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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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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打造世界级科学文化地标，做全
中国最好的场馆科学教育。记者日前从上海科技馆获悉，到

2025年，这座上海科普地标力争构建创新开放、共建共享的

科学教育生态体系，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独具特色的展
示平台。

全球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全
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在刚收官的“十三五”答

卷上，实现科技馆、天文馆、自然博物馆“三馆合一”的上海

科技馆成绩亮眼。上海科技馆已与全市 200余所中小学校、
8家知名国际机构及高校、16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普

场馆以及 20家世界一流场馆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未来五年，上海科技馆将完成科技馆常设展区更新改

造，聚焦打造高品质的科普展览，持续推出有影响力的临
展。展示前沿科技成果，推出一批高质量临巡展，形成成熟

的线上展览模式，提升科技馆展览吸引力，力推科普爆款。

沪科研团队的发现有助于原位“智造”纳米材料

原位可塑性
和橡皮泥一样强

上海安必生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多年坚持研发成果转化

  ?研药的价格居高不下
对过敏性体质的人来说，哮喘、鼻炎，

往往不期而遇，却难以治愈。由美国默沙东

制药公司开发的孟鲁司特钠，是一种白三
烯受体拮抗剂，1998年在美国上市后，用

于治疗和预防儿童和成人哮喘，也可治疗
过敏性鼻炎。近年来，国内抗哮喘药物市场

规模不断攀升。而孟鲁司特钠作为可单独

长期使用的哮喘控制口服药，获得了国内
外市场的青睐。

不过，这其中超过 70%的市场，是被高

价原研药“顺尔宁”稳稳占据。虽然该种原
研药的专利早已于 2012年 2月到期，但国

内一直未出现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产

品进行替代，所以导致原研药价格居高不
下。目前，药店零售价在 35元左右一盒，单

片药价格在 6~7元。这对于一个需要长期
服用的药物而言，这个价格显然是偏高的。

借助试点东风成功转型
如何让国内的患者吃得起平价孟鲁司

特钠片，成为企业寻求科技突破的新契机。

然而，拷贝过专利期的原研药，让高价药更
亲民，药效还要不走样，是一条十分专业却

不平坦的路。响当当的研发创新能力是必
备的金刚钻，原料供应商、技术、资本等诸

多难题，一个接着一个。

在当时，与安必生一道走在相同研发

和仿制药道路上的，仅国内就有 30多家
企业，而最终走通的，仅此一家。从 2009

年立项研发，到 2016 年获得美国 FDA批

准，再到 2018 年该产品在国内获批，成为

了国内首家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产
品，并与原研药品治疗等效……安必生坚

持的“平价药”之路，一步一个脚印，坚定
扎实。

特别是，借助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MAH）制度在上海先期试点的东风，安必

生实现了成功转型，在帮助中国药物制剂

走出国门的基础上，继而致力于与原研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研发和生产，“让

国内患者也用得起好药”。该企业研发的孟
鲁司特钠咀嚼片和孟鲁司特钠片，成为上

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改革试点公示
品种。

降低患者经济负担超亿元
得益于 MAH 制度和过硬的研发实

力，原本不具备药品生产资质的安必生，继

获得上海市第一个 MAH 产品批件后，又

获得了上海市首张药品研发企业上市许可
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得以涵盖“药品委托

生产”。在 2019年度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
转化项目“自主创新十强”中，上海安必生

制药技术有限公司入选；2020 年“十三五”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项目产

品名单中，《重大药物品种孟鲁司特钠咀嚼

片的国产化及国际化研发》赫然在列。
2019年，孟鲁司特钠片被认定为成果

转化项目，当年销售收入超过 2亿元，帮助
国家节约医保费用、降低患者经济负担超

亿元。公司副总经理雷之航坦言，安必生的
“舒宁安”由于性价比高，得到了良好的市

场反馈，让许多农村的医疗机构前来采购

他们的产品。“能让更多原本买不起药的患
者享受到平价药，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本报记者 马亚宁

上周最新发布的《2020上海科技进步报告》显示，上海平均每天诞生20家高
新技术企业，每万户企业法人中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排名全国第一……高新技术
企业，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名称，已经融入上海创新型经济发展的科创“底座”。
亮眼的高增长数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高科技成果，百姓日常不经意间被

