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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李惠钰
近年来，南美白对虾已成为浙江

省最具代表性的水产养殖种类，也是
“海虾淡养”的优质品种。但是，目前
在对虾产业发展中还普遍存在着种
质退化、优质种苗长期依赖进口、投
入成本高、抗病毒性差、质量安全等
各种隐患。
针对上述问题，浙江跃腾水产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跃腾”）决定
实施南美白对虾生物选育项目，实施优
质苗产业化开发，从源头上降低南美白
对虾养殖发展中潜在的产业风险。目
前，该项目已被国家发改委授予“国家
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的牌匾。

健康的种苗是养殖的关键

“南美白对虾”学名“凡纳滨对
虾”，原产于中、南美洲太平洋沿岸，自
1997年在我国大陆大规模养殖以来，
因其肉质鲜嫩、营养丰富、生长迅速、
抗病力强、耐高温、食性杂、放养密度
高、适盐范围广等特点，深受国内外市
场的欢迎，养殖面积也在逐年扩大。

然而近
年来，由于种
苗的退化、病
害的增多使
得养殖难度
越来越大，不
少养殖户对
南美白对虾
的养殖前途
产生了忧虑。
面对养殖者
的忧虑，浙江
跃腾以优良
种质为核心，
承担了南美
白对虾生物选育产业化项目，通过引
进 SPF南美白对虾原种亲本或苗种，
采用形态学、数量遗传学、抗病筛选等
方法对种质资源进行改良。
据浙江跃腾总经理沈跃军介绍，

项目综合运用了对虾全程健康养殖技
术，通过对养殖系统的改进、优良种质
的选育、控制藻类微生物群和投喂养
环保型饲料等方式，预防和控制对虾
疾病，切断了病原传播途径，提高了对
虾免疫力并且改良了稳定的养殖环

境，显著提高对虾养殖的成功率。
优良的养殖种质是南美白对虾养

殖的关键。对此，沈跃军表示，项目采
用引进与培育相结合的工艺路线，将
先进的育种技术运用到南美白对虾优
良性状的改良上。利用品系自交选育
出优良性状稳定的亲虾，并且利用品
系间杂交培育出生产性能优良的商品
虾苗。
“我们通过连续六个世代的选

育，累计选育的遗传改进量达到

79.54%；其中第五和第六世代的大塘
养殖效果在正常的水温及盐度的条
件下，养殖 90天后，个体体重分别大
于 11.1克和 12.5克。”沈跃军说。
除此之外，项目还充分发挥对虾

在低盐度养殖条件下发病率低、生长
快、效益高的有利条件，通过整合相
应的技术优势，使得南美白对虾在低
盐度环境下虾壳薄、新陈代谢旺，不
但生长的速度快、病害少，而且个体
均匀、品质好。
沈跃军还表示，在养殖过程中也

节省了饵料的投喂，在低盐度环境
下，对虾的饵料系数一般为 0.9~1.0，
而在其他的水域中，投喂同样的饵
料，饵料系数则高达 1.2~1.4。

经济效益显著

按照形成良种南美白对虾 20亿
尾、优质亲虾 10万对、商品虾 700吨
的生产能力要求，浙江跃腾利用现有
的土地，新建了育苗淡化车间、管理
用房及实验室 7665平方米，改造良
种选育池 224 亩，成品虾养殖池
1221.5亩，蓄水池、沉淀池 219.6亩，

并且配有增氧、充气、加温、水处理、
检测化验等相关设施。
项目自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效益，沈跃军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0年，共淡化苗种 167060万尾，
南美白对虾的养殖产量达到 817吨，
合计产值 3876066万元，利润 732.86
万元，2000 亩的养殖面积连年取得
亩产 1000斤的产量。
沈跃军表示，养殖虾产品质量

好，加工产品鲜度、色泽好，利用选育
的优质苗种养成的对虾优势，养殖面
积大幅度的增加，并且带动了育苗、
养殖、加工产业，拓展了国内外的市
场，也增加了创汇和就业。
“通过南美白对虾生物选育技术

的运用，证实了培育无病毒虾苗和配
套健康养殖的措施，能够有效地提高
南美白对虾的成活率，减少疾病的发
生，提高养殖效率。”沈跃军说。
据了解，近几年，浙江跃腾不断整

