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移转化2019年 3月 21日 星期四
执行主编 /赵广立 编辑 /沈春蕾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722 E-mail押glzhao＠stimes.cn6

年 月，基斯林与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合作建立合成生物学实验室，致力
于推动合成生物学产业化进程。随着新一阶段成果的发布，基斯林团队的科研工作
也引起了国内企业的关注。

大麻素有着重要的临床医用价
值。通常情况下，人工需要 6 个月才
能种植和提取出大麻素。日前，中国
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
称深圳先进院）合成生物化学研究中
心主任杰·基斯林（Jay D. Keasling）团
队首次在微生物中合成大麻素及其
相关衍生物———也就是说，仅仅使用
发酵罐，就能合成大麻素。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

2017 年 9 月，基斯林与深圳先进
院合作建立合成生物学实验室，致力于
推动合成生物学产业化进程。随着新一
阶段成果的发布，基斯林团队的科研工
作也引起了国内企业的关注。

3 月 14 日，基斯林团队在深圳先
进院与国内某生物技术企业签署协
议，双方将投资千万元建立联合实验
室。这也是基斯林团队首次在国内与
企业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合成生物学
技术成果高效转化。

精心“酿”制大麻素

大麻在世界范围内的种植和使
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人们对其主要
活性分子大麻素类化合物中的个别
分子已进行部分研究，发现部分大麻
素具有有效的药用价值。

虽然大麻素具有临床医用价值，
但其提取却存在难度大、操作复杂等
难题。基斯林团队成员、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博士后罗小舟（论文第一作
者）经过研究，决定利用微生物发酵
的方法来大规模制备多种大麻素及
其衍生物。

团队在只有 8 微米直径的小小微
生物———酿酒酵母上，植入高产的大
麻素基因，再把带着大麻素基因的酿
酒酵母放到发酵罐里。“酵母好比一个
细胞工厂，可以像酿酒一样酿出大麻
素。”基斯林向《中国科学报》解释道。

正是由于这一研究成果，临床患
者所需的大量大麻素可能不再需要
辛苦种植大麻类作物，只需在工厂里
连续 24 小时培养合成这种小小微生
物，然后提取对应的化学分子就可以
了。“这项工作对于基础研究和医药
学研究均有重要的价值。”北京大学
药学院分子与细胞药理系主任刘涛
研究员这样评价。

据了解，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已
经批准将大麻素类药物用于治疗癫
痫、免疫性肝炎等部分罕见病。在美
国，大麻提取物———大麻二酚（CBD）
每年至少造福了一万个家庭。

美国女孩夏洛特，因患有婴儿严
重肌阵挛性癫痫综合征（Dravet）而频
繁发作癫痫。夏洛特在 3 岁时癫痫发
作次数已达每星期 300 次，相当于每
半个小时就会发作一次。求医无果，
夏洛特的父母为她尝试用大麻二酚
作为治疗手段。一年后，夏洛特发作
次数已控制在每个月 4 次，基本恢复

日常生活。
“传统种植提取技术的局限性以

及大麻素本身的药用价值都激发了
我的探知欲。”罗小舟说道，“现在很
多研究表明不同的大麻素能潜在用
于治疗其他的疑难杂症，我们的研究
很有意义。”

研以致用是关键

科学突破只是第一步，研以致用
才是关键。“与其期待未来，不如创造
未来”，这是深圳先进院合成生物学
研究所（筹）的建所宗旨。

“合成大麻素只是一项科学探究，
未来在中国我们将根据市场需求，将
合成生物技术更高效率地投入应用。”
作为国际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先驱，基
斯林对于该项研究给予了重要指导，
并希望该成果能尽快投入应用。

罗小舟告诉 《中国科学报》：“当
时我们分析手段有限，基斯林帮助我
们协调引入专业分析团队，将原本一
个月才能进行一次的分析测试提升
到每周一次，极大地缩短了分析测试
周期。”

今年元旦，基斯林在深圳先进院
合成生物学研究所的实验室正式升
级为合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设立
该中心的初衷，就是希望依托基斯林
产业化的国际经验，以国内的市场需
求和地区战略为导向，做更多有价值

的尝试。”深圳先进院合成所（筹）所
长刘陈立表示。

合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致力于
开发新型的合成生物化学理论及方
法，利用前沿的合成生物学技术改造
自然界（植物、真菌、动物）已存在的
天然代谢途径，并引入工程微生物
中，基于廉价原料制备有价值的天然
或非天然产物。刘陈立说：“我们正在
通过授权公司及成立新公司，推动实
现天然和非天然产物的商业化。”

