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官微发

布消息称，该组织正与中国水利部、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等联合推动制定小水电技术国际标准。

事实上，在推进制定相关国际标准的同时，水

利部也在积极推动国内小水电的绿色发展，发布了

《绿色小水电评价标准》。

对小水电制定各种技术标准，并进行绿色评

价，其实都是为了让小水电未来更健康、可持续地

发展。

小水电曾出力点亮乡村

小水电利用的水能是清洁可再生能源。作为农

村基础设施，小水电为点亮乡村出过不少力。但是，

一些地方过度、违规开发所带来的生态问题也不容忽

视。国家审计署2018年6月19日发布的《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保护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7年底，长江经

济带有10省份建成小水电2.41万座；8省份930座小

水电未经环评即开工建设；过度开发致使333条河流

出现不同程度断流，断流河段总长1017公里。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业内共识，治理小水电，绿

色改造是关键。”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水能处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按照相关部署，长江经济带省份要在 2020年前

基本完成小水电的清理整改工作，其余各省份也要

在 2022年前完成相关工作。

生态电价“指挥”水流量

河道断流、河床裸露……一些地区小水电无序

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在上述

负责人看来，针对小水电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可以通过科学规划、加强监管、绿色改造、建立市场

机制来积极应对。

今年 1 月，水利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

部、国家能源局四部委在京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

署推进长江经济带小水电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清理

整改工作。狠抓问题整改，保障生态流量，是这次

会议明确的重点任务之一。

事实上，对于水电站而言，为保障生态流量而

下泄水量，意味着要损失真金白银的发电效益。陕

西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北方地区水电站以高

水头、小流量为主，泄放 10%的流量，发电量损失

20%以上，老电站生态流量下泄面临较大的阻力。

如何调动水电站业主的积极性，确保生态流量泄

放落实到位，考验着各级管理部门的智慧。福建省水

利厅联合当地环保、经信、物价等部门出台了《关于加

快落实水电站生态下泄流量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

件，明确了流量核定、生态改造、部门职责分工等。

“特别是，根据水电站落实生态流量程度，分档

设置生态奖惩电价。”福建省水利厅厅长赖军介绍，

对最小生态下泄流量监控数据完整率和达标率达

80%以上的水电站，实行生态电价奖励；对完整率和

达标率在 60%以下的，给予生态电价惩罚，引导企

业自觉落实生态流量。

老旧电站变时尚咖啡馆

在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水利系统工作了 30 多

年的陈俊超，对小水电再熟悉不过了。上世纪 90年

代，身为设计室主任的他，一年要忙着给 20 多个小

水电站出设计和技改方案。“点亮乡村”和“让每一

滴水创造最大价值”，是他工作的指针。

“如今，为了保障生态需水，实现河畅其流，推

进小水电清理整改、绿色转型，已经成了我和同事

们的工作重心。”陈俊超说。

作为福建省老旧电站退出试点县，2015年以来，

永春县有39座电站报废退出，修复40公里河道。

退出运营后的电站是否可以“旧物再利用”？

永春县建于 2004 年和 1995 年的石鼓镇桃联、桃源

两座电站的退出改造项目给出了答案。

如果不是外墙上的“水电站”字样，当走进充满

文艺气息的咖啡馆和书吧时，你可能很难想象这里

曾经是老旧电站的厂房。仔细看，会发现咖啡馆里

的陈设还有不少工业元素，环形木质圆桌的中央，

放着一台身型壮硕的圆柱体金属设备，上面写着

“1#发电机”，原来它是一台退役的发电机。

咖啡馆的大落地窗外，是流动的桃溪水。永春

县水利局负责人说，桃联、桃源电站退出后，渠道仅

保留少量灌溉用水，绝大部分水量进入主河道，恢

复桃溪 5公里主河道流量，起到修复生态、美化环境

的效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永春县作为小水电发祥

地，成为全国小水电的一面红旗。走进新时代，我

们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与时俱

进，争取成为小水电绿色转型的一面旗帜。”永春县

文体旅游局副局长姚海兰说。

虽利用清洁能源，小水电仍需绿色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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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及高尿酸血症是继高血糖、高血脂、高血

