官网被黑客入侵。“从手法上

看，黑客十分难缠，一旦得逞，服务器就会被

控制，奥运会网络售票系统、开幕式进程、比

赛各项安排等都会落入黑客的掌控之中，后

果不堪设想。”范渊立即带领团队迅速介入，

经过 4个小时“奋战”，成功拦截黑客。

过硬的技术和强大的团队，让范渊的企

业迅速跻身中国一流的网络安全保障阵营。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国

内重大活动的网络安全保障中，都有范渊团

队的技术支撑。

亲清政商关系不是
“添花”是“送炭”

回国创业的范渊也是筚路蓝缕，两间 90

平方米办公室起步，最艰难时公司账户不到

100万元。

这个时候，杭州滨江区主动找上了范渊，

不仅牵线搭桥帮助企业签下创投项目，还提

供了免费的办公场所。

在很多场合，范渊都提到当年，感谢政府

雪中送炭。这个故事也让很多企业家艳羡，

这就是企业家们所希望的服务型政府，在最

需要帮助时及时出现。

一直以来，因为国内缺乏优质高效的自

主研发网络安全产品，很多市场都被国外巨

头瓜分。随着范渊团队的不断成熟，这一格

局也在逐渐被打破。浙江杭州，早期几无央

企、国企之类的大型企业，正是因为政府重视

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阿里巴巴、海康威视、

新华三等高科技企业在杭州找到了适合成长

的土壤，方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2012 年，中国移动公司就网络安全产品

进行采购和招标。一直以来，IBM 始终处于

该领域的龙头地位，类似大公司的标的也基

本花无旁落。

但那一次的竞标中，范渊团队参与了，也

最终改变了格局。“在技术测试竞争中，我们

击败了 IBM，成为了第一。”范渊说道。

“我们的产品全部是自主研发的，通过这

件事可以说，我们在国际上也处在一个非常

前沿、非常有竞争力的位置。”说起此事，范渊

的回答中略带自豪。

“白客”范渊开了家“网络安全镖局”

本报记者 江 耘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

民营企业列传民营企业列传

“目前中医的问题更多出在药材上！”

