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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在正大制药（青岛）有

限公司研发楼的大堂里，喜庆的红色

福帖透出浓浓的年味儿。像往常一

样，李秀秀早上 8 时来到办公室，打开

电脑查收邮件，浏览同事发来的最新

实验数据，准备当天的会议。

8 时 30 分，公司同事陆续到岗。

听取助理研究员反映实验过程中遇到

的新问题后，李秀秀给出了具体指导

意见。上午 9 时，李秀秀参加了公司

的新药研发会议。直至 11 时会议结

束后，记者才与李秀秀接上头。

“在老家，这会儿过年的气氛已经

很浓了。我打算在岗位上坚守到最后

一个工作日，再回家过年。”李秀秀告

诉记者。

前不久，由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

究院、中国海洋大学、正大制药（青岛）

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免疫抗肿瘤海洋

一类新药“注射用 BG136”（以下简称

BG136）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

查 ，获 得《药 物 临 床 试 验 批 准 通 知

书》。BG136 是国际首个进入临床试

验的免疫抗肿瘤海洋多糖类药物，拟

应用于晚期实体瘤患者的治疗，其获

临床准入，是我国“蓝色药库”开发计

划的又一实质性进展。

作为 BG136 项目经理，李秀秀对

海洋药物研发的艰辛过程熟稔于心。

“从海洋天然产物到活性化合物、先导

化合物、候选药物，再到临床试验、最

终批准上市，海洋药物研发的每一步

都荆棘丛生，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

会让新药‘夭折’。”李秀秀告诉记者，

她将新药研发工作比作一场马拉松，

唯有经历千百次的尝试与挫折，才能

真正拨云见日。

2018 年，正大制药（青岛）有限公

司分别与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

中国海洋大学联合成立了“国际海洋

药物协同创新中心”“海洋药物研发联

合实验室”，推进 BG136 等海洋药物

的研发；其拥有国内唯一的国家级海

洋药物中试基地，加速“蓝色药库”产

学研用成果转化。眼下，除 BG136 之

外，治疗心血管疾病海洋药物 GS19、

抗病毒海洋糖类药物等创新药研发项

目也在正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高效

推进中。记者跟随李秀秀在研发楼转

了一圈，实验室里一片忙碌景象：科研

人员们或讨论项目、或沉浸试验，都在

各自“赛道”上争分夺秒，跑出新药研

发加速度。

“我们计划每年立项 1 个一类海

洋创新药，1—2 个二类海洋药物或医

疗器械。争取未来五年内 1 个海洋创

新药、3—5 个二类海洋药物或医疗器

械取得生产批件，实现上市销售。”正

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总裁王明刚告

诉记者。

采访 结 束 后 ，李 秀 秀 顾 不 上 休

息，又马不停蹄赶往青岛聚大洋藻业

集团有限公司，协调 BG136 原料的供

应事宜。“早已习惯了这种连轴转的

工作状态。BG136 的临床试验早一

天完成，就能早一天上市、早一天帮

患者祛除病痛，我们必须与时间赛

跑。向海‘问’药，一刻也不能等！”李

秀秀感慨地说。

争分夺秒 向海“问”药
◎实习记者 宋迎迎

春节期间，中国铁建的隧道建设

者们仍忙碌不已。这个春节，他们中

的很多人在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的工地

上度过。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地下 30 米处，

全长约7.4公里的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

工程施工现场，国内最长盾构隧道施工

正酣，国产首台 16 米级超大直径泥水

盾构机——“京华号”正全力向前掘进。

除夕前的换班时间，王虎然特意

带了一个“中国结”，仔细挂在井下的

“京华号”盾构机操作室内。作为中铁

十四局北京东六环项目盾构机长，这

个“中国结”陪伴着王虎然度过在这里

的第三个春节。

今年春节，项目部有 230 余人跟

王虎然一起，放弃春节回家团圆，坚守

岗位。

“步入 2023 年，项目正式进入西

线隧道全线贯通的冲刺阶段。”王虎然

说，大家都铆足了劲儿，全力以赴施

工，争取早日贯通，让京津冀区域市民

能够方便快捷地出行。

截至记者采访时，“京华号”盾构

机已掘进至 2732 环，累计掘进 5464

米，完成总进度的 76%。

春节期间，王虎然和伙伴们的工

作任务一点不逊于平时。

施工进度安排已提前做好。

除对施工现场重点区域 24 小时

巡视排查、消除现场安全隐患外，还要

做好盾构施工耗材及设备的盘点、储

存，以满足现场施工需求。同时，他们

要给“京华号”做一次全面维护保养，

让盾构机有一个更好的状态，以备新

的工作挑战，为年内隧道主体结构全

面贯通打下坚实的基础。

春节期间，在祖国的南端，广湛铁

路湛江湾海底隧道施工现场，完成

2500 米海域段掘进后，中铁十四局项

目总机械师蔡明聪团队，正给开挖直

径 14.33米的“永兴号”进行换刀作业。

湛江湾海底隧道是我国目前独头

掘进最长的大直径穿海高铁盾构隧

道，全长 9640 米。截至记者采访时，

这条盾构隧道已进入新的施工阶段，

“永兴号”已累计掘进 4136米。

下一步，隧道施工模式将由“穿海”

