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种蛋
白质类活性酶，比
亚酶采用降解原
理，切断有机磷农
药大分子分子链，
使原本不溶于水
的高毒性农药大
分子，脱毒成为无
毒、可溶于水的小
分子，从而彻底去
除农药残留，且降
解后不产生二次
污染。

比亚酶的来头可不小，它是国家 863重大生

物工程项目——有机磷降解酶的高科技成果，由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

程院院士范云六领导的研发团队，历经六年半时

间，潜心研究完成，并于 2006年通过国家鉴定。

伍宁丰告诉记者，作为一种蛋白质类活性

酶，比亚酶采用降解原理，切断有机磷农药大分子

分子链，使原本不溶于水的高毒性农药大分子，脱

毒成为无毒、可溶于水的小分子，从而彻底去除农

药残留，且降解后不产生二次污染。所以，比亚酶

不仅可以洗净被有机磷有毒化学品污染的食物，

且可将食物农药残留物直接降解至无害。

目前，世界上掌握用生物酶降解有毒化学物

质技术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在美国，这种酶

要从动物内脏中提取，产量少、稳定性差，故仅能

小范围用于军事用途。中国则从土壤中提取，产

量高、稳定性好，能够实现民用。

“我们利用国际上公认的具有安全性的酵母

菌，通过发酵，采用分离提取、纯化精制等生产工

艺，生产比亚酶产品。这种比亚酶产品溶解后溶

液清澈透明，经过毒理学实验检测，无毒、无皮肤

变态反应。”伍宁丰说。

比亚酶的横空出世，为成功破解农药残留难

题找到了一条出路。

——研发——
采用酵母菌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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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技术