植物病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日

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传统中医多采挖野生药材入药，但由

于需求量增大，野生药材早已满足不了需

求。眼下，各地中药材都是按照种庄稼的

高产方式，在农田中进行。大量农药化肥

的使用，中药材产量越来越高了，但质量却

越来越下降，药效越来越差。“药材高产栽

培，尤其是化肥、膨大素等化学制品的大量

使用，高产与药效、药力负相关，高产低质

普遍存在。”朱有勇说。

生物医药界和广大民众对名贵中药材

“三七”作为大健康产品原料绿色发展的需

求日益迫切，参照传统大田农作物集约化

栽培模式生产的原料，三七的品质有效性

和安全受到社会的广泛质疑；同时，由于三

七种植需要连作、轮作，需要占用和消耗大

量土地，毁林开荒种植不仅严重影响生态

环境，因连作障碍，许多地方已面临无地可

种的窘境。

在昆明刚刚举行的首届云南绿色食品

品牌论坛上，云南农业大学教授朱书生代

表学校和研究团队，与云南悍诚科技有限

公司签约，为这些高品质三七的培育技术

找到了新“东家”。

云南普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老

炭山村，茂密的山林间松风轻拂，一畦畦不

规则的三七苗随风摇曳，茁壮生长，这里是

朱有勇团队指导的林下有机三七种植基

地。朱院士长年致力于生物多样性和植物

病理学的研究，他从无数次的田间实验中，

证实了生物多样性及“相生相克”原理蕴藏

着无穷智慧。

根腐病是三七种植中最普遍的问题。

经过长时间的追踪研究，朱有勇和他的团

队发现，云南松、思茅松与三七之间具有相

生的特性。松树挥发和淋溶的哌浠类化合

物，一方面能促进三七生长，诱导植株增强

对病虫害的抗性，另一方面还能抑制病原

菌的生长。更令人惊奇的是，松林下的土

壤微生物，是促进三七生长的天然良药。

松针掉落后腐烂，所形成的有机质不仅能

充分满足三七生长的养分需求，土壤中丰

富的微生物还能促进三七养分的吸收，同

时帮助三七抵御病原菌的侵染。因此林下

三七不需要施肥，更不需要打药。

“利用生态环境和林下资源优势，让药

材回归山林中，建立药效第一的种植模式，

是业界的一场‘革命’。”朱有勇说，他们已

寻找到产业发展的新路径。2014 年，该团

队开始在云南海拔 1100米至 2000米之间、

北纬 22°至 24°左右的思茅松、云南松及

杂木林下开展三七种植试验、示范和推

广。目前已在澜沧县种植 3000 余亩，部分

面积已开始采挖，每公斤干品价格可达

6000 元，就连三七花都可卖到每公斤 3800

元。今年，当地还将采用“科技团队+企业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再种植 1万亩。

研究团队还发现，不但对三七如此，重

楼、黄精、人参等药材的种植，同样可采取

林下模式，可大量节约种植成本，减少用

地，提高中药材质量。“据调查，云南省有林

业用地 3.75 亿亩，大量森林资源未得到合

理开发。因此，产业转型升级的潜力与群

众脱贫致富的潜力一样巨大。”朱书生说。

（科技日报昆明11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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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德国人也认为此堆型有问题，随后退出

了与我国的合作研究。

田嘉夫后来从一些资料了解到，在 2兆帕

压力下，AST-500 供热堆要求的大口径安全

阀无法满足，这是壳式供热堆没能继续建造

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2000 年以前，我国 200 兆瓦

壳式供热堆曾在哈尔滨、长春、吉化、大庆

和 沈 阳 等 城 市 开 展 了 示 范 供 热 站 的 工 程

前 期 工 作 ，但 因 为 技 术 问 题 明 显 ，工 程 一

再 拖 延 ，2002 年 ，沈 阳 宣 布 壳 式 堆 核 供 热

准备示范的项目停止工作，核供热项目再

没有进展。

首要问题是降低造价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大气质量的关注，核

能供热再次受到关注。

2017 年 11 月，中核集团正式宣布：泳池

式轻水反应堆 49-2 堆安全供热满 168 个小

时，具备为原子能院部分办公楼供热、功能

演示及实操培训等能力。当天还发布了实

现区域供热的“燕龙”泳池式低温供热堆。

与此同时，中广核正携手清华大学共同

推进壳式供热堆 NHR200-Ⅱ低温供热堆技

术示范项目落地。国家电投研发的微压供热

堆 HAPPY200也于 2017年完成总体方案迭代

及优化，并进行了候选厂址的调研勘察。

“我觉得无论是哪种技术路线，遇到的共

同问题是如何通过系统优化，提高经济性。”

中核集团“燕龙”泳池式低温供热堆总设计师

柯国土说，过去一年，团队干的一件大事，是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性。此外，对

“燕龙”示范堆建议厂址徐大堡进行了初步设

计，形成初步安全报告。“49-2 堆只是研究

堆，在此基础上放大 100 倍的‘燕龙’是动力

堆，会给技术、安全管理带来新变化，同时供

热堆靠近城镇，需要增进公众对核能区域供

热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1日电）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1日电 （记者马爱
平）21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日前，全

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

于积极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力争到 2020 年，生

态环境总体改善，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

到 2035 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 2050

年，迈入林业发达国家行列。

《意 见》强 调 ，力 争 到 2020 年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23.04% ，森 林 蓄 积 量 达 到 165 亿

立方米，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 30%，草原综

合 植 被 盖 度 达 到 56%，新 增 沙 化 土 地 治 理

面 积 1000 万 公 顷 ；到 2035 年 ，国 土 生 态 安

全骨架基本形成，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承

载 力 明 显 提 升 ，生 态 状 况 根 本 好 转 ；到

2050 年 ，生 态 文 明 全 面 提 升 ，实 现 人 与 自

然和谐共生。

《意见》提出，到 2020年，建设国家储备林

700 万公顷；建成 20000 个国家森林乡村、森

林人家；建成 200个国家森林城市和 6个国家

级森林城市群、360 个国家园林城市；力争组

建 1.2万个造林（草）合作社（队），吸纳 10万以

上贫困人口参与生态工程建设。

《意见》还提出，年度实施森林抚育、退化

林修复 1.5亿亩，新启动 30个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示范项目；全面保护 29.66 亿亩天然林，实

施好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使 19.44亿亩

天然乔木林得到全面保护。

《关于积极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意见》印发——

2035 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