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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创 仁会生物勇闯全人源GLP-1类药物“无人区”

■ 光储充一体化电站 本版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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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上海

近期，华东理工大学清洁能源材料与器

件团队自主研发了一种钙钛矿单晶薄膜通用

生长技术，将晶体生长周期由7天缩短至1.5

天，实现了30余种金属卤化物钙钛矿半导体

的低温、快速、可控制备，为新一代的高性能

光电子器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库。

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是一类光电性质优

异、可溶液制备的新型半导体材料，在太阳能

电池、发光二极管、辐射探测领域显示出应用

前景。然而，国际上尚未有钙钛矿单晶晶片

的通用制备方法，传统的空间限域方法仅能

以高温、生长速率慢的方式制备几种毫米级

单晶，极大地限制了单晶晶片的实际应用。

研究团队自主研发了以二甲氧基乙醇为

代表的生长体系，通过多配位基团精细调控

胶束的动力学过程，使得溶质的扩散系数提

高了3倍。在高溶质通量系统中，研究人员

将原有的晶体生长温度降低了60℃，晶体的

生长速率提高了4倍，生长周期由7天缩短至

1.5天。

“该单晶薄膜生长技术具有普适性，可以

实现30余种厘米级单晶薄膜的低温、快速、

高通量生长。”该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华东理

工大学侯宇教授介绍说。此外，一些难以合

成的具有双金属结构、多元素合金的单晶，也

首次实现了单晶的可控制备。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基于该研究，他们解决了光储充一体化

电站多目标协调控制、多设备协同集群、多维

度测试评价和多层级配置等多项技术难题，

取得集高可靠运行技术、高性能核心设备、高

保真测评方法和高等级设计规范于一体的系

列成果，实现了光—储联合系统的高效聚合

与供需灵活调控能力。相关成果在国内外两

百多座电站中推广应用，制定的国际标准被

欧盟国家采纳，引领了光储相关行业的技术

进步，有力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首创系统测试平台
光储联合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

众多规格不一的能量型、功率型设备，广泛应

用于削峰填谷、功率平抑、负荷跟随、应急供电

等多个复杂场景，其中的控制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提出以多设备数智集成技术和多目标协

