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红月）由中国保健

协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红曲文化节日前在南

京启动。中国保健协会领导、国内知名红曲

生产、销售企业的负责人、红曲研究专家以及

众多红曲产品的消费者参加了启动仪式。

中国是世界上红曲生产和使用量最多

的国家，在我国应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随着食品产业的发展，在我国对于红曲的研

究日益深入，今天的红曲已经成为生物科技

研究的热点，随着红曲菌中 Monacolins、黄

酮类、γ氨基丁酸、红曲色素、麦角固醇、不

饱和脂肪酸、红曲多糖、各种酵素等许多活

性物质的发现，功能红曲在防治心脑血管

病、糖尿病、骨质疏松症、阿尔茨海默症及

护肝、抗疲劳、抗氧化、抗癌等方面的多种

功效逐渐被关注和认可。这也是多种生物

活性物质自然复合在一起的功能红曲的优

势所在。

同时，红曲生产也已经形成初步的规

模。据推算，国内每年作酿酒用糖化曲的红

曲米产量逾万吨；近几年来用于白酒增香酯

化曲的红曲数千吨；有3000吨以上的作色曲

的红曲米销往海外，大约相同数量的色曲被

国内大小企业与民间消化；采用深层发酵法

生产及用红曲米提取的红曲红（尚有少量红

曲黄产品）也以百吨计；主要用于降血脂的

功能性红曲出口量估计在上百吨。

红曲产业蕴含着一个潜力巨大的市

场，未来年产值可达到百亿元。当前需要

的是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红曲的价值。被

誉为“中国红曲第一人”的浙江工业大学周

立平教授表示，红曲是中华民族的先辈们

留给人类的珍贵遗产，早在唐代，人们就开

始制备红曲用于酿酒、烹制食物，同时，富

含天然他汀的红曲，其营养保健价值不仅

在中国，在美国、在日本、在全球也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红曲养生，成为一

种健康新时尚，被世人所认可。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众多红曲文化

的传播者颁奖。本次中国红曲文化节承办

单位之一杭州双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长冯建平向记者介绍，作为国内以红曲文化

传播、推广为己任的文化盛事，这一届红曲

文化节第一站选择在南京，接下来还将在全

国各省会城市巡回举办，目的就是要将“红

曲养生”这一健康理念，在中国发扬光大，让

更多的中老年人，成为红曲养生的受益者。

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华锋表

示，作为红曲的发源地，我国在功能性红曲

系列产品的推广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

距。希望国内知名的企业，能够承担起应有

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一方面继续加大消

费者的健康教育力度，加强健康生活方式与

预防保健知识的普及，为提升国民健康意识

和身体素质多做贡献，另一方面不断加强科

研投入力度，大力开发红曲系列功能保健食

品，将红曲这一民族的国粹发扬光大。

第三届中国红曲文化节启动

1978 年，刚刚 40 岁的法国人阿兰·梅里

埃乘坐着当时欧洲每周仅有一趟的瑞士航

空班机，从法国来到了陌生的中国。在北京

友谊宾馆的一张圆桌边上，梅里埃先生与中

国当时的医药界精英人士举行了长达一周

的讨论，之后，他做出了这一生中最伟大的

一个决定：由他创建的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此后，经历了 35 年

的变化，生物梅里埃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一起成长，书写了中法合作友谊中最经典的

篇章。

4 月 24 日，尽享着北京灿烂的阳光、在

充满了和煦暖意的春风里，跟随法国总统奥

朗德的政商代表团来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

阿兰·梅里埃先生谦和而愉快地向记者表达

着他的喜悦。他很感慨，当年与他研讨合作

的中国专家们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而如今

他也到了 70 多岁。他说：“仅仅一代人的努

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获得了如此的繁荣。

生物梅里埃在中国有幸见证了这一进步，同

时，也获得了自己的飞速发展。”