压之后的第“四高”病。据相关统计，国内高尿酸

血症患者发病率为 10%，痛风患者已超过 8000 万

人，此类疾病已成为我国第二大代谢类疾病。但

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抗痛风药物品种不多，可供

选择药物少。临床治疗主要以秋水仙碱、非甾体

类抗炎药、激素、促进尿酸排泄药和抑制尿酸合成

药为主。

在抗痛风的药品中，托呲司特片堪称一枝独

秀。2013 年，该药在日本被批准生产销售，是一款

温和、安全、高效的降尿酸特效药。不过，遗憾的

是，直到目前为止该药尚未在中国上市。但是，该

药的生产者富士药品，却早就在中国申请了托呲

司特片的专利。

专家介绍，富士药品围绕托呲司特片，主要设

置了两项专利雷区，一项是化合物专利，2022 年到

期；而最关键的一项晶型专利，则要到 2033 年才到

期。这是国际药企经常采用的“专利网”战术，目

的就在于尽可能延长药品的专利保护期，以获取

高额的利润。这也意味着，中国药企如果要仿制

托呲司特片，必须要等到 2033 年之后。

知原药业研发部负责人鲍丰祺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也就是说，在 2033 之前，中国痛风病人只

能吃高价的进口药品。早在 2014 年，知原药业就

开始启动国产仿制药托呲司特片的研制。面对

令人望而生畏的专利“雷区”，他们最初的想法是

绕路而行。“但是，很快发现，实在是绕不过去。”

鲍丰祺说。

“仿制药要和原研药保持一致性，实现等效，

如果在相同化合物成分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晶

型，药品的溶解度就达不到要求，影响患者吸收，

也就无法和原研药的效能保持一致。”鲍丰祺说，

要让国产的好药早点上市，此刻留给知原药业的

选择只有一个，发起专利挑战，赢得发展空间。

绕不过的专利雷区

“所谓‘专利挑战’，是指在法律规定下，通过挑战

专利使仿制药合法上市，打破原创药的市场垄断，使

药价得以降低。”常州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张倩博士说。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01 年，国内就有企业针对

美国辉瑞公司的药品“伟哥”发起专利挑战，历经数

载马拉松式的拉锯战，最后还是铩羽而归。当然，

目前也有正大天晴等公司的专利成功挑战国际药

企的案例，但对于知原药业这样一个民营中小型药

企来说，向跨国药企发起一场专利挑战，还是属于

极罕见的案例。

用付劼的话来说：“发明专利是经过专利局审

查授权的，要想反过来‘无效掉’它，难上加难。要

么检索到新的对比文件，要么找出审查员适用法律

的错误。比方说，一个专利已经在十几个国家授

权，得到多个国家专利局审查员的认可，说明大家

都认为它不存在实质性缺陷。现在想推翻这么多

技术、法律专家的意见，难度可想而知。”

为打这场仗，付劼和他的同事们付出了 4 年多

的努力。实验室里的无数不眠之夜，上千次的试

验，他们终于找到日本药企的专利保护存在一个致

命缺陷，尽管是一个“小缺口”，却使得为整个专利

“续命”的晶型专利失去了严格意义上的独创性。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正是整个托呲司特专利挑

战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证据点。但和电影上经常

出现的法庭交锋不同，专利挑战的本质是要用翔实

的数据、严密的论证来解开对方的专利锁链，把技

术语言完美地转换成法律语言。

为此，知原药业专门聘请从业经历丰富的专利律

师，和技术团队协同作战。但富士药品也有异常丰富

的专利保护经验，富士药品聘请的律师，就是当年这

项专利的代理人，对托呲司特片专利的熟悉程度远超

常人。双方药企开始了一场旗鼓相当的博弈。

2018年 2月 11日，知原药业向专利复审委提出

无效宣告请求。2018年 8月 27日，该案举行第一次

口头审理，2019 年 2 月 18 日，又进行了第二次口头

审理……看似波澜不惊，但背后，是知原药业团队

对法律文本一次又一次的打磨。“尽管难度很大，但

是，我们越来越有信心，等待着胜利时刻的到来。”

鲍丰祺说。

民营药企挑战垄断

“胜利总是属于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付劼

说，“其实，2014 年前后，国内进行托呲司特片仿制

的药企有 20多家，但最后大多放弃了。”

“这次成功，也为我们公司药品研发申报打开

了一扇窗口，专利挑战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如果在

产品开发过程中再涉及专利问题，我相信我们一定

能够勇敢面对，对原研大公司不再畏惧，而是敢于

继续挑战。”付劼说。

长期从事专利诉讼的北京骥驰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晓峰说，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多