转换成“穿城”。“长距离下穿湛江市主

城区，面临密集建构筑物、管线交错复

杂等难题挑战。”蔡明聪说，上岸后，“永

兴号”面临的第一个关卡，就是侧穿湛

江湾大桥匝道桩基础，最小净距仅 1.2

米，施工难度大、沉降要求控制高。

为保障“永兴号”盾构机的精准侧

穿，家在湛江雷州的蔡明聪与项目部

200 余名建设者一起，选择了坚守岗

位。蔡明聪团队已就春节期间的工作

进行了安排，计划实行倒班制度，对盾

构机功能、机械设备进行全面保养维

护，提前对盾构机进行常压换刀作业，

检修保养管路环流系统、机械设备等

器具，保证盾构机以最优状态完成穿

越任务，为盾构隧道的全面贯通奠定

坚实基础。

隧道里的盾构机春节“不打烊”
◎本报记者 矫 阳

2 月 1 日 9 时许，长江常州段江面，

洒满阳光。

奔涌的波涛间，一艘起重量 2500 吨

的浮吊船用 4 个主钩，将一块重达 1280

吨的大节段钢梁从长江中的运输船上吊

起，再缓缓地升至约 80 米的高空，最后

将钢梁稳稳地安放于滑移支架上。

这里是常泰长江大桥主航道桥常州

侧的施工现场。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吊装，中铁大桥

局承建的常泰长江大桥主航道桥首个大

节段钢梁吊装完成，该钢梁也是全桥首

个大节段钢梁，常泰长江大桥主航道桥

钢梁架设自此全面展开。

常泰长江大桥全长 10.03公里，跨江

连接江苏常州与泰州两市。大桥主航道

桥主跨达 1176 米，为目前在建世界最大

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

“这块钢梁节段先在工厂内整节段

制造，再滚装上船，运到桥位，吊至滑移

支架上，最终通过拖拉滑移系统拖拉

300 米到达设计位置。”中铁大桥局常泰

长江大桥项目部总工程师于祥君指着吊

至半空的钢梁向科技日报记者解释，整

节段施工方式，可大大减少高强度螺栓

使用量，大幅提高工作效率。

类似这样的主航道桥钢梁节段共有

91 个，它们长度在 14 米至 28 米之间，重

量从 900吨到 1856吨不等。

在近 80 米的高空，将动辄上千吨的

钢梁节段吊装于高耸的支架上，这相当

于在空中吊起约 160 头成年非洲象。而

且两桁拖拉同步误差要控制在 5 毫米以

内，这对施工精度控制提出了很高要求。

同时，主航道桥常州侧边跨和辅助

跨要跨越陆地、江滩、深水三种环境，河

床覆盖层为硬塑粉质黏土，施工的水域

狭小，流速大，潮差可达 1.5米左右，这使

得作业船只面临走锚风险。

“针对这些问题，工程技术团队分

析水文条件，同时在江边安装系缆桩，

将锚绳拴在系缆桩上固定，并通过船上

的卷扬机收放锚绳调整合适的架梁姿

态，确保浮吊船和运输船平稳作业。”于

祥君说。

水上吊装作业推进的同时，高空的

吊装落位也必须一丝不苟。“钢梁节段落

到支架上以后，我们用钢绞线牵引钢梁

滑动。滑移系统还将采用智能同步控

制，驱动带有传感器的千斤顶，调节牵引

缆的伸长量，让钢梁始终沿着轴线滑动

不超限。”于祥君说。

为确保主航道桥钢梁架设顺利进

行，技术团队准备了约 1 个月，春节期

间，工地上也没闲着。

中铁大桥局常泰长江大桥项目党工

委书记丁胜杰告诉记者，目前，施工人员

正在加快 6 号主塔墩施工、录安洲专用

航道桥钢梁架设、高速公路节段梁施工

等三大关键节点不间断连续作业。总体

施工进度已完成 70%以上。

中铁大桥局常泰长江大桥项目机电

部部长明正辉今年春节假期一直在工地

上巡检、维保设备，“虽然春节没回家和

家人团圆，但留下来守护设备，心里很踏

实，今天吊装成功，我们的努力值了。”站

在吊装现场，看着钢梁成功落位，明正辉

语气中透着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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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凤

可以当水果吃的萝卜、刷新国内冬

油菜区含油量最高纪录的油菜、实现鱼

菜共生的智能化工厂……2 月 1 日，在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2023 年科技成果