专注于病毒体外快速诊断

阿兰·梅里埃的祖父于 1897 年在法国

里昂开办了生物研究所，当时著名的微生物

学家巴斯德是他的合作伙伴，开辟了对体外

诊断试剂产品的研发和推广业务。

阿兰·梅里埃介绍说，公司的专业领域

是对感染类疾病的诊断，每年都会出现新的

病毒和细菌需要进行快速诊断，这些细菌和

病毒又是感染类疾病的根源。像世界其他

很多地方一样，中国的医院内部体外诊断实

际上的花费是医院总费用的 4%，但是，这

4%却影响了对 70%病毒的诊治，原因在于所

有的治疗都要基于对病毒的一个诊断。生

物梅里埃主要致力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病毒

检查以及诊断。为此，生物梅里埃与中国政

府建立了多项合作，一起应对诸如像结核

病、病毒感染以及 HIV的感染控制。

在中国创造奇迹

作为一家国际化企业，生物梅里埃是全

球领先的体外诊断产品公司，专业产品集中

在抗感染类疾病的诊断上，公司有 90%以上

的业务来自海外，而中国是生物梅里埃跨国

军团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据生物梅里埃全球副总裁柏立谦介绍，

生物梅里埃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两大重要

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85 年首台梅里埃自

动化诊断仪器入驻中国，1997年在北京设立

办事处，随后在沿海各中小城市开展市场销

售，提供服务。第二阶段以 2005 年开始，生

物梅里埃做出重大的战略性决策，将亚太区

中心移至上海，并将大中华区总部从香港搬

到上海，从 2007 年至 2012 年又相继在上海

投资建立了两家集研发生产一体的工业化

基地，为中国临床诊断市场提供本地化的、

安全有效的微生物快速诊断产品。

生物梅里埃一直秉承“在中国，为中国”

的理念，并通过合作项目加以落实。如，

2008 年生物梅里埃与原卫生部合作医院感

染控制项目，在中国九家医院进行了前瞻性

的定植调查，是中国第一次多中心 ICU多重

耐药菌定植调查，意义深远。定植是指虽然

病人没有发生感染，但身体带菌，可通过各

种医疗操作传播开，对其他免疫力低下的人

群或者具有侵入途径（如呼吸机、手术刀口）

的病人造成威胁，进行预防性干预（隔离或

去定植处理）是提前防止医院感染传播的国

际做法。该项目还进行了感染控制方面的

大量工作，举办了多次关于医院感染、抗生

素耐药、超级细菌方面的中法交流和讲座。

此外，生物梅立埃还举办了遍及全国的

肺结核防控培训，与复旦大学合作建立了肿

瘤标记物联合实验室，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联

合进行北京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长期监测等

研究。

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为生物梅里埃提供

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六年前，生物梅里埃中国

公司的年营业额为6亿欧元，而今天已经达到

20亿欧元，成为仅次于法国和美国的全球第

三大公司，每年还以 35%不断攀升。柏立谦

说：“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营业收入将

超过法国，成为生物梅里埃的第二大市场。”

“反向创新”为中国

在中国寻找发展合作的跨国企业有很

多，但是，多数的企业是将在外面研发的成

果和产品拿到中国来销售，将中国仅仅作为

一个市场看待。而生物梅里埃却将中国作

为自己企业的发展源点，此次，生物梅立埃

第一次提出了“反向创新”为中国的理念。

柏立谦介绍说，过去生物梅立埃一直是

把在国外的新技术拿到中国生产，现在将在

中国就地进行创新、设计、研发和发展，把就

地取材的中国研发成果再推广到世界上

去。“我们将以社区医院作为‘反向创新’的

切入点。”他说，“中国医疗改革很重要的一

个重点是社区医院，社区医院想要有高效的

诊断和治疗，必须要价格低廉，并且专业性

不太强的诊断手段。为此，我们打算从 2014

年开始开展这方面的研发工作，帮助中国的

社区医院研制并生产出价格低廉并且操作

简单的诊断手段。”

从阿兰·梅里埃1978年来到中国，打开了

一扇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之路至今，生物梅

里埃已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发展。阿兰先生表

示，生物梅里埃是中法科技交流的一个缩影。

回顾并总结了生物梅里埃在中国发展的

成就，柏立谦也表示，在中国，生物梅里埃的

远景是在未来三年每年保持以35%的速度递

增。他说：“为中国，我们将做出更多。”

生物梅里埃在中国推动“反向创新”

