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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三部曲之一

重组并购是医药行业未来十几年的趋势。 图片来源：www.ceh.com.cn

针对来自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我国要格外重
视对欧美商业种质的改良和利用研究，改变育种技
术路线。首先要提高育种圃的种植密度。这不单纯
是改进育种技术、条件和环境控制，更是为了提高
本国种业的竞争力。

以 2012 年吉林省玉米发生大的面积倒伏和流
行大斑病为例。一些育种者和经销商经过“反思”后
提出重新定位“美系”材料。但何为“美系”？据我了
解，基层育种者和经销商所谓的“美系”与美国自交
系并非同一概念。

不能因为吉林玉米事件就以偏概全对欧美商业
种质的先进性和育种价值产生怀疑，需要质疑的是
我们对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的态度和把握能力。
只有扩大种质改良和利用范围，调整育种方向，坚
持推进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特别警惕和防止遗
传脆弱性，才能推动我国商业育种的较快发展。

切勿让“美系”一叶障目

所谓“美系”说法其实是一叶障目，基层经销商
只见过很少的美国杂交种和自交系，故以偏概全地
把那些育种材料冠以“美系”称谓，属于误解。
育种者和经销商仅局限于“先玉 335”和那一小

批相近的育种材料，而“先玉 335”实际上是美国先
锋公司针对中国东北的生产需求而培育的中国式
高杆、大穗、晚熟稀植型品种，是为适应中国市场在
当时水平倒退的产物。
我们可以学习“先玉 335”的育种经验，但难以

模仿。如果把它定义为耐密植品种，并作为学习的
样板，则会束缚育种思路，不利于科技进步。
重新评价和认识“美系”还须认识到，中国育种

者沿着高杆、大穗、晚熟稀植的方向提高抗倒伏能
力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终归有限，除“农大 108”以
外，其他类似品种既不能成就高产，也无法从根本
上解决倒伏问题，蕴涵着较大的生产风险。如果继
续沿这条路发展，也许能够艰难地提高抗倒伏能
力，但要付出过高的代价。而紧凑型走到极致，已经
不可能朝密植和适应机械化的方向独立发展，而且
生产效率很低。
综合考虑，今后必须把适应机械化作为育种方

向的首要考虑。要改变育种思路，引入欧美商业种
质，在现有品种的基础上朝着矮杆、早熟、耐密植的
方向选育自交系和杂交种。这样才能继续增加生产
种植密度，从而提高大田产量。

欧美商业种质为我所用

引进欧美商业种质是调动科技资源的必然选
择。离开这个基础环节，就无从跨越式追赶和自主
创新。为提高应对能力，我们应争取一切科技资源
为种业生存和发展奠定基础。
以玉米为例，中国玉米种质演变经历了高杆、大

穗、晚熟、稀植的倒退和紧凑型的误导，特别是“超
级”和“强优势”的再次误导，前后 20 余年，已经与
世界玉米育种的主流方向分道扬镳。
在此基础上回归矮杆、早熟、耐密植和降低收获

期含水量等现代理念，没有多年的理论渗透、技术
转移和物质积累难以办到，而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
已经不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慢慢转型。
现代产业要求培育矮杆、早熟、耐密植的高产杂

交种，同时自交系的产量能力要逐渐提高，这就必
然导致杂种优势水平逐渐下降。现代玉米育种必须
对此作好充分准备，从理论上调整育种方向和技术
路线。
而这些调整一要落实到种质改良与创新，二要

落实到改进育种技术，当前特别提倡高密度抗逆育
种的技术路线。
中国玉米育种者历来重视抗病性，多数杂交种

的抗病性比较好，抗性基因来源丰富，而改良其他
与抗逆性和籽粒生产效率有关的农艺性状则需要
较长时间积累，可谓 20 年倒退、20年恢复、20年大
发展。若闭关自守，需要 40年以上时间才可能扭转
20年倒退所形成的被动局面，但如果利用较成熟的
欧美商业种质，积极调整方向，坚持不懈搞创新，有
可能缩短追赶时间。
有人背后攻击说：“美国人怎么说，有的人就怎