■市场动态

这样一项“863”高科技成果，是如何从实验

室走向产业化，一次性转让给企业的呢？

成果通过鉴定后不久，伍宁丰和企业老总聊

天时，提及比亚酶可用作军用神经毒剂的洗消。

听者有心，北京森根比亚公司的董事长敏锐地洞

见了比亚酶的未来应用前景。

在北京怀柔雁栖工业开发区，森根比亚选了

厂址，配备了电力、水、高压蒸汽、排污等设施，建

立了现代化生物发酵厂房，所有的发酵设备均采

用特种不锈钢材。2008 年年初，在历经近两年

建设后，厂区生产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同年生产

了第一批酶活性较高的比亚酶（有机磷降解

酶）。经北京食品安全监测中心、疾控中心监测，

这种产品对敌敌畏、甲基对硫磷等有机磷剧毒农

药的降解效果良好，降解率可达 70%—100%，产

品无毒，无腐蚀，无二次污染。经奥组委批准，该

产品被纳入食品安全保障系统，其高酶活产品被

公安部门指定为京津冀等 7 省市安全保卫使用

药剂。

在开始工业化生产中，对酶活不断增长和

——转化——
按照高标准生产

“比亚酶的普及，并不仅仅是从实验室走进

生活，更是开启了生物洗涤 4.0时代；比亚酶走向

民用市场，是家庭洗消行业的升级和新趋势，是食

品安全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可有效解决食品安

全问题。”日前，在“国家863重大生物科技成果转

化高端制造产品高峰论坛”上，业内专家以“共享

美好生活，比亚酶开启绿色生物洗消新时代”为核

心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比亚酶给予高度评价。

那么，比亚酶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研制成

功的？又是怎样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并实现军

转民用？带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比

亚酶的研发专家伍宁丰，将其产业化生产并实现

军转民用的关键推手——北京森根比亚生物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丁毅。

国家国家 863863重大生物科技成果军转民用重大生物科技成果军转民用

比亚酶开启绿色比亚酶开启绿色
生物洗消生物洗消““酶酶””时代时代

文·本报记者 赵英淑

作为目前我国唯一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

生物酶农药降解技术，早期比亚酶生物技术成

果，仅仅应用于部队、北京奥运会食品安全保

障、国庆 60 周年活动等军事国防和国家重大

活动的特勤安保。但是，鉴于我国目前农药残

留 危 害 严 重 ，实 现“ 比 亚 酶 ”商 品 化 生 产 ，让

“比亚酶”成为国人餐桌上的最后一道防线势

在必行。

作为一家从军工企业转型而来的公司，森根

比亚生产的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比亚酶，已经获得

市场的高度认可。据董事长介绍，公司利用比亚

酶生物技术，参与处理海南毒豇豆事件，帮助某

出口企业解决了所出口蘑菇、大蒜、苹果等农药

残留不达标问题。最近，在天津“8·12”爆炸事件

发生后，应天津应急办要求，直接参与了现场洗

消工作。

目前，比亚酶产品已经民用化，不仅以比亚

酶果蔬洗涤剂出现在市民日常生活中，还被用做

农作物种植以及土壤改良等领域。商务部调查

显示，我国有 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国外

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而用“比亚酶”进行处理将

很好地改善这一问题。

对种植业从业者来说，比亚酶能够帮他们

解决残留农药或者化学去农残带来的二次污染

问题。

拥有 863 高新技术成果的桂冠，“比亚酶”

不仅走出了实验室，还完成了军转民用的华丽

转身。

——推广——
实现军转民用

■第二看台

商务部附条件批准诺基亚收购
阿尔卡特朗讯股权案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商务部于 19日附条件批准诺基亚公司收购

阿尔卡特朗讯公司股权案反垄断审查决定。

2015 年 4 月 15 日，诺基亚和阿尔卡特朗讯签署收购交易谅解备

忘录。根据该备忘录，本交易将在法国和美国证券市场，通过公开要

约收购的方式完成。诺基亚预计交易金额为 156 亿欧元（约 1274.5

亿元人民币）。

商务部依法对此项经营者集中进行了审查。反垄断审查结果表

明，诺基亚交易后有可能凭借其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排除、限制相关

市场竞争。集中后，诺基亚在 2G、3G 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持

有的专利比例将从 25％—35％上升至 35％—45％，在 4G 通信标准

必要专利许可市场持有的比例从第二位上升至第一位。

商务部表示，中国市场上大部分无线通信网络设备和移动终端

制造企业在与诺基亚的专利许可谈判中缺乏有效的抗衡能力。本项

集中完成后，诺基亚可能对其标准必要专利收费策略的不合理改变，

将导致中国相关市场竞争格局改变，对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

响，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为此，商务部向申报方指出了此项经营者集中可能产生的竞争

问题，并就如何减少此项经营者集中对竞争的不利影响进行了多轮

商谈，最后根据申报方提交的承诺方案附条件批准了该案。

诺基亚承诺就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继续遵循 FRAND 原则（公平、

合理、无歧视原则），并就禁令、标准必要专利的转让等问题做出了相

应承诺。商务部将依法对诺基亚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苹果输专利官司被判赔2.34亿美元