“高新科技”悄然重塑着。上海安必生制药技术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用坚
持多年的研发成果转化，为哮喘病患者的小药瓶里增添了一粒粒“平价药”。

    纳米材料已经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表

界面结构是决定纳米材料性能的关键因素，但如何调控
这一活性界面，是当今科学界面临的一大挑战。金属颗

粒在负载过程中与基底形成的界面具有随机性，负载完
成以后也缺乏有效手段对界面进行“精修”，这使得精确

调控颗粒与氧化物间的活性催化界面成了一个“不可能
的任务”。

经过近五年的合作研究，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

高等研究院、丹麦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环境透射电
子显微镜的原位表征和第一性原理计算，对原子尺度下

一氧化碳催化氧化过程中观察到的催化剂界面活性位点
的可逆变化进行解析，理解了活性界面与反应环境之间

的动态原位相关关系，最终提出并首次实现了界面活性
位点的原子级别精准原位调控。该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

国际顶级期刊《科学》（Science）。

发现金颗粒在旋转
负载在二氧化钛表面的金颗粒是将一氧化碳转化为

二氧化碳的重要催化剂，也是工业催化研究中的常见组

合。浙江大学依托其擅长的原位环境电镜开展催化反应

实验，通过原子层面的原位表征，首次发现两大现象：一

是看到催化反应时金颗粒发生面内（外延）转动（约
9.5?），首次通过可视化实验直观证明了活性位点位于界

面；二是发现停止通入一氧化碳催化时，金颗粒又神奇
地转回到原来的位置。为了完全确认转动现象，浙江大

学实验团队更是从侧视与俯视两个角度进行了精细审
慎的表征。

提出精确调控界面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理论团队根据实验结果首先

大胆猜测，诱导颗粒转动的“元凶”是界面吸附的氧，并就

此推测开展了一系列第一性原理及纳米尺度热力学计
算。结果显示，界面缺氧状态下的颗粒与二氧化钛载体紧

密结合的同时，丧失了一定的吸氧能力，转动了一个小的
角度之后的颗粒界面则能提供多且好的吸附氧活性位

点。为了能更好地与吸附氧相结合，适应高氧环境，颗粒

转动由此发生。而在界面氧被活化与一氧化碳反应之后，
颗粒又回到了原有位置以便与载体紧密结合。

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科研人员进一步提出了通过
更换气体环境与控制温度等来精确调控界面的设计思

路，并最终在原位电镜实验中得以实现。

昭示革命性的可能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朱倍恩博士介绍，通常人们

认为固体晶体是一种稳固的材料，对固体晶体材料的调

控必须从其生长过程着手，一旦材料成型再要调控是非
常困难的。“就像一个乐高玩具，如果我们想要重塑其结

构，必须进行拆解才能再构。”但最近十多年的原位研究
显示，纳米固体晶体材料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硬”，而是

更像橡皮泥一样具有很强的原位可塑性。

这些原位实验现象昭示了一种革命性的原位“智造”
纳米材料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能合理预测其

变化。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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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走进非洲，选育适合全球化的

低碳节水抗旱稻品种。日前，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召
开面向非洲的低碳排放节水抗旱稻的培育和栽培技术项

目推进会，探讨节水抗旱稻在非洲的最新进展情况及未来
发展计划。记者了解到，在乌干达的试验中，上海节水抗旱

稻的产量较当地品种提高近 30%。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罗利军研究员团队，率先提

出“节水抗旱稻”的理念，第一次让水稻“脱水”。“节水抗旱

稻”是兼具水稻高产优质和旱稻节水抗旱特点的一种新型
水稻品种类型，经过近 20年的探索，在遗传研究、品种培

育和推广应用中取得重大进展。
特别是，与常规水稻依赖“水种水管”相比，节水抗旱

稻在育种阶段增强了抗旱天性，足以抵御频繁干旱胁迫对
水稻生产的剧烈影响。节水抗旱的独有“天性”，让上海节

水抗旱稻不断走出国门，在东南亚越南、缅甸、巴基斯坦、
老挝和非洲的乌干达、加纳、马达加斯加等少水干旱地区，

表现出较强的增产优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

低碳排放 节水抗旱
上海原创水稻走进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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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反应环境原子级调控催化剂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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