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上海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推动力度还

将持续加码，以吸引越来越多世界级产
业资源、创新人才、重大项目落地上海。

外资加大投资态势明显
首届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也可

以说是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成果的一次集

中展示。截至产业周闭幕，共有 1万余人
次参与线下活动，包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

者迈克尔 ·莱维特，陈凯先、张伯礼等多位
院士专家，线上观看人次超 1.6亿。

伴随产业周的热潮，跨国企业加大

投资的态势明显。美敦力成为临港新片
区落地的首家生物医药外资五百强企

业，阿斯利康在上海启用了全球研发中

国中心；默克上海创新基地开幕；武田中
国地区总部携武田亚洲开发中心新址日

前入驻世博前滩。武田制药透露，将立足
中国患者需求布局下一代生物技术，未

来 15 款创新药物以及全球第一波价值
转化高峰研发管线加速引入中国。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体系健全发达、

研发要素富集、创新能力领先，也聚集了
众多优秀的外资生物医药企业。据统计，

目前全球药企前 20强中 18家和医疗器
械前 20强中 17家都已落户上海，纷纷设

立中国区总部、研发中心。

创新企业聚焦原创能力
在上海，活跃着一批年轻而又活力的

生物医药企业。来凯医药是一家年轻的新

锐医药企业，成立刚满 4年，在中国“张江
药谷”和美国新泽西州都有研发中心，专

注于肿瘤与肝病领域的突破性新药研发。
创始人吕向阳介绍，来凯最快预计于

2022年底提交第一个新药上市申请。这
是一个全新的癌症靶点 AKT 激酶抑制

剂，在治疗复发性卵巢癌、乳腺癌和前列

腺癌等肿瘤中已经显示出巨大潜力。“我
们的对手是两家跨国药企巨头，如果把新

药研发比喻成奥运项目，那来凯医药的目

标是摘下全球同类首个（First-in-class）
的金牌。”吕向阳认为，自主创新研发能力

现在已经渐渐成为政策导向的核心，以替
代单纯的“授权引进”和重复开发。上海将

涌现越来越多生物制药和科技公司，助力
国家整体的新药原创能力的提升，最终引

领全球的创新。
作为张江本土创新药企业的排头兵，

自 2014年落户张江以来，再鼎医药扎根

张江，成立 7年间，聚焦肿瘤、抗感染和自
身免疫领域，已有 3款产品上市，包括首

个本土一类卵巢癌创新药尼拉帕利、15
年来国内首个胶质母细胞瘤突破性创新

疗法爱普盾和胃肠间质瘤创新药瑞派替
尼。“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在创新药等领

域加强攻关和产业化突破。在张江，一批
创新药企业逐渐发展壮大，为本土患者带

来了创新疗法，解决了临床急需。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在产业周期

间表示，随着我国医药产业发展，一批生

物医药科技创新企业逐渐建立和增强了
自身科技力量和研究经验，开展了与国际

接轨的规范化新药研发，这种状况也影响
和改变了我国新药研发的格局，使我国生

物医药产业迅速发展。

引智为创新提供原动力
在产业周上，许多业内专家都表达，

要吸引各方人才，形成高水平的生物医药

人才高地。
吕向阳是一名海归创业者，回国后最

大的感受是，人才正加速向国内聚集。上
海既有跨国药企也有大量本土初创企业，

同时吸引大量一流科研机构和业内顶级

投资机构，形成了完整创新生态圈；从产
业链看，从早期研发、临床研究到商业化

生产、新药上市销售，覆盖新药全生命周
期。“虽然目前公司只有 80余位员工，但

得益于完善的产业集群，至少有 300位相
关工作人员每天在为来凯医药的新药项

目一起努力，让我们可以跑得更快。从全
球四面八方涌入到上海的人才，带来了最

新的科研技术、商业信息和各种创业理
念。我在张江的实验室里，感受到比以前

在美国实验室里更兴奋的工作状态。”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李

佳也表示，生态圈里的人才不仅仅是原始
创新的人才，还包括一些产业链所需要的

技术、生产等不同类型的人才，更好地进
行分工、整合，将助力生物医药产业释放

更大能量。
上海力争到 2025年，全市生物医药

产业规模达 1.2万亿元，其中制造业产值
达到 2800亿元，让生物医药“上海高地”

的成色越来越足。 本报记者 叶薇

上海生物医药“创新力”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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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原创项目和成果加速落地