发布会”上，集中发布了近年来自主研

发的 32项科技成果及 10项正在攻关的

核心技术，抢抓春季备耕时节，让农业

“高科技”成果尽快转化、落地，服务地

方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我们已成功筛选出一批生长期在

180 天左右的早熟材料，将其与高含油

材料杂交选育后，有望将油菜收获期提

早到 4 月中旬，可错开水稻播种的农

时，腾出更多油菜种植田地。”重庆市农

科院水稻所副所长、市油菜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专家黄桃翠在发布会上透露了

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作为重庆油菜创新团队带头人的

黄桃翠，多年深耕油菜品种繁育，培育

出的“庆油”系列品种曾两次刷新国内

冬油菜含油量最高纪录。“庆油”系列品

种已成为农民爱种、企业爱收的抢手

货，在长江流域主产区推广 3000 多万

亩，以年 600 万亩量速度增长，创造经

济效益 100亿元。

“ 通 过 我 们 的 一 体 化 生 产 方 式 ，

可以实现瓢儿白、水白菜等速生叶菜

一种三收，而且营养价值更高，更能

卖出好价钱。”该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十字花科研究室主任陶伟林这项“宜

苗则苗、宜菜则菜”的一体化生产方

式 ，让 速 生 叶 菜 播 种 后 15—40 天 就

可以上市，突破叶菜亩增收 1000 公斤

生产纪录。

重庆首个高品质香型杂交水稻、柠

檬黄脉病无人机智能诊断技术、鱼菜共

生 AI 工厂、山地无人果园智慧管理平

台……发布会上，这些平日里在田间地

头实验室忙碌的农业专家，带着自己的

“爆款成果”自豪地走上台亮相。这些

成果既有精心选育出的高质优产新品

种，也有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需要的智能

化新技术。

据 了 解 ，重 庆 市 农 科 院 建 院 17

年 来 ，育 成 农 作 物 新 品 种 400 多 个 ，

专利授权 500 余项，在高温逆境优质

水 稻 品 种 培 育 、超 高 含 油 量 油 菜 新

品 种 创 制 、加 工 型 辣 椒 品 种 选 育 等

领域取得了一批国内有影响力的突

破性成果。

“我们是尝到了科技成果的甜头，

这次发布会我就是瞅准这些成果来的，

要多抱几个助力农业产业提档升级发

展的‘金娃娃’回去。”潼南区农业农村

委主任胡广建说，之前该院韩国辉博士

及其柠檬科技创新团队帮助他们攻克

了柠檬育种、病虫害防治等一系列核心

关键技术，提升了当地柠檬产业的“含

金量”。这次发布会上的柠檬黄脉病无

人机智能诊断技术可以实现柠檬产区

大范围、低成本、高效率的病害快速普

查诊断，他们准备今年在果园里推广这

一技术。

人勤春来早，备耕正当时。

“我们赶在开年举行这次成果发布

会，就是想让我们农科大院的科技‘盆

景’尽快转化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亮丽‘风景’。”重庆市农科院院长苟小

红介绍，近年来，该院累计 260 余项科

技成果列入全市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

引领性技术，与潼南、梁平等 10 多个区

县开展战略合作，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科技支撑乡村振兴。

发布会上，重庆市农科院与璧山区

签订璧山粮油研发中心合作协议；该院

农业机械研究所与重庆鑫源农机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科技服务协议，双方将

聚焦丘陵山地农机领域关键重要技术，

共同创建农机行业类重庆市制造业创

新中心。

苟小红表示，今年该院将聚焦优质

高产、绿色高效新需求，深入开展农业

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成果培育，紧紧围

绕底盘技术、核心种源、关键农机装备、

耕地质量等领域开展研究，重点推进高

温伏旱区优质安全水稻品种培育、山地

大豆低损收获关键技术研究与装备开

发等 10 项核心技术，为乡村产业高质

量发展插上科技翅膀。

助力乡村振兴 重庆集中发布32项农业“黑科技”
◎本报记者 雍 黎

在元宵节即将来临之际，北京石景
山区金顶街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举办了

“喜迎元宵节”习俗体验活动。活动弘
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欢乐共享的
节日氛围。

图为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一起制
作元宵。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制作元宵

快乐多

科技日报北京2月 1日电（记者陆
成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建设取

得新进展！1日，随着 HEPS储存环第一