合各种资源，产业、产品及技术不断升
级，整体实力得到明显的提升。目前已
经形成以水产品加工为中心，以种苗
繁育、水产养殖、饲料加工为三个基础
单元的综合性农业龙头企业。

示范工程进展

改良种质资源 实现优质种苗产业化
浙江跃腾南美白对虾生物选育项目技术路线已成熟

阴李惠钰
作为上个世纪末生命科学领域中迅速崛起

的一项高新技术，生物芯片将原本需要占据几层
楼的生物实验室，微缩到一平方厘米大小的芯片
上，实现分析过程全自动，分析速度也得到成千
上万倍的提高。

近几年，我国生物芯片产业已经从技术研究
和产品开发阶段走向技术应用和产品销售阶段，生
物芯片被广泛应用于人类基因研究、医学诊断、新
药开发、农作物的优育优选、环境检测等诸多领域。
但是，将生物芯片实现规模产业化却并非一桩简单
的事情。

9月 18日，在由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主办的
“2011基因芯片技术与创新药物应用高级研讨会”
上，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傅仲
华为大家展示的飞行喷点生物芯片制备技术，受到
业界的广泛关注，该技术惊人的点样速度，加快了
研究工作的进展，提高了科研成果转化效率，成功
实现生物芯片的规模产业化。

点样速度惊人

生物芯片的发展与制备技术研发平台的发展
密切相关，据傅仲华介绍，飞行喷点制备技术是由
英国Arrayjet公司研制的成果，目前，Arrayjet已在
全球发展了 57个应用制备平台，我国也在今年的
6月份将这一制备平台成功引进，并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
“飞行喷点技术是生物芯片平台的突破和创

新，这一最新的制备平台，取代任何同类产品那是
大势所趋。”傅仲华很肯定地说，“它惊人的点样速
度，使得一台机器可以代替过去的三台或更多。”

以系列产品“马拉松”为例，点样平台一次可放

置 100张玻片，在每张玻片点 50000点以上的密度
要求下，该点样仪可以达到每分钟点 8.3张玻片的速
度；而另一系列产品“超级马拉松”，点样平台有十层
玻片制备自动提升步进系统，十层平台上可一次放
置 1000张玻片，达到每分钟连续点样 25张玻片。
为什么飞行喷点的点样速度如此惊人？傅仲

华解释，其关键在于点样喷头精致的设计。据介绍，
该点样喷样头一共有 128个喷头位置，根据点样阵
列的要求，实际选用了 96个作为喷样头进行使用；
进样的吸样针有 12个和 32个两种结构，一次可吸
12个或 32个样品，同时，一个吸样针一次吸样后
可以点 500点，每个点为 2纳升。
不仅如此，根据软件的控制，以及在精确的步

进电机和优异滑轨的结合下，飞行点样的移动速度
可达到 0.2m/s，每个点在飞行中不仅可以进行一滴
或多滴的点、梯度点样，每个点的体积也能得到很

好的控制，对研究和产业化可
以找到更加优化的方法，实现
样品制备的目的，同时在制备
当中也解决了漏点的问题。

突破性功能显著

点样平台的另一亮点是
它的微孔板储存器和玻片存
扩展功能，据傅仲华介绍，如
果样品较多，微孔板储存器的
储存功能可以把更多的样品
保留，并且根据实际需求自动
更换孔板的位置进行自动取
样、点样；而玻片存扩展功能
使得制备平台可以一次性叠
放十层，以每层 100张玻片计
算，可以机械化的进行 1000

张玻片的点样。
为了提高点样环境，飞行喷点制备平台除了

配有低温、加湿系统外，还特别增加了超净空间控
制系统，在运行速度极快的空间下依然拥有非常好
的净化条件，这也是其他同类产品所没有的。
“由于这种优化和良好的制备空间，使得于平

台适合点蛋白、DNA等多种样品。”傅仲华说，“特
别是对于蛋白样品的点样，由于要保持蛋白样品的
活性，因此对点样速度要求较高，而这一制备平台
正好满足了蛋白点样的速度要求。”
控制污染也是制备芯片最为关注的问题，飞