么做。”其实反思自己，在我们倒退时期，欧美正朝
着科学合理的方向猛推，而他们却把中国玉米育种
朝着倒退方向引导了 20 年给生产带来的祸害，即使
加倍努力也不一定挽救得过来。
所以，借用欧美成熟的商业种质进行改良和创

新，是较好的弥补措施和追赶途径。但前提条件是
扭转育种方向和基本思路。

改良与创新

尽管先玉 335 发生倒伏和大斑病，减产程度却
比想象的要低。如果换了别的品种损失就更大。所
以，经销商的“反思”言之过早，而且片面。
美国种质在中国玉米主产区并不都是感病的，

只不过基层育种者和经销商还没看到那些抗病自
交系。毕竟跨国公司的市场遍布全球，他们的人才
和种质来自全世界，其中有些是很特殊的抗病来
源。
今年美国发生严重旱灾，可是多数品种的耐旱

性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减产幅度低于预期，更低
于媒体的渲染。
我们在现场看了以后都说，如此严重的旱灾幸

亏发生在美国……言外之意，美国近几十年的抗逆
育种显现出威力。如果否定来自美国的商业种质，
将不利于中国的玉米育种和生产。
中国企业和育种者对欧美商业种质经过改良已

经培育出抗病和抗倒伏的杂交种，不但抗大斑病，
还经受住了强台风的考验。
我认为，改良与创新是育种者最基本的要求。未

来技术发展取决于创新，这才是关键。即便有毛病
的美国自交系也能够改良或利用，就像有缺点的中
国自交系能够向好的方向改良是一个道理。

（作者系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种质和技术是方向
姻张世煌

姻本报见习记者 王庆 实习生 段歆涔

国内生物药企开拓国际市场的步伐正在
加速。
近日，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昭衍”）收购了拜耳制药在美国旧
金山的研发和生产基地。这开创了中国生物医
药企业在海外收购跨国公司全球研发基地的
先河。
而另一方面，本土生物药企与国际巨头之

间还存在明显差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昭衍
等企业选择了加入中国生物技术外包服务联
盟（ABO）这支集团军，抱团打天下。ABO这支
队伍正在国际舞台上显露身手，以其模式给后
来者以启示。
中国研发服务企业联合创新的步伐正在

推进。

整合资源博采众长

在 ABO第二届执委会主席沈心亮看来，
ABO是一种合作创新的方式。它以全球创新
活动为服务对象，融合创新链条中最活跃的因
素———中小企业，通过市场化、实质化的运作
机制，以中小企业的活力和专有技术推动创新
效率的提升。
“目前国际上很多服务性大型跨国公司，

可以集成资源，并围绕产业链、技术服务链整
合配置资源。在国内，更多的是分散的中小企
业，难以按照客户需求整合起来。ABO就是帮
助中小型生物制药企业实现服务链的整合，以
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合作创新。”沈心亮向
《中国科学报》进一步解释道。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业协会，ABO始

终按照企业的架构运营，这也是 ABO比较高
效的原因之一。”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
促进中心负责 ABO运行的部长程伟表示。

ABO整合了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等 9
家科研院所，会聚了 3个国家工程中心、7个
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可共享的科技条件资源达
10亿元。
成员已达 38家的 ABO，在新药研发产业

链条上，从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工艺研究等
方面切入，形成了基因组相关技术服务、抗体

及蛋白相关技术服务、药物安全性评价、化学
合成与制剂研发、内部支撑平台等五大技术解
决方案。

2012 年，ABO 收入突破 18 亿元，同比
增长 28.6%，占北京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
6.4%。其中国际订单收入达 7.8亿元，同比增
长 14.7%，占总收入的 42%。

进军海外初尝战果

从 2005年成立之初，国际市场便是 ABO
的重点目标。据本报记者走访 ABO成员单位
了解到，这些企业的核心成员中，有不少曾在
跨国企业担任中高层，积累了丰富的研发和管
理经验，并借助这一优势，积极融入全球生物
医药研发产业链。

目前，全球前 20 强跨国公司都已成为
ABO的合作伙伴。昭衍收购拜耳制药在美研
发基地成为 ABO 成员拓展国际版图的又一
标志性事件。
据 ABO执委、昭衍董事长冯宇霞介绍，