“基斯林为实验室建设投入了很大
的精力，在他的带领下，每位课题组长
每周一小时的汇报、每月一次与每位组
员的一对一交流，让整个中心得以全速
前进。”合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助理研
究员汤红婷告诉《中国科学报》。

据介绍，合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
今年还将新引入十多位国外合成生
物学领域专家并建设研究团队，争取
在前沿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过程中
迸发新活力。

共建“细胞工厂”

“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让我很期
待，希望可以共同推进合成生物学技
术在中国的应用。”基斯林表示。此
前，基斯林对于青蒿素的研发，变革
了中药提取青蒿素的传统手段，是全
球合成生物学产业化的最重要案例。

基斯林还在美国通过生物发酵
的方法成功生产角鲨烯，并应用到化
妆品中，使其达到很好的保湿效果，目
前已有产品在美国丝芙兰独家代理销
售。他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成功
生产了‘伯克利酿造科学’牌啤酒，实
现了啤酒风味的个性化定制。”

深圳先进院党委书记杨建华表
示，深圳先进院引入基斯林，并成立
合成生物化学研究中心，也是希望通
过改造微生物或植物细胞，以生物合
成手段生产植物药活性分子。

在深圳先进院推动下，基斯林团
队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联合实验
室将主要围绕合成生物学、先进生物
制造技术等领域的前沿技术研究、新
产品开发、技术平台建立及人才培养
等多层面进行广泛合作，打造一座

“细胞工厂”。
“深圳先进院经过近 13 年的发

展，已经在高新科技成果产出及促进
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上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杨建华期待，这家与企业共
建的联合实验室不仅可以产出更多
一流的基础研究成果，还可以加速合
成生物学的产业化进程。

相关论文信息：

园区

大麻素“酿”出的产业链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通讯员丁宁宁

本报讯 近日，中关村管委会
印发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创新
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试行）》。该实施细则旨在加快推
进科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金融与科技、产业、经济深度
融合，建立适合中关村示范区企
业全生命周期发展的综合金融服
务体系，加快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助推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设中关村国家科技金
融创新中心。

实施细则强调，将吸引金融
科技企业在金融科技功能区聚
集。对于入驻金融科技功能区、从
事金融科技底层技术创新和应用
的企业，中关村管委会会同金融
科技功能区所在区政府联合给予
房租补贴支持，房租补贴总金额
不超过实际房租费用的 50%。

中关村管委会也将支持金融
科技底层关键技术创新。围绕金
融机构发展金融科技的规划和需
求，支持金融科技企业联合金融
机构开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

技术、分布式技术、安全技术等底
层关键技术创新。按照不超过人
员费用、试验外协费、合作费、设
备及材料购置费等项目总投资或
实际支出费用 30%的标准给予支
持，单个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

为支持金融科技领域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围绕征信、支付、数
据、交易等关键环节，中关村管委
会将对技术领先、服务效果较好
的基础设施，按照不超过基础设
施人员费用、试验外协费、合作
费、设备及材料购置费等建设运
营费用 30%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
金支持，单个基础设施支持金额
不超过 500 万元。

为支持拓展金融科技应用场
景，中关村管委会将对技术创新
度高、行业带动性强、示范效果较
好的项目，按照不超过人员费用、
试验外协费、合作费、设备及材料
购置费等项目总投资或应用示范
合同金额 30%的标准给予支持，
单个项目支持金额不超过 500 万
元。 （斯峒）

中关村施策促科技金融
深度融合创新发展

近日，两家国外的精密检测仪器
制造公司先后到访广州经济开发区，
他 们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意 向 合 作 目
标———广东国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盛医学）。
能收到两家国外企业抛来的橄

榄枝，成立于 2016 年的国盛医学有
何出众之处呢？其创始人邓杏飞先后
拥有医生、科研人员和成果转化人三
重身份。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国盛
医学希望利用掌握的分子诊断技术，
在国内建设精准医疗产业高地。”

瞄准精准医疗

过去近 20 年，邓杏飞先后在硅
谷 3 家上市生物科技公司负责技术
研发和产品转化。从项目领军人到公
司技术产品研发总监，邓杏飞在竞争
激烈的硅谷，掌握并直接领导开发多
种先进的生物科技系统，拥有 12 项
国际发明专利。