行喷点制备平台采用负压进样的清洗方式，将缓冲
液从管道内部和外部同时清洗，可以多次清洗 12
个进样、点样装置，保证样品不受污染。
“因为有了这些突破性功能，完全满足和解决

了生物芯片规模化生产的需求。”傅仲华说。

推动产业化进程

芯片制作技术原理其实并不复杂，就制作设
计的每项技术而言，我国已具有实际能力。从 2000
年开始，国家就陆续投入了大笔资金对生物芯片的
系统研发给予了支持，建立了北京国家芯片工程中
心、上海国家芯片工程中心、西安微检验工程中心、
天津生物芯片公司、南京生物芯片中的实验室等研
发机构。
近几年，随着对人才和项目的引进，我国出

现了一些新型的有生命力的企业，比如广州瑞博
奥生物、昆明寰基生物、上海百傲科技、上海裕隆
生物、福建龙岩九健生物芯片技术研究所等。但
是，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生物芯片在我国的
产业化进程道路上，特别是在产业化制备技术上
仍存在技术缺陷。
傅仲华表示，与国外产品比较，我国在系列产

品、点样功能上，以及点样精确度、重复性、点样速
度和产业化上还存在差距，产品要形成研究、中试、
规模化生产的产业链，显然我国还没有解决好产业
化生产的瓶颈问题。
“研究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会加快和推动我

国生物芯片产业化进程。”傅仲华说，“我国发展生物
芯片的难点是如何实现相关技术的整合集成，而引
进的这一新的技术平台将这一难点成功克服了。”
傅仲华建议，我国在发展生物芯片产业的过

程中，除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还应该建立一支
稳定的专业化服务团队，及时跟进和解决生物芯片
技术的服务问题。
“Arrayjet专家团队的技术服务模式就值得我

们借鉴。”傅仲华说，“Arrayjet专家团队用多年积累
的经验，免费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将样品提
供给Arrayjet专家团队，他们就会提供最佳的制作
技术方案，提供最完整的技术报告。”

飞行喷点生物芯片期待产业突围

我国引进的首台飞行喷点生物芯片制备平台

□张贺文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是 2006年 10月由国
家发改委批准认定的、以湖南浏阳生物医药园区
（以下简称“医药园”）为核心区的国家级生物产业
基地，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
医药园占地面积 13.4平方公里，共引进工业

企业 136家，配套科研、服务、商贸企业 125家，其
中生物医药及相关企业 87家，上市和上市企业投
资 16家，这些企业大多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很多
企业之间形成了产业链关系，医药园也成为国内
GMP药厂最集中的生物医药园区之一。

2010年，医药园实现工业总产值 171亿元，实
现财政收入 5.2亿元。今年 1~7月，完成工业总产
值 153.36亿元，财税 5.5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59%
和 106%。目前，医药园生物医药产业产值约占湖南
全省的 52%，并延伸形成了生物农业、生物环保、生
物能源和生物信息产业，正在创建“两型化”高科技
特色产业园区。“十二五”末的发展目标为：实现工
业总产值 1000亿元，实现财政税收 40亿元。

医药“立”园

自 1999年确立专业化园区发展道路以来，以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立园之本，坚持高科技产业主导
发展方向。通过项目孵化招商推进产业集群建设，
形成了药用辅料、现代中药、高端原料药及制剂、抗
肿瘤药物及诊断试剂等特色产业群。
“十一五”以来，医药园生物医药企业进入科

技创新快速成长期。一是新药研发成绩斐然。目前，
医药园同时在研的 1类新药共有 18个，2类、3类
新药 30余个。近五年来湖南省过半数的新药产生

于该园区，其中 1类新药几乎都集中在园区。如湘
北威尔曼创新产品 1类新药“注射用头孢噻肟钠舒
巴坦钠”自 2009年获批后，当年投产当年实现销售
过亿元，2010年实现单品种销售收入超过 2亿元。
二是科技创新成果突出。现在，医药园拥有发