美国一家联邦法院的陪审团 16 日裁决，苹果公司因侵犯专利

权，而要赔偿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下属的校友研究基金会超过

2.34亿美元。

美国威斯康星州西区联邦法院本月 5 日开庭审理这桩诉讼，法

庭陪审团 14 日裁定，校友研究基金会所持的预测电路专利有效，苹

果公司未经许可使用这项专利。审理随后进入第二阶段，由陪审团

审议被告所需支付的赔偿。

主审法官威廉·康利 15日认定，被告苹果公司并非“蓄意侵权”，

所付赔偿金额因而无须 3倍于原告实际所受损失。

预测电路由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名教授及其 3名学生

开发，1988年获得美国专利。校友研究基金会作为专利有偿使用的

授权机构，于 2014年初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苹果公司侵权，将

预测电路技术用于 A7和 A8系列处理器，以提高处理器的运行效率，

其最终产品是智能手机 iPhone和平板电脑 iPad系列。

庭审第一阶段，苹果公司作为被告辩称预测电路专利无效，试图

说服美国专利商标局重新审核专利有效性，但遭到拒绝。第二阶段

苹果辩称，与诉讼相关的产品相当大一部分销往美国以外市场，不能

判定为侵害美国专利，也遭陪审团否决。

另外，针对原告方校友研究基金会每个处理器赔偿 2.74 美元的

诉求，苹果公司称，这项专利的使用费应为每个处理器 7 美分，同样

也遭法庭否决。

陪审团裁决后，苹果公司方面表示会提起上诉。

这不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唯一一桩专利纠纷。原告方今年 9月再

次提起诉讼，指控苹果公司在最新产品中使用的 A9处理器同样侵犯

了其专利。

苹果公司是如今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历年来，与其他企业发生

了多次专利纠纷。一般而言，美国法庭审理的结果很少让苹果“吃

亏”，但这次陪审团所作裁决某种程度创下了先例。

橡胶树小筒苗育苗技术研发与示范

所属领域：生物

单位名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

成果简介：该成果根据空气修剪原理，在橡胶树籽苗芽接技术的

基础上，采用自主设计的小型单孔控根育苗容器，结合基质栽培和水

肥滴灌技术等，研发出的一套新型橡胶树育苗技术——橡胶树小筒

苗培育技术，初步实现了橡胶树育苗标准化生产，大幅提高了育苗生

产效率；同时开发出了一个新型苗木产品——橡胶树小筒苗，该苗木

质量优于其他种类橡胶树苗木，解决了传统橡胶树苗木长期存在主

根短、根系卷曲和运输难等问题，尤其适于山区种植；研发出了一项

与小筒苗配套的新型定植技术——捣洞法定植技术，比常规技术工

作效率提高 1倍以上。该成果获授权发明专利 1件、实用新型专利 2

件。鉴定委员会认定该成果处国际同类技术领先水平。

成果盈利性：橡胶树小筒苗育苗技术提高单位面积育苗约 50%，

同时降低了育苗劳动强度，缩短了育苗时间并改进了苗木质量，其育

苗成本可低于或相当于传统袋育苗。

橡胶树小筒苗在主根长、根系发达且不卷曲，根尖处于生长状

态，且全苗重量轻，苗木质量明显优于现有其他橡胶树苗木。估计苗

木售价可比一般袋苗高出 15%—20%（1.0—1.5 元/株）。同时重量

轻，搬运和运输成本低，采用捣洞法定植效率比传统技术快 1 倍，可

以降低搬运、定植成本 30%以上。

成熟度：02
市场分析：橡胶树小筒苗培育技术不但生产效率高，而且所生产

的苗木质量明显优于目前市场上的橡胶树苗木，且适用性广，因而将

部分甚至全部替代现有橡胶树苗木产品而成为主要定植材料，由此

其市场潜力估计在年产 500 万—2000 万株之间。若每株利润 2—3

元，每年可获直接利润 1000—6000万元。

商业模式分析：橡胶树小筒苗生产价值链包括新增育苗材料供

应商、提高育苗企业生产效益、提高苗木用户胶园生产潜力、增加橡

胶加工商胶乳产量和木材加工商木材产量等，育苗材料包括新型育

苗容器、小筒苗以及橡胶和木材产品等。

拟采取的转化方式：技术入股

资金需求额：2000万元

推荐单位：农业部科技教育司

100 多项从军事前沿“退休”或“沉睡”的军

工专利技术，与 52 家企业进行了“军民”对接融

合，将转化到民用生活中，进行二次开发应用。

近日，“全国首次百项军工可转化项目对接会议”