科技日报讯 （记者项铮）在 4 月 17 日

开幕的第 69 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

上，佳能向业界全面展示了具有国际领先

水平、完美融合了佳能传感器和影像技术

优势的系列数字 X 射线成像系统（DR）产

品及以佳能 DR 产品为核心构建的创新的

医疗影像解决方案，完美诠释了“创新科

技 智领医疗”的展会主题。参观者通过参

观佳能展台，了解佳能在数字 X 射线成像

领域的深厚技术底蕴以及佳能为满足中国

多样化的医疗需求所带来的创新的医疗影

像解决方案。

据悉，数字 X 射线成像系统（DR）被

公认为是继胶片、计算机化 X 射线摄影

（CR）后的新一代产品，因为其革命意义

的更高检查效率、更优秀的图像质量以及

更少的 X 射线剂量的特性，成为目前全球

日益普及的医疗影像解决方案。

佳能医疗影像解决方案亮相民族药具有奇特疗效,是少数民族的智

慧结晶。然而，由于民族药起步晚，发展慢，

被中药远远抛在身后。民族药创新发展成

为非常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提

高民族药优势、拓展民族药发展空间？如何

拿出科学数据使民族药药效更具说服力？

民族药的科研开发该向何处走？是目前中

医药创新发展中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民族药发展面临门槛

在慢病的预防与治疗上，民族药具有

独特优势。然而，至今，大多数人对民族药

并不了解，由于缺乏现代医学的科学解释

和现代科学的临床数据，很多人不接受民

族药品。即使奇正藏药在资本市场上有骄

人的业绩，即使藏药、蒙药、维药、苗药等一

些药企的主打产品临床疗效非常好，但产

品销售一段时间后，似乎市场突然饱和了，

狭窄的生存空间令民族药企发展后劲不

足，民族药企的创新成为横亘在民族药企

面前的必须跨越的关口。

日前，奇正藏药董事长雷菊芳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了民族药进行二

次开发的重要性，她认为，与中药、化药相

比，民族药创新有一定难度。受生活习惯

和文化传承等因素影响，民族药企不易长

大，很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民族药企应利

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民族药的

产品品质和现代化水平。

“目前已经到了民族药发展的重要关

口”，雷菊芳强调，必须要有科学的数据证

明民族药的疗效，必须通过二次开发提高

药品的质量与标准，从而提升药品品质。

民族药要想做强做大，必须“进城赶考”，跨

过这道门槛。

为二次开发设“民族药专项”

事实上，近几年来，国家非常重视中药

大品种的二次开发。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

战略已经成为当前引领中药行业发展创新

的重要策略，对推动中药市场的迅猛发展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药的二次开发研究有过很多成功的

优秀范例。比如天津天士力公司的“复方

丹参滴丸”是在“复方丹参片”的基础上进

行二次开发后上市的，该产品现在销售过

10 亿元，稳坐国内中成药单品销量第一品

牌。保济丸、护心灵等都通过二次开发获

得成功。

河南宛西制药非常重视中药二次开发

工作，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

宛西制药结合企业产品优势，正在进行一

些成熟产品的二次开发工作，预计日后将

会陆续有老产品的新剂型上市。

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带动了一大批中

药大品种的再次腾飞，促进了中药行业的

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药中 270

多个过亿的大品种销售总额已经占据了中

药市场 50%，积极推动中药大品种的二次

开发工作也就成为当前中药科技创新的重

点。

民族药发展比中药慢。民族药一直在

追赶中药。

早在今年“两会”，中国民族药企的佼

佼者奇正藏药董事长雷菊芳曾提出建议，

认为中药、民族药要想获得大发展，必须加

强研发与创新，她建议在中药大品种二次

开发专项中设立民族药专项。

雷菊芳认为：“民族药行业迫切需要借

鉴中药行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在国家鼓励

大品种二次开发的科技扶持政策引领下，

把更多有潜力的品种通过二次开发做大做

强，促进民族药产业的发展。”