该公司将依托该基地，投资 1亿美元建设占地
面积 300亩的“美国昭衍创新园”，为硅谷中小
型生物医药创新企业提供企业孵化、技术支
撑、国际合作等服务。
“此次昭衍收购拜耳美国硅谷研发及产业

化基地，以及之前的义翘神州与美国生命科技
公司（Life Technologies）签署全球战略合作协
议，康龙化成与阿斯利康达成战略伙伴关系，
是 ABO国际化的重要突破，符合联盟的定
位———服务全球创新。”程伟对《中国科学报》
表示，“ABO将充分利用‘美国昭衍创新园’位
于硅谷的特殊地位，将其作为 ABO国际市场
开拓、技术合作与引进的战略支撑点，起到‘桥
头堡’的作用，进一步参与全球创新，扩大
ABO联盟品牌国际影响力。”

梳理过去一年 ABO的国际化动作，可以
发现其面向高端的趋势。

拜耳是世界 500强企业之一，业务涵盖医
药、化工以及农业范围内的多个领域；Life
Technologies是一家全球性的生命科学公司，有
160多个国家的客户凭借其产品和服务开展生

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阿斯利康则是一家产
品覆盖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制药巨头。

此外，在过去的一年中，ABO以组团方
式，借助美国生物技术大会（BIO）、韩国 Bio
Korea、日本 BioJapan等知名国际平台及路演
等方式，拓展北美、欧洲和日本市场，在加深世
界各国对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认识，提升联盟国
际影响力同时，联盟成员的业务也借此得到快
速发展。

企业联盟助解困局

近年来，国外制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困局
便是：新药研发越来越难，传统制药巨头难以
维持原有的研发和运营模式，纷纷“瘦身求
变”，欧美疲软的经济更是加剧了这一变化。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中国主席（2010~2012）
陈力向《中国科学报》表示，传统意义上的制药
巨头往往横跨多个药品领域，但如今都不约而
同地剥离非主干业务，主攻优势项目。

这一趋势，使得一类被称作 CRO的研发
服务公司兴起，ABO 联盟的成员单位便以
CRO为主。
所谓 CRO行业，指大型制药企业将一些

非核心的研发环节外包，在提高效率的同时，
节省 30%~50%的成本。

据统计，这一研发模式已经约占全行业研
发总量的 40%以上。当前半数以上的制药企业
都利用它来开展药物研发。
事实上，跨国 CRO公司对中国市场非常

看重，已经开始联合本土 CRO力量，比如，
Parexel收购精鼎，PPD收购依格斯等。这类临
床 CRO联合重组之势正在升温。

这一过程中，部分 CRO选择以联盟的方
式“抱团打天下”。

继以北京资源禀赋为依托，涵盖研发产业
链各个阶段的 ABO之后，亚太临床试验联盟
（A-PACT）于去年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初期
发起成员包括润东医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及其股东之一———日本的 ACM株式会社、韩
国的 C&R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台湾地区
的弗吉尼亚合同研究组织有限公司。

多位业内人士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CRO联盟的相继成立，将发挥整合优势，有助
于解决新药研发的困局。

公司故事

ABO：抱团打天下

前沿拾趣

中国有句名言：聪明有种，富贵有根。这
是说智慧遗传于祖先基因，财富继承自先辈
遗产。不过，研究发现人们积累财富的癖好
和追求高位的欲望也是可以遗传的。换句话
说，不是谁都能升官发财的。

有人曾宣称在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
及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中找到相同的“金钱
基因”。

可是，这个传言却一直未得到证实。倒
是“领袖基因”的研究结果已正式见诸报
端。

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和加州
大学的科学家最近宣布，他们从一组双胞
胎大样本中鉴定出 rs4950基因型，可能决
定着某个家族中领导能力的世代相传。在
所调查的 4000人中，凡携带 rs4950基因型

者，均身居高位。他们各个都是绝顶聪明
之人，而领导能力其实就是智慧和技巧的
真实体现。

不过，研究人员也承认，一个人的领导
能力，除先天遗传因素外，后天训练习得
（包括成长环境与教育背景）也有很大影
响。尽管如此，他们估计，“领袖基因”的决
定性作用至少占四分之一的份额。

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是，美国洛克菲勒
大学的科学家在雌鼠体内找到了“妈妈基
因”，研究成果近期已正式发表。