癌细胞也能“饿死”，近期，《自

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癌症学研
究让人眼睛一亮。 美国科学家团队

描述了通过限制热量“饿死”癌细
胞的最新线索———饮食模式抑制

胰腺癌小鼠模型肿瘤生长的独特
机制。 研究团队还分析了 1165名

胰腺癌患者的饮食模式与生存时

间之间的关系， 初步发现显示，脂
肪含量高、碳水化合物含量低的饮

食可能与患者生存时间更长有关。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颇有意义

的研究。 然而，却有一问：它是基础
研究还是应用研究？ 如果拿它去评

奖，能获奖吗？ 毕竟，不是所有的癌
症患者都适合“饥饿疗法”。 把这项

研究转化为药物，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它还面临着失败。由此，联想到

了科研的评价机制。

我国的科研评价机制一直受

到诟病。 今年，国家提出了科技成

果评价机制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
基础研究成果以同行评议为主；应

用研究成果以行业用户和社会评
价为主； 技术开发和产业化成果，

以用户评价、市场检验和第三方评

价为主。 对此，学者李侠撰文认为，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可能并不如预想的那么容易。

李侠举例， 拿基础研究成果所依托的同
行评议来说，在实际操作中就面临问题，在某

个高度细分的领域， 同行评价几乎处于透明
状态，如何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饿死”癌细胞的研究如果去评比，也有

问题，它该属于哪个范畴？

科学研究、 科技成果真需要那么多的评

价吗？ 有的研究成果，看似现在无用，也许几
十年后对某一技术推动起到决定性作用。 有

的基础实验，一再失败，却可能对将来的某个
突破性成果带来了启示。如此种种，又该如何

去评价？ 能有标准吗？

真正的科学研究其实不应该划分标准，

画地为牢，因为这样，往往束缚了科学家的手
脚。科学发现、科研成果也并非都是立竿见影

的。 看看诺贝尔的获奖者，个个白发苍苍，他
们获奖，往往是因为几十年前的研究。

有人会说，总得有个评价机制吧。 深圳南
方科技大学有项政策， 凡聘请来的教授每人

每年都有划定的科研经费，钱怎么花，教授说
了算，不需要论文之类的“回报”。学校的评价

机制就是，聘用之前，考查教授的学术背景。

科研是条漫漫长路， 不能用简单的成功

与失败去评价。如果评价机制过于具体，滋生
了功利，反倒违背了科研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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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左妍 通讯员

王宝龙）作为全国生命科学领域
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第十

三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日前揭
晓，多位科学家荣获了谈家桢生

命科学创新奖、临床医学奖、产
业化奖、成就奖、国际合作奖。其

中，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

靶标结构与功能中心主任徐华
强、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

雷群英、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
研究所副所长杨海涛、复旦大学

鲁伯埙等上海科学家榜上有名。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主要奖

励从事生命科学事业并取得杰
出成就的专家、国际合作杰出奉

献学者、具有突出贡献的临床医
务工作者等。目前已涌现出一大

批中青年骨干人才，为我国生命
科学领域打下了坚实基础。

    日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

验科迎来了一位“新员工”———一台
全自动“静脉智能穿刺采血机器人”。

它是在上海安装完成的首台智能采血
机器人，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可自动完成装载采血管、采血针、绑扎
压脉带、识别静脉血管、喷消毒液、精

准穿刺、采血量控制、血液标本混匀等
全链条血液标本采集工作。

机器人在操作过程中，会探查每
个人的血管条件，智能判断并执行个

性化的下针位置、方向和角度。在机
器人采血后，医护人员又立即进行了

一次人工采血，对机器人采血和人工
采血的标本进行多项检测结果比对，

数据显示，机器人采集的标本质量符

合临床实验室卫生行业标准。
采血机器人除了能够完成规定动

作，给患者的体验也很不错。首体验的
患者普遍感觉机器人扎针时仅有轻微

痛感，拔针时毫无感觉。
检验科主任郭玮介绍道，采血机

器人结合机器视觉技术以及基于生物
识别技术的智能导航控制技术，精准

识别血管的位置、深度及走向，智能规

划导航穿刺路径，具有采血成功率高
的优点，可实现静脉采血的智能化、信

息化和标准化。此外，采血机器人实现
无人值守，7×24 小时待命，安全、便

捷、高效。 首席记者 左妍

上海首台智能采血机器人“上岗”

科研 动态

    为期 4天的 2021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近日落下帷幕。首届
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取得了累累硕果：共签约落地 86个项目，
总投资达 613亿元。其中，58个张江研发的项目产业化落地，总投资额
近 500亿元，张江的生物医药产业龙头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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