她建议，国家科技部门在制定中药大

品种二次开发政策时应对民族药设置专

项，把民族药具有优势、全国医疗市场有大

量治疗需求的一些常见病药品纳入支持范

围，如骨科慢性退行性病变、皮肤疾病等；

同时，对于制约民族药推广发展的上市后

循证药物经济学的研究也纳入重点支持内

容，并鼓励民族药进行新的剂型开发。

面临发展好时机

专家分析，民族药的发展现状决定了

迫切需要对其重点品种进行二次开发。

藏药、蒙药、维药为代表的民族药是我

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积累了大

量有效、安全、经济的方剂。 近年来，在国

家大力推动民族药发展的政策下，民族药

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许多方剂被开发成了

成药，并被推广应用于全国市场，带动当地

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也使得各族人民都能

享受到本民族的健康成果。

但是由于民族药业发展起步较晚，药

材物质基础研究薄弱，在制剂技术、临床研

究、基础实验、临床推广等方面还相对落

后，致使许多历经临床验证、疗效安全性俱

佳、价格合理的产品难以符合内地医药市

场营销的要求。许多好产品销售增长乏

力，企业发展艰难，大大阻碍了民族药工业

的成长。因此，民族药行业迫切需要借鉴

中药行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在国家鼓励大

品种二次开发的科技扶持政策引领下，把

更多有潜力的品种通过二次开发做大做

强，促进民族药产业的发展。

“现在是民族药发展的好时机”，雷菊芳

说，医学和药学在不断发展，抗生素这样的

药品，其局限性已经暴露，而中药、民族药这

样从整体治疗上入手的药，优势逐渐体现。

事实证明，选取经过市场历练、被临床认可

的主打品种进行二次开发，可以补足企业发

展的后劲，是企业运营和发展的关键。

据记者了解，目前奇正藏药正在与国

内一些优秀的科研机构合作进行 9 个大品

种二次开发，力求在民族药科研创新上再

创新高。

民族药发展呼唤政策支持

产业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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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快 讯

健康资讯

给力产学研

A
科技日报讯 （记者项铮）德国制药

巨头勃林格殷格翰 4 月 24 日宣布，尽管

面临诸多挑战，该公司成功地保持了有

盈利的增长，在 2012 财年大获成功。与

上年度相比，销售额增长了 11.5%达到

147亿欧元，与其他排名前 15位的制药公司相比，再次成

为增长最快的公司之一。2013财年，公司销售额预计获

得中位的个位数增长。

其中引人关注的是中国市场在勃林格殷格翰全球

战略地位的日益凸显。据介绍，2012 年的中国市场销

售额达到 3.58 亿欧元，增长率为 32%。随着中国市场

地位的提升，勃林格殷格翰将全面加快在中国的战略

布局，打造处方药、消费者自主保健、动物保健、生产

运营和生物制药这“五驾马车”，以进一步提高中国

患者的健康水平及改善其生活质量。公司承诺会

不断提供创新的健康解决方案，并有信心在 2013年

及未来继续驱动中国业务取得持续稳定发展。

勃林格殷格翰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柏安德

教授表示：“中国作为公司全球战略市场的主要

组成部分，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对于勃林格殷

格翰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承诺会继续保持

并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将更多高品质的创新药物和

动物保健解决方案带给中国。”

据了解，勃林格殷格翰积极寻找中药领域的合

作，稳步推进消费者自主保健业务在中国的发展。

未来 5 年内，公司将在中国的感冒咳嗽、过敏、解痉、

缓泄、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等领域持续投资，引入更

多的国际领导品牌，把高质量的产品带给中国的消费

者。在 2013 年和 2014 年，乐可舒和百舒平将分别在缓

泄和解痉领域全新上市，有望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勃林

格殷格翰也将通过外部收购与合作进一步寻找增长的

机会，其中包括中药领域。

勃林格殷格翰加快中国布局

食品安全

B

雷菊芳建议：民族药

大品种二次开发应做好顶

层设计，应尽可能聚焦，选

取原料可再生的民族药品

种，应该对市场进行理性、

客观的分析，因为民族药

企的资金有限，发展民族

药的同时应注重生态环境

保护。

由于民族药企业普遍

面临基础研究薄弱、研发

人才缺失、资金缺乏的困

难，因此在大品种二次开

发的道路上更加需要国家

科技政策的支持。希望国

家有关部门在制定一些大

的科技政策的时候，认真

体会民族药业和中药业之

间在发展阶段和行业基础

上的差距。

□ 本报记者 项 铮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红月)为帮助四

川雅安地震灾区的民众渡过难关和支持灾

区重建，孟山都公司日前向地震灾区捐款

17.5 万美元（约合 110 万元）。孟山都公司

中国区新任总裁田博益先生表示：“希望灾

区的民众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之下，

早日恢复正常生活状态。孟山都公司希望

尽一份绵薄之力，帮助灾区重建，尤其是灾

区农民。”