个国家均有专利挑战制度，国家的法律是允许的，

政策上是支持的，手段上依靠的是无效请求人对专

利技术和法律的深刻理解和运用。

专家指出，企业也应该注意，在专利挑战前，要

请专业的专利代理师做好充分的专利法律调研和

分析工作，否则败诉的可能性很大。

这一仗虽说打赢了，但采访中付劼提出了另一

个问题：在欧美日等药品市场，一旦创新药专利到

期，必然有专利挑战成功者促使其降价。但目前在

中国，很多跨国药企的产品虽然过了专利期，依然

能够以高价大行其道，致使在药物使用、满足患者

方面呈现与其他国外市场不同的景象。

专家介绍，在美国，一直有“首仿”的概念，指第

一个递交、并在专利挑战中杀出一条血路，最终获

批成为第一个上市的仿制药。首仿药最大的好处

在于可以获得 180天的“首仿独占期”，在这期间，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不会批准其他仿制药

的申请，而这 180天往往使得首仿企业获益匪浅。

唐晓峰说：“但是在中国，这一制度还一直‘缺

失’。”

“随着大量国外药企的专利即将到期，对于中

国具有研发实力的企业来说，或许现在有了新机

遇。应盘点自身的研发管线，确定哪些专利挑战产

品进行加速研发。而如果能有一些制度上的鼓励，

相信对中国药企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激励作用应

该很大。”付劼说。

药品研发打开新窗

河北省南和县结合市场需求，立足当地土壤含沙量较高
的特点，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管理模式，依托公司
订单引导农民开展半夏、紫菀、丹参等中药材种植。目前，南
和县中药材种植面积3万余亩，带动2万多种植户致富增收。
图为 4月 7日，河北省南和县三思乡东宋村村民在机械播种
半夏。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河北南和：中药材助力致富

陕西榆林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是全国土地荒漠化和沙
化危害严重的地区之一。60多年来，榆林长期不懈开展治沙
造林工作，全市林木覆盖率目前达到 33%，沙化土地治理率
93.24%，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图为近日榆林市靖边县东
坑镇的村民从苗圃里挖出樟子松准备到沙地种植。

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陕西榆林：春日沙漠植树忙

一场专利挑战一场专利挑战
让国产痛风仿制药让国产痛风仿制药““抢跑抢跑””十年十年

本报记者 唐 婷

本报记者 付丽丽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无效宣告请求审

查决定书》，江苏知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原

药业）与南京华威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作为

无效宣告请求人，使得日本株式会社富士药品（以

下简称富士药品）持有的“托呲司特晶型专利”在华

专利权正式失效。

知原药业研发副总裁付劼说：“这一仗打赢了，

国产仿制药托呲司特片有望提前 10年上市！”

刘刘 纯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过国忠过国忠

连日来，四川木里、山西沁源、云南布朗山—大勐龙等地

出现火情，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气象局

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森林火险红色预警。

“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预警提示，它的发布意味着在林

区、牧区，从各部门到公众都应禁止一切用火，严格加强火源

管理。”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晓丹说，防火

部门应针对预警区域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检查，并加强预警信

息播报频度；同时加强高风险区域的森林消防力量准备，做好

物资调拨准备。

据介绍，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共分为五级，分别是低火险、

较低火险、较高火险、高火险和极高火险。与之相对，森林火

险气象预警分为三级，分别是黄色预警，即某地森林火险气象

等级已持续 8天达三级及以上或持续 5天达四级以上，并预计

未来 24 小时内，该地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仍将持续四级时，发

布黄色预警，须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则是某地森林火险气象

等级已持续 5 天达四级及以上，且起报日当天森林火险气象

等级达五级，预计未来 24 小时内，该地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仍

将持续五级时，发布橙色预警，林区须加强火源管理；红色预

警，表示某地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已持续 3天达五级，并预计未

来 24 小时内，该地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仍持续五级时，发布红

色预警，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此次红色预警是三部门综合考虑气象条件、林区物候及

卫星林火监测及各方面情况，经过会商研判共同发布的。”杨

晓丹说，自 3 月初以来，北京、河北、陕西、四川等地的森林火

险等级一直居高不下，已持续近一个月；近期冷空气活动频

发、大风天气多，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比往年偏高，气象条件

对森林防火极为不利。

尤其是近期以来，北京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山西、

四川南部等地无有效降水，部分地区出现重度气象干旱、局地

达到特旱，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加之大风天气增多，这些地

区的森林火险等级达到极度危险级别（五级）。“从近期的卫星

监测情况来看，热源点、火点都明显偏多。”杨晓丹说。

专家表示，在每年的森林草原火灾高发期，部门联合发布

的森林火险预警虽已成为常态，但红色预警仍较为罕见，最近

一次的红色预警发布于三年前的 2016年 3月。

风大物燥
森林防火“挂出”红色预警牌

来源：前瞻经济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