个预准直单元安装就位，HEPS储存环隧

道设备安装工作正式启动。这是 HEPS

建设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标志着

HEPS加速器设备安装进入攻坚阶段。

HEPS 储存环主要用于电子第三级

加速，同时能够产生同步辐射光，是世界

上第三大光源加速器、国内第一大加速

器，环内面积约合 20余个足球场。

作为 HEPS 的重要组成部分，储存

环由 48 个改进型混合 7BA（7 弯铁消色

散）磁聚焦结构周期组成，每个周期长度

约 28米，包含 37台磁铁和支架、真空、束

流诊断等硬件设备。根据安装需求和磁

铁分布，每个结构周期划分为长度 3—4

米不等的 6个预安装准直单元。

为了保障束流精度，各系统设备完成

加工测试后，将在实验室完成预准直单元

组装、设备定温、支架标定调平与锁紧、初

次全面测量、确定基准磁铁、各铁精调锁

紧、再次全面测量等工作。当预准直单元

支架上磁铁的就位精度好于 30 微米后，

设备将被运往储存环隧道安装。

“储存环隧道设备密集，周长 1300

余米的隧道里，总计安装 288 个预准直

单元，合计 1776 台磁铁、602 个束流位置

探测器（BPM）、1340 个真空盒，相邻单

元之间的就位精度需达到 50 微米，设备

安装、准直各环节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HEPS 工程总工程师屈化民说，为了更

好地完成安装任务，储存环设备研制和

安装团队作了大量准备工作。

在 HEPS 工程总指挥潘卫民看来，

HEPS 储存环隧道设备安装工作正式启

动，是 HEPS 快速向前推进的一个新起

点，标志着HEPS加速器更多更精密的设

备开始安装。“HEPS 进入了更广范围和

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这对我们项目参战

人员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潘卫民坦言。

据悉，HEPS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

复立项，中科院高能所承担建设，建成

后，将成为世界上发射度最低、亮度最高

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将为国家

的重大战略需求和前沿基础科学研究提

供技术支撑平台。HEPS 装置主要由加

速器、光束线及实验站构成。目前，基建

总包通过竣工验收，直线加速器已完成

设备安装和调试，增强器全线贯通，光束

线站棚屋启动安装，HEPS 已全面进入

科研设备安装阶段。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储存环隧道设备开始安装

（上接第一版）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

院特聘教授陈凯华指出，创新发展正在

经历变革性的“双转型”，即数字化转型

和绿色低碳转型。

陈凯华认为，数字领域前沿科技是

实现创新发生与发展的新动力，数字技

术的深度应用有助于促进多学科技术的

融合发展。绿色低碳领域前沿科技是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只有与其他

技术进行融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此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

劲对融合技术创新进行了展望。中国科

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原院

长胡志坚回顾了工业化的历史，并分析了

当前 ICT革命浪潮及深度科学两大前沿

科技的趋势。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

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云提出了颠覆性技

术发展路径与前沿科技融合创新的基础、

方式。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研究员刘峰则聚焦新一代移动通信产业

技术融合创新中的政府治理。尚勇指出，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前沿科技融合创新

中心的成立是新使命的使然，平台的建成

是为了形成网络，吸引更多资源。

穆荣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中国科

学院大学国家前沿科技融合创新中心于

2022年 1月 20日正式获批成立。该中心

聚焦国家前沿科技发展战略、全球科技

治理与合作战略、国家战略产业融合创

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双

碳”战略与绿色创新战略等研究方向，致

力于搭建科技智库研究集成、咨询服务、

合作交流、和人才培养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