在硅谷这个技术发明的火车头
里工作，邓杏飞参与了先进的技术研
发，包括生物芯片、微流控芯片和高
通量基因测序等技术平台开发和应
用，为日后创业奠定了基础。

虽然在美国的事业一路蒸蒸日
上，邓杏飞却一直心系祖国。他告诉

《中国科学报》：“我的父亲因心脏病
去世，岳父因肺癌去世, 我想把自己
的这些专利技术在中国落地，转化并
服务家乡的父老乡亲。”2014 年，邓
杏飞决定回国，创立国盛医学。

癌症致病因素复杂，防治难度
大，给家庭、个人和社会经济发展带

来了巨大挑战。国内外的经验表明，
采取早期预防、早期筛查、早期治疗
等防治措施，对于降低癌症的发病和
死亡率具有显著的效果。

邓杏飞深知，加快推进癌症早期
筛查和早诊早治，有助于全面提升我
国肿瘤防治能力。他希望国盛医学能
协助当地医院建设精准医学中心，帮
助医院从传统医疗快速发展为精准
医疗。

作为一种基于病人“定制”的医
疗模式，精准医疗的检测方法一般包
括分子诊断、影像和生化检测等。其
中，分子诊断的个体化健康防治方案
是通过检测个体基因信息、分子或细
胞分析结果来制定的。目前，国盛医
学已开发出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分子诊断技术和平台，其中微流控
芯片高密度脂蛋白精准分型产品已
通过广东省创新医疗器械产品特别
审批程序，有望今年内取得医疗器械
产品注册证，进入临床应用。

克服最大挑战

“在美国学习工作 20 多年, 虽然
做了很多的研发工作，但也发现美国
大公司存在相当多问题，最明显的就
是决策链非常冗长，很多新的想法和
建议难以付诸实施。”邓杏飞向《中国
科学报》 述说了他回国的另一个原
因，“国内具有美国无法超越的一个
优势，那就是临床资源丰富、病种全、
病例多、样本量大，机制也比较灵活，
非常有利于项目的研发。”

然而，创业对于邓杏飞来说并不

容易。“离开 20 多年, 国内已经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需要快速调整
自己，适应国内创业环境。”

“分子诊断是‘精准医疗’的基
础，需要科研人员和其他社会力量的
践行。”邓杏飞指出，搞技术发明和新
产品开发，一定要沉住气，脚踏实地
去做。要做好“精准医疗”，就必须要
有更多、更好的技术创新，这样才能
推动学科的迭代发展。

创业之初，邓杏飞很快发现，因
为国家真正投入生物科技研究的时
间比较晚，国内生物技术研发的氛围
比较弱，有生物科技大项目产品开发
经验的高端技术人才稀缺，有耐心长
期投资技术创新产品的金融投资机
构和同行也比较少。“对国盛医学而
言, 我们有大量的技术储备，因而组
建一个技能互补且志同道合的团队，
可能是最大的挑战。”

这时候，在广东茂名长大的黄颖
冰进入邓杏飞的视野。“黄颖冰也是客
家人，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获得
博士学位回国，加入国盛医学前在广
州拥有自己的企业。”邓杏飞看中了黄
颖冰的经验和行业资源，几次登门拜
访，终于在 2018 年底成功劝说黄颖冰
加盟国盛医学。“很庆幸能遇到一批志
同道合的创业人。”黄颖冰说。

近 3 年来，国盛医学已申请 100
多项知识产权。2018 年 8 月，国盛医
学研发的“具有特殊保护剂的全血保
鲜真空采血管”通过鉴定，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邓杏飞深知，创新永无止
境，只有戮力前行，才能让更多人享
受到科技带来的健康实惠。

邓杏飞：一名医生的创业经
姻本报记者朱汉斌沈春蕾

看台

为破解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融资、
研发等“短板”问题，新疆自治区财政
出资设立创新试验区“创新发展基
金”，并借助援疆资金不断强化科技金
融服务体系建设。

2018 年以来，新疆多措并举全力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创新驱
动发展试验。截至目前，新疆“五地七
园”已落地实施 22 个重大创新创业项
目，建设 7 个离岸孵化器，组建 3 个产
业联盟集群，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
3 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国务院批