明专利 350余项。2009年，园区春光九汇公司成果
“中药超微颗粒”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其产品
占领了湖南中药饮片高端医院市场 80%份额，还销
售到上海、北京、两广地区。此外，医药园还拥有
“863”计划宏灏生物“高血压基因官能分布和药物基
因组学”，“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春光九汇
“厚朴、黄芩等中药提取物生产技术研究”与“安全环
保型中兽药研制”、继蒙制药“治疗丙型肝炎新药松
栀丸”、金泰制药抗肿瘤系列药物等一系列成果。
三是科技成果产业化成效明显。近五年来医

药园实施了 16项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化示范
工程项目，其中，九典制药奥硝唑系列产品已占世
界原料药市场 60%，新一代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地红
霉素也是国内独家品种，华纳大药厂原料药帕珠沙
星、威特制药的替米沙坦占国内市场 40%以上。目
前一批新的项目又开始启动。如麓山制药的独家
新药银杏滴丸生物利用度是传统剂型的 2倍，2013
年单品种销售额将达 5亿元；明瑞制药与中国医学
科学院合作开发一类治疗老年痴呆类新药等。
与此同时，以湖南医药科技创业中心为核心，

集聚了一批生物医药领域的高端科技人才，使医药
园成为高科技人才科研、创业的洼地。国家海外
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
独立研究员段燕文教授，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国际植物提取界的知名专家郑群怡
博士在该园区设立了研究基地和产业化公司。园
区科技创业中心运营以来，在孵企业达 30余家，

在孵国内外项目 100余个，已孵化毕业项目 15
个。截至目前，园区拥有博士、硕士以上的管理、
科研人员 1300余人。
科技国际合作方面也初显成效。医药园自

2001年与中国国际咨询公司签署战略协议以来，
先后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签署协议并开展活动，
与苏格兰皇家银行开展融资合作，与加拿大多伦多
药学院等国际上 30余家著名大学、科研机构开展
项目合作等。目前，园区共有中外合作企业 23家。7
月，加拿大赛法特生物公司率先建成投产，明年年
产值将达 5亿元。另一家加拿大生物疫苗企业
Microbix正在与该园区洽谈建厂协议中，预计产
值将在 50亿元以上。

“十二五”蓝图

园区“十二五”期间发展战略，一是按照长株
潭“两型社会”的要求，把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建设成
支撑湖南“四化两型”的标志性园区，打造健康产业
新城，建设生物科技新城，并且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主要措施方面，一是推进企业上市，5年内

园区上市企业和上市公司投资企业达到 30
家，并探索园区整体上市。
二是新增打造抗体药物、医疗器械、生物农业

产业群。形成特色产业规模，在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
地造就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生物产业“单打冠军”。
三是进一步加大国家开发银行与生物产业

基地的合作力度。并与国家工商银行总行等合
作，加快组建 100亿元规模的潇湘产业基金，创
新生物基地、项目的投融资创新合作，并着力推
进湖南唯一的中小企业信用服务中心建设。
四是深化科技创新战略。加强与军事医学

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合作，在率先推进军事医
学科学院的湖南医药产业化基地的基础上，力
争在新药筛选、药物安全评价等领域形成产业
化平台新优势，产生一批新成果。
五是集中湖南省级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优势。

集中支持β-内酰胺酶制剂复方抗生素、手性
药物甲磺酸帕珠沙星、抗癌新药埃坡霉素 B等
10个一类新药五年内年销售收入都跨上 5亿元
台阶。
（作者系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委会主任）

本报讯 （记者高长安）河北省石家庄市
以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为依托，将生物医药
产业确立为第一主导产业，加大培育力度，取
得了明显成效。今年 1~8月，完成主营业务收
入 420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 120亿元，实现
利税 6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5%、19%和 22%。
目前，全市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企业 136家，从
业人员 6.5万人。已建成世界上重要的维生素
和抗生素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阿维菌素生产
基地和中国重要的现代中药生产基地。

据悉，为进一步促进生物医药产业的发
展，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
建设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办法》、《生物（医药）
产业调整振兴实施意见》、《高新技术成果落地
奖励办法》等一系列促进生物产业发展的扶持
政策与措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

该市不断壮大医药龙头企业，加大医药产
业投资强度，提升投资质量，提速产业整合，形
成了河北省高端医药产业园、经济技术开发区
生物产业核心区、栾城生物产业园、赵县生物
产业园、深泽生物产业园等五大生物医药产业
园区，其主营业务收入约占全市生物医药产业
的 60%，全市生物医药产业产值约占全省比重
的 75%。