在杭州举行，14 家企业与 4 家军工企业的 19 项

军工专利技术达成专利购买、技术合作等意向。

什么样的军工技术可以
转为民用

国防专利管理部门要求，军工技术专利的保

护期限基本为 20 年。不管是在保护期限内，还

是已过保密期限，如果想要把专利转化应用实

施，都需要向主管部门进行申请解密。

“这次会议上公开的军工专利技术，基本上

都是军方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中产生的知识产

权，集中在武器装备配件或部件，在之前的军事

技术前沿，基本都为高度保密领域，大都已被‘垄

断’或‘沉睡’20 年。”庞保平说，不过，这些军工

技术要公开进行民用，依然要走繁复的流程。

根据国家对军工技术的管理机制要求，军工

技术专利申请和转化使用实施，有较为严格的要

求。庞保平介绍，这次会议的 100 多项军工专

利，都是由中国兵器工业新技术推广研究所负责

甄选的，这些项目通过保密机制审核，经过了繁

杂的审核流程，才被同意公开推广。

19项军工专利技术达成
专利购买等意向

为了达到“军民”融合的对接效果，这次会议

上的每项军工专利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所邀请

过来的民企也都是为专利项目慕名而来。“这次

会议上的 100多项军工专利技术，在遴选时也都

着重参考了我省的产业结构和优势产业需求。

重点集中在车辆工程、机电一体化和自动控制等

方向。”庞保平介绍。

在这次会议上有 14 家企业与 4 家军工企业

的 19 项军工专利技术达成专利购买、技术合作

等意向。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重要

的装甲车辆装备制造企业，其核心技术与民用汽

车有相通之处，因此获得了现场对接企业的重点

关注。浙江花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希望与内蒙古

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发动机相关的延

伸产品，希望将控制发动机内部减震降噪作用的

波纹管性能提到最高，以达到人体感知器官几乎

可以忽略的振频和噪音。如果将军工金丝网减震

技术原理，在现有的民用技术上进行二次开发改

造，成功转化到发动机上，可以将汽车，甚至冰箱、

空调等振频和噪音调到人体感知的最小分贝。

据了解，浙江花园电子科技有公司一直想要

在产品技术上寻求一定突破，但是在研发过程中

一直找不到好的突破口。公司副总经理胡洪亮

表示：“想要借着这次会议，在军工专利技术中找

到可以提高公司产品发展的技术，减少中间的研

发时间；同时，希望通过军用技术转化为民用技

术，让企业品牌更加有信赖性。”

军民融合度只有30%左右

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项目、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国防知识产权局项目，研究国

防知识产权十多年的刘介明教授介绍，近 10 年

来，我国国防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35%以

上，军工系统积累了大量优质的国防专利技术，

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的军民融合度只有

30%左右。

“专利转化率并不高，大量专利处于‘沉睡’

状态，极大限制了中国军转民的技术转移效率；

大量国防专利没有解密，没有进入民用领域，没

有有效应用于经济社会建设，既不利国利民，也

不利于国防科研院所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造

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刘教授说。

虽然在当前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有

亮点出现。如电科集团所属海康威视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在闭路电视和视频监控系统领域市场

份额蝉联世界第一。但在高技术领域，国外申请

专利已占绝对优势，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如卫

星技术领域国外申请占 89.5%，核燃料技术领域

国外申请占 96.8%，航空发动机技术领域国外申

请占 97.8%。如果不扭转这种被动不利局面，建

立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创新体

系就无法实现，也不利于自主创新，更谈不上建

设创新型国防科技工业。

要解决这样的难题，缩小差距，刘教授建议

由国防知识产权局设立专项资助，有效调动和激

发广大国防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激情，提高军工

专利技术的利用率。同时，完善并推进国防专利

解密或脱密制度，促进国防专利“军转民”进程很

有必要。“只有缩小保密范围，简化或加速国防专

利解密流程与速度，同时支持在实施运用转化中

的适应性研究、二次开发及相关工程化研究，才

能真正提高军工专利的实施率，实现其价值。”刘

教授说。 （据新华网）

100多项军工专利技术亮相杭州 19项达成购买意向

酶活表达量不断增高，大家非常高兴，甚至欣

喜若狂。但是，等进行过滤时，出乎大家意料

的是，酶活高了，其排泄物也大量增加，其结果

是，生产的酶与排泄物混在一起，无法过滤。

第一次生产，就把从德国进口的多组膜全部毁

掉，整个车间弥漫着生物酶的味道。得不到过

滤的酶液，从破裂的膜中渗出，流了一地。最

后，还是在基地直接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找

到了克服这一难题的关键。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有机磷降解酶必须在

GMP生产条件下，进行无菌生产。只有这样，才

能保证其质量。目前，生产基地已达到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的标准。”丁毅说。

出口到欧美等地区的茶叶，对农药残留量的检验标准非常严格。一直以来，要将农药残留控

制在欧盟地区标准，让不少的茶叶商要花大力气、大量资金来解决残留农药。2014 年 4 月 22 日，湖

南比亚酶公司就与湖南农科院、茶叶研究院进行了比亚酶田间稀释喷淋实验。在对田间种植生长

的茶叶、采摘的新鲜茶叶进行比亚酶处理后，叶片残留农药含量大大降低，达到了欧盟标准

(0.1PPM：)，远超过利用流动清水、化学清洗等其他去农残手段。这也促成了很多地方茶叶研究院

与森根比亚达成长久的合作关系。

——相关链接——
助力茶叶农残达到欧盟标准

目前目前，，世世
界 上 掌 握 用界 上 掌 握 用
生 物 酶 降 解生 物 酶 降 解
有 毒 化 学 物有 毒 化 学 物
质 技 术 的 国质 技 术 的 国
家 只 有 美 国家 只 有 美 国
和中国和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