复同意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在制度保障方面，新疆出台《自

治区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
案》，制定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实施意
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实
施“天山众创行动”，支持企业、院所、
高校共建技术研发平台和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不断优化引才引智环
境，做好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和“二次
引进”工作，依托青年博士引进计划、
天山创新团队计划等，全力培养创新
型人才。 （雨田）

新疆：“五地七园”22个重大项目落地

近日，2019 年江西省引进高层次
人才活动安排出炉。为大力引进高层
次人才来赣创新创业，江西省将组织
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用人单位赴
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开展系列高
层次人才对接招聘活动。

据介绍，此次江西省引进高层次
人才活动主题为“才聚江西、智荟赣
鄱”，聚集江西省航空、电子信息、中
医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六大
优势产业，以及“2+6+N”产业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行动计划中的重点特色
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引才活动坚持既

面向应届毕业生又面向非应届毕业
生，既吸引赣籍人才又吸引非赣籍人
才，高校、省直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引进
博士及以上高层次人才为主，企业单
位以引进硕士及以上人才为主。

据了解，在省外知名高校举办专
场对接招聘会的同时，江西省将同步
举办江西省高层次人才政策宣传推
介会，集中宣介江西省主要人才政策，
邀请“双一流”“211”高校以及与江西
省产业发展匹配度高的高校学生代表
参加，邀请江西省企事业单位代表、已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代表、优秀赣籍学
子代表等到会宣讲。 （沈春蕾）

江西：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近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
了《关于推进创新创业中心建设的实
施意见》。《意见》提出，将以创新创业
人员、团队、初创企业和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充分利
用国家级、自治区级、地（市）级既有资
源，包括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孵化器、
就业服务（指导）中心等，搭建滚动利
用、循环发展的创新创业服务孵化平
台，重点孵化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创
新引领强、带动就业效果好的创业项
目，争取用 3~5 年时间，形成全域覆
盖、功能完善、特色突出、示范带头
作用强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逐步
建立覆盖全区所有县域的创新创业

服务中心。
据悉，双创中心将充分利用现有

的创新创业载体，实现转型升级，完
善功能定位，增强创新创业服务，为
创新创业人员、团队及初创企业提供
项目策划、研发设计、企业注册、财税
指导等“一对一”“一站式”服务，打通
创新创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充分激
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

截至目前，西藏已建成双创载体
74 个，其中国家级 3 个、自治区级 23
个。各类双创载体已拥有运营管理人
员 536 人，吸纳创新创业团队及企业
1338 家，吸纳就业 14000 多人，其中
高校毕业生 2100 余人。 （雨田）

西藏：布局建设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日前，青海省西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税务局“减税降费”税法宣传小组
走进青海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为学院
师生们送去国家最新的税收优惠政
策。针对大学毕业生“双创”主力军，
税务人员还特别送上了创业、就业税
收优惠“大礼包”，全力助力大学生走
上就业、创业之路。

宣讲现场，税务人员从基本的税
收政策入手，穿插漫画欣赏、事例讲
解等方式，详细解读了小微企业普惠
性税收减免政策、个人所得税 6 项专
项附加扣除、大学生创业税收优惠政
策等。

在互动环节，税务人员给同学们
发放了税收宣传资料，并从创业创造
税收、税收支持创业、纳税服务渠道、

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采取“一对一”
辅导、集中提问等方式现场答疑解
惑，帮助同学们明确就业、创业方向，
激发就业、创业热情，增强就业、创业
信心。

税法宣传进高校活动是税务部
门引导青年学生学习税法、了解税
法、宣传税法，力促税收普法宣传从
校园“发芽”、向家庭“发枝”、在社会

“结果”的重要举措。
下一步，青海税务将借助“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及即将到来的“税法
宣传月”开展一系列税法宣传活动，
通过对税收政策的宣传讲解，让更
多微观主体享受政策红利，确保新
一轮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

（沈春蕾）

青海：税法宣传进高校减税降费助“双创”

过 去 近
年，邓杏飞

先后在硅谷
家上市生物科
技公司负责技
术研发和产品
转化。

邓杏飞

正 是 由于 这 一
研究成果，临床患者
所需的大量大麻素
可能不再需要辛苦
种植大麻类作物，只
需在工厂里连续
小时培养合成这种
小小微生物，然后提
取对应的化学分子
就可以了。

罗小舟（左）和基斯林在实验室。

创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