孟山都公司在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

和雪灾的自然灾害事件中为灾民捐助近

200 多万元善款和实物，帮助灾区重建和

恢复生产。自 2008 年，孟山都公司分别在

河北、吉林和广西开展“孟山都中国绿色乡

村”公益项目，旨在帮助完善农村社区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当地农户提高农艺技术水

平以及教育条件的改善。作为一家在华的

企业社会公民，孟山都公司未来仍将持续

推进农村社区支援、教育支援等社会公益

项目，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孟山都公司捐款百万力挺雅安

科技日报讯（章尚周）目前，儿童骨健

康问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医院没有

专属的科室关注儿童骨健康。为了让孩子

从人生的起点开始就建立起科学的生活方

式，出现问题的时候选择好的产品来做调

理，由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主办的 2013

年年度母婴类健康公益系列行动——“妈

咪关爱行”日前在京启动。此次系列活动

是以关爱为主旨，着重针对母婴类人群以

及社会弱势儿童群体进行公益行动。

“不要等检测出缺钙再补钙。”北京协

和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陈伟教授表示，人体中

99%的钙都存在于骨骼，其余1%的钙存在于

全身的其他部位。很多人说自己验血显示

不缺钙，但等真的检验出缺钙就晚了。“近年

来，随着补钙意识的不断加强，国人整体的

钙情况开始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据悉，启动仪式后，“妈咪关爱行”还将

在济南、郑州、太原、武汉、南京、杭州 6 城

市陆续开展，通过深入到全国二三线城市

妇幼保健机构的实地演讲、走访社会儿童

福利院等方式，广泛宣传科学的母婴营养

及补钙知识，将关爱带给更多母婴人群，预

计将有 100万母婴家庭直接受益。

“妈咪关爱行”开启公益关爱之旅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北京市蜂业公司

一口气转化了积累近 30年的科研成果，其

中，蜜蜂谷牌京西白蜜，已经国家工商总局

商标局审核，成为我国唯一“京”字头原产

地证明商标蜂蜜产品。这是近日从“新京

味儿新蜂味儿”系列新品发布会上获悉的。

为保证蜂产品质量，北京市蜂业公司

通过实施优良蜂种、蜂病防治的科技推广，

以及在全国同行业率先开展蜂产品质量溯

源管理工作，包括建立蜂农档案、养蜂生产

日志和原料收购批号标识卡等，实现产品

的“可管、可防、可控、可查”。目前，北京市

蜜蜂饲养总量为 26.8 万群，养蜂万元户超

过 2500户。

据统计，截至 2012 年底，北京年产蜂

蜜 750 万公斤，蜂王浆 13 万公斤，蜂花粉

4.9 万公斤，蜂胶 1.4 万公斤，养蜂总产值

1.9亿元，蜂产品加工产值超过 9亿元。

北京转化30年蜂业科研成果
□ 本报记者 吴红月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红月)四川省卫生厅 5月 6日—

12 日在雅安市芦山、宝兴及其他县受灾群众集中安置

点开展甲肝、麻腮风疫苗群体性预防接种工作，以控制

灾区肠道传染病的流行，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其中

针对 18月龄—14岁的儿童，将接种一剂由北京科兴捐

赠的甲肝灭活疫苗。

4 月 20 日雅安市发生 7.0 级地震，造成了严重的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目前灾区卫生条件较差、

人员高度密集，使得肠道传染病等公共卫生风险大

大增加，同时四川是肝炎高发区，为此北京科兴向

雅安市卫生局捐赠价值 210万元的甲肝灭活疫苗孩

尔来福儿童剂型 3 万支，用于灾区甲肝疫情防控，并

于 5月 4日全部运抵雅安。

早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北京科兴就在第

一时间站出来，组织员工捐款捐物，公司也数次捐赠

甲肝和甲乙肝疫苗用于灾区防疫，同时派出近 20 人

的志愿者队伍赶赴灾区支援疫苗接种工作，灾后还联

络相关厂商及物流供应商捐赠仪器设

备及耗材援建四川受灾县（市）疾控中

心的实验室建设，为灾后疾病防控提

供重要支撑，为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

提供保障。

北京科兴向雅安捐赠 3万支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