目前，石家庄市重点推进的投资亿元以
上生物医药项目 90项，总投资 736亿元。其
中，总投资 120亿元的华药新工业园中的新头
孢项目已全部竣工，6 条生产线已通过 GMP
认证，新制剂项目正加紧建设；总投资 100亿
元的石药新工业园中的 FDA头孢制剂、口服
制剂国际化项目已进入试车阶段；总投资 31
亿元的以岭药业现代特色中药及国际制剂产
业化项目正在抓紧实施，一期工程提取车间、
前处理车间已封顶；总投资 40亿元的神威现
代中药产业园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已完工。这些
项目的建设实施，将对该市生物医药产业的发
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石家庄市不断提升生物医药企业
创新能力，集中了河北省 95%以上的生物医药
科技创新平台，拥有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2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牵头单位 2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4
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9个，以及一大批省级
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十一五”期
间，累计承担 22项国家生物医药高技术产业
化示范工程。

据介绍，目前该市现有生物产业两院院士
3人，博士 200余人，中级职称以上 6400余
人，拥有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农业资源研究中心、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医科
大学、河北农林科学研究院等 20余家有关高
校及科研机构。拥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国家
医药出口基地、国家“863”高技术成果产业化
基地、国家级创新药物孵化基地、国家级国际
合作基地等一批国家级基地（园区），成为发展
生物医药产业的有力支撑。

据了解，目前石家庄市有华药、石药、神
威、以岭、四药等 5家企业进入中国医药百强，
8家企业成功上市（华药、石药、神威、以岭、四
药、威远生化、奥星、常山生化）。形成了以石
药、华药为代表的特大医药企业集团，以神威
药业、以岭医药集团等为代表的现代重要企业
群，以金坦生物、常山生化等为代表的生物制
药企业群，以医大生物工程中心、亿生堂等为
代表的生物医学工程企业群，以威远生化、远
征药业、冀丰种业等为代表的生物农业企业
群，以河北华丹、新宇三阳、兴柏药业等为代表
的生物制造企业群，以柏奇化工、龙泽制药等
为代表的医药中间体企业群。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通讯员贾芳智卫真）
近日，由华北制药研发的“药用辅料级基因重组
人血白蛋白”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生产许可证，标志着这一填补国内空白的重
组人血白蛋白技术已经成熟，具备了产业化能
力，华北制药也成为继英国、日本两家企业之后
第三家实现重组人血白蛋白产业化的企业。
重组人血白蛋白具有与血源人血白蛋白

同样的适用范围，但后者由于是从人体血液中
提取，不仅受到血源供应的限制，同时也受到
血液中未知成分的影响，使得产品产量和质量
控制难度较大，并且有潜在的安全隐患。重组
人血白蛋白采用现代生物技术生产，完全摆脱
上述制约，并具有纯度更高、无动物组分、无病
毒残留等优势。国际上，以重组人血白蛋白替
代血源产品的应用已成为趋势。

人血白蛋白是极为重要的治疗药物，同时
又是生物制药和多种疫苗的药用辅料和培养
基成分。但大剂量重组人血白蛋白生产和质量
控制技术却是世界性难题。华北制药历经 13
年的技术攻关，攻克难题，研发出纯度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的重组人血白蛋白产品，并研发出
高纯级、培养基级、药用辅料级等多种重组人
血白蛋白系列产品。截至今年 8月，华药重组
人血白蛋白技术已获得相关专利 20余项。

据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物技术分公
司总经理郄正刚介绍，该产品曾先后被列为
国家“863”、“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计划
重点项目，成为“十二五”期间重点支持的生
物药品之一。目前，华北制药正在与国内外各
大生物制药企业合作，用安全性更高的重组
人血白蛋白替代有潜在安全隐患的人血白蛋
白或血清。

我国重组人血白蛋白
技术完全成熟

生物医药成石家庄
第一主导产业

基地聚焦 资讯

2007年 6月 12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
强（右一）为基地授牌

长沙基地打造产业“单打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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