调控制方法来应对这一挑战。”孙耀杰说。

经研究发现，典型工作周期曲线对光储

联合系统应用场景具有良好表征能力，基于

此，团队首创以典型工作周期曲线统一表征

储能系统多场景运行性能的测试方法，并从

技术性能、安全及可靠性、经济效益出发，建

立兼顾储能电池寿命评估的光储联合系统多

维度运行评价体系，并建成了国内首个光储

联合系统测试平台。

团队还对光储联合系统的容量配置规划

与整站设计作出了贡献。他们以全生命周期

精细化储能动态运行特性模型为蓝本，提出

了计及全寿命周期和市场收益的储能容量配

置多层规划方法，以及覆盖光储联合系统选

址定容、接入方案、功能配置和设备选型的详

细设计要求，力求为光储联合系统的统一化

建设和规范化管理贡献力量。

技术成果走向全球
当下，全世界都在追求建立更高效、清洁

的能源体系，团队在光储联合技术领域深耕

10余年，相关技术转化初见成效，为这一目

标贡献了上海力量。

“我们认为，团队10余年心血凝聚而成

的标准、专利等成果为光储领域填补了一定

的空白。”项目团队在相关领域主导编制并发

布了20余项标准，其中国际标准IECTS

62933-2-2、IECTR62933-2-200被多个欧

盟国家采标，国际标准IEEEP2836被纳入美

国储能安全标准体系。“我们相信在标准所建

立的体系之下，未来光储联合系统将会有更

加明确的发展方向。”团队核心成员时珊珊说。

“光储联合技术成功孵化了国内首个光

储充一体化电站，也积极参与到全球环境基

金项目的12座光储联合电站的建设中，这

是团队所有成员智慧的结晶。”孙耀杰说。

团队还成功研制了4大类，10余项产品，并

销往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在未来，团队将

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和开发系列化产品，为

全世界能源转型贡献光储联合技术的中国方

案和中国智慧。 本报记者 马亚宁

金庸的武侠世界令人着迷，

大侠们的绝世神功都是如何练

成的？《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出

身名门正派，却对本门华山派的

高明武学没什么兴趣，他是靠着

“无招胜有招”独特理念战胜天

下高手。这好比一位名牌大学

的天才，有名师指点，却主动跳

出名校光环，摆脱大师束缚，走

向创新之路。

《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

打破武学固有阴阳不可相融的

定律，武功独步天下；《碧血剑》

的袁承志、《侠客行》的石破天、

《连城诀》的狄云等等都不是正

规科班出身，练功也不走寻常

路，精彩纷呈。

想想，我们现在追求的科技

创新、世界一流，岂不是用“绝世

武功”来比喻甚为恰当？而那些

大侠们经历的曲曲折折，是不是

能给我们带来一定启发呢？

近日，东华大学科研团队开

创性地提出一种新型智能纤维，

实现了将能量采集、信息感知、

信号传输等功能集成于单根纤

维中，编织制成不依赖芯片和电

池的智能纺织品。这正是科技

创新高级形态：打破传统、打破

固有观念，超越前人，也正是那位令狐大侠

“无招胜有招”的意境。

金庸笔下的“绝世武功”源自中国的传统

文化，其中早就寓含“创新”。《系辞》指出：“日

新之谓盛德”。以“日新”为“盛德”，所强调的

正是创新精神。宋代戴复古《论诗十绝》中有

云：“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意

思是文学创作要有锐意创新的意识，不可一

味规拟、模仿他人而无自己的个性与风格。

复旦大学著名数学家李大潜是位金庸迷、

武侠迷，他曾有感而发，尽管自己的老师是名满

天下的苏步青、谷超豪，但自己的研究绝不止

步于老师。如果我们的研究领域是听得耳朵

都起茧的东西，还能做到真正的创新吗？

特斯拉创始人埃隆 ·马斯克曾公开

表示，断食和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让他一

个月减重18斤。司美格鲁肽作为一种

长效GLP-1受体激动剂，一下子引爆了

全球大众的视野。美国《科学》杂志公布

的2023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中，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的开发

以及2023年发现的可缓解肥胖相关健

康问题的药物被列为年度突破之首。

在这项全球引领性的年度科学突破

中，中国创新药也占有一席之地——来

自张江科学城仁会生物的贝那鲁肽注射

液（菲塑美?）去年获批，宣告减重药物进

入国产创新时代。这已经是仁会生物第

二次填补领域空白。

关关“卡脖”关关过
GLP-1，是一种主要在肠道中产生

的激素。上个世纪80年代，科学家通过

动物器官和细胞实验发现它能够刺激胰

岛素大量分泌。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发

现，外源性的GLP-1能够降低2型糖尿

病患者的血糖。近年，开发GLP-1类药

物已成为全球药企的一大热点。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华谊（集团）公

司计划投资创新生物药，做重大疾病领

域的新药创制。1999年，原中国科学院

生物工程中心副主任孙玉琨教授担任首

席科学家，华谊（集团）公司总工程师伍

登熙教授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仁会生物

前身即华谊生物成立。在他们的带领

下，仁会生物一诞生便跻身全球最早开

启GLP-1类药物研发的梯队，并决定开

发全人源GLP-1。

全人源的GLP-1，在全球是“无人

区”；原创药，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无人

区”。仁会生物将创新路上的每一小步，

都当作关乎生死的奋力一跃。当时国内

甚至没有降糖效果的评价方法，仁会生

物现任总经理左亚军就带领团队自研高

血糖动物模型；国内没有尝试过让蛋白

药物在水针制剂的状态下保持长期稳

定，“我们筛选了800多个配方，分析了1

万多个样品后，破解了技术难题”……

2016年年底，在历经17年的“零起

点”研发，研发投入超十亿元之后，全球

首个且唯一的氨基酸序列与人源完全一

致的GLP-1类药物贝那鲁肽获批上市，

GLP-1类药物“无人区”在上海被突破！

开启安全减重之路
贝那鲁肽是以国家1类新药的身份，

实现了中国糖尿病领域创新药（除中药

外）的“零”突破。“我们一开始并未特别留

意贝那鲁肽的‘减重’数据，直到贝那鲁肽

作为降糖药物上市之后，其减重的口碑

开始在医生群体中传开来。”左亚军说。

贝那鲁肽当年最费时费力的人源

“攻坚战”，此时为中国首款减重原研药

打开了“安全之门”——完全人源的

GLP-1受体激动剂，与人体天然的GLP-

1氨基酸序列完全相同，可模仿人体中

脉冲式的激素分泌模式。

2023年7月25日，贝那鲁肽注射液

（菲塑美?）超重/肥胖适应症上市许可申

请获得批准，用于成年人的体重管理。

这意味着贝那鲁肽成为国内减重领域首

款原创新药，也是继诺和诺德研发的利

拉鲁肽、司美格鲁肽之后，全球范围内第

三款获批的GLP-1类减重新药，为超重

肥胖患者带来全新的治疗选择。“我们的

停药反弹率仅约为0.78%，远远低于全

球已上市的其他GLP-1减肥药物。”左

亚军自豪地说。 本报记者 马亚宁

科技 “魔法”

华理团队研发通用晶体
生长技术实现突破——

晶体生长周期
7天缩短至 .5天

他们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200多座电站被推广应用——

深耕  年 终解光储充一体难题

■ 仁会生物首任首席科学家孙玉琨教授

（后排右一）指导新药开发

原创

上海市
“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
科普专项

能源转型让光储联合迎来高光时刻，然而多元异构设
备智能集成与复杂场景下源荷的动态匹配却是世界性技术
难题。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孙耀杰教授和国网上
海市电力公司高级工程师张宇带领团队密切协作攻关光储
联合关键难题，《光储联合系统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项目
摘得2022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