当雌鼠大脑特定部位的雌激素受体
α 基因被沉默后，它就不再是称职的“好
妈妈”了，不仅不给幼崽喂奶，也不会舔犊，
甚至不知道把幼崽移回笼内，或许还会与
陌生的入侵者打斗哩！ （禾木编译）

聪明有种，富贵有根？

资讯

本报讯 全球第一条采用水酶法工艺提
取油茶籽油的生产线近日在湖南省湘潭高
新区成功投产，整条生产线投资达 1.5 亿
元，今年产值可达 30 亿元。

水酶法提取油茶籽油的专利技术能完
整保存茶籽油中的有益成分，拥有这条生
产线的厂家是湘潭康奕达油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据了解，我国的油茶籽油的许多有益健

康成分，甚至优于长期被人们视为“植物油之

王”的橄榄油。然而，使用传统加工工艺生产
出来的油茶籽油，容易造成有益成分的破坏
和流失，并且无法进行大批量生产。湖南农业
大学教授周建平经过 20多年的研究，发明了
水酶法提取油茶籽油的专利技术，经湖南省
科技厅鉴定，该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一
专利技术不仅能完整保存油茶籽油中有益成
分，而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壳、渣、水都被用
来制成了活性炭、饲料、洗涤剂等，真正实现
清洁生产、零排放。 （李木子）

全球首条水酶法油茶籽油生产线投产

本报讯 近日，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药
品种保护条例》规定，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审定，神威药业舒筋通络颗粒获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药保护品种证
书，列为国家二级中药保护品种，保护期至
2019年 12月 19日。

神威药业表示，舒筋通络颗粒是神威

药业独家生产的纯中药新药，该产品在改
善颈椎病症状的同时，还有增加脑血流量、
降低脑血管阻力的作用；在眩晕改善程度、
减少眩晕时间、改善局部疼痛、头痛消失率、
上肢麻木消失率及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方面
具有优势。舒筋通络颗粒已成为该公司在中
老年用药方面的又一主导品种。 （郭康）

舒筋通络颗粒获国家中药品种保护证书

本报讯 “第七届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发
展高峰论坛”将于 2013 年 5 月在天津举
办。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促进学科交叉、推
动产业成长”，将邀请国际专家、国内管理
部门、战略科学家及行业龙头企业的专家
作主题报告。

会议将聚焦工业生物技术领域的具体
技术和产品，拟在工业合成生物学、工业生
物与计算科学、生物炼制与生物能源、生物
基材料、生物催化工程、工业蛋白质科学、
微生物资源与环境生物技术等方向，由业

内专家或龙头企业组织不同主题的并行分
会，邀请学术界知名专家和企业界行业领
袖深入研讨。
“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发展高峰论坛”是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联合国
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司、科技部中国
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等
部门共同打造的工业生物技术领域的品牌
性年度论坛。

第七届会议将由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
生物技术研究所承办。 （黄明明）

第七届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发展高峰论坛将在津举行

ABO是一种合作创新的方式。它以全球创新活动为服务对象，融合创新链条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小企
业，通过市场化、实质化的运作机制，以中小企业的活力和专有技术推动创新效率的提升。ABO这支队伍正在
国际舞台上显露身手，以其模式给后来者以启示。

本报讯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及相关部
委发布了《关于组织实施 2013年蛋白类生物
药和疫苗发展专项、通用名化学药发展专项
的补充通知》，今年国家将重点支持行业骨干
企业整合优势创新资源，开展产业链协同创
新，提升企业整体创新能力，重点支持以行业
骨干企业为龙头，相关科研机构、产业链各环
节企业深度参与的创新平台。鼓励并优先支
持行业内综合优势突出企业，整合专项支持

内容，整体申报相关重点项目。
在蛋白类生物药和疫苗发展方面，按照

2012年原通知提出的实施目标、支持原则，
2013年专项继续支持新产品产业化能力建设、
配套产品产业化能力建设、疫苗国际化发展能
力建设。对园区公共服务支撑能力建设，调整
为“园区中试公共服务支撑能力建设。建设面
向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符合 GMP要求的基
因重组蛋白质和抗体药物中试工厂”。（郭康）

2013年蛋白类生物药和疫苗专项申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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