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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生物免疫治疗药物
ALT-803 开发引入国内

本报讯 日前，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美国 AltorBioScience 公司就“ALT-803 中国开
发及全球战略合作”正式签署跨国合作协议。

IL-15 曾被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NCI）评选
认为是最具应用前景的免疫治疗药物之一。但目
前 IL-15 制剂生产困难，尚不能达到临床使用标
准，在体内的半衰期较短，且生物合成的成本非
常高，极大地制约了其临床转化应用。

ALT-803 是一种新型重组二聚体蛋白复合
物生物制品，以 IL-15 为基础进行改良和重组，
在药效强度和药代动力学等方面出现重大改善。
ALT-803 的给药方式非常灵活，既可单独给药，
也可联合用药，既可静脉给药，也可局部给药，目
前正针对黑色素瘤、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多发性
骨髓瘤及膀胱癌患者进行四项 I/II 期临床研究，
初步的临床试验数据表明在一定剂量范围内应
用 ALT-803 是安全的，副作用低，临床耐受性良
好，ALT-803 单独或联合给药能够发挥明显的抗
肿瘤疗效，其作为新型抗肿瘤免疫治疗药物，以
及体外细胞扩增培养的诱导因子，显示出光明的
应用前景。 （潘玉）

专家呼吁运用基因检测技术
关注女性健康

本报讯 9 月 13 日，国内基因测序行业专家在
由北京大学主办的“2014 年中国妇女健康发展高
峰论坛”上以女性健康为切入点，探讨了国际基
因产业的发展趋势，并重点讨论了我国基因产业
的发展策略，呼吁积极运用基因检测技术关注女
性健康。

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给我国带来前所
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抓住这一重大机遇，我国生
物医学及其产业将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千人计划”国家
特聘专家周晓光介绍了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现状。

“国内基因测序产业目前许多从业者抱有淘金心
态，基因测序基底单薄，创新性不够，融资环境中投
资者也抱着短期回报的心态。”周晓光指出。他根据
国内基因测序技术发展和实际市场需求认为，我国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不能单一依靠某一代测序技术
解决问题，应该专注自主创新，实现第一、二、三代
基因测序技术并存与互补发展。

同时，会上还有临床医务工作者、基因检测
服务企业、科研人员等展示了当前基因技术在产
前诊断、遗传病检测、围产期保健、妇科肿瘤等领
域的发展情况。专家表示，上述领域已经成为我
国基因测序和诊断的主要市场之一，给广大妇女
带来了福音，应积极运用基因检测技术来帮助女
性疾病预防、早期预测和个性化治疗。 （李勤）

简讯

前沿拾趣

近日，英国莱彻斯特大学的一项研究
发现：在短昼中成长的苍蝇比在长昼中成
长的苍蝇更能耐寒，这意味着该结果能用
于研究季节性的光周期变化。光周期现象
即植物的开花结果、落叶及休眠，动物的
繁殖、冬眠、迁徙和换毛换羽等，是对日照
长短的规律性变化的反应。

研究人员运用寒冷—昏迷恢复实验
来验证了苍蝇对寒冷反应的差异，在该实
验中，苍蝇被置于较低的温度环境中，该
温度可使苍蝇进入可逆性昏迷。从可逆性
昏迷中恢复过来的时间长短能够衡量苍
蝇的耐寒性。研究人员发现，苍蝇的恢复

时间与光周期密切相关，苍蝇在置于短昼
环境下从可逆性昏迷中恢复过来所用时
间更短。

莱彻斯特大学基因系 Eran Tauber 博士
解释：“季节性变化对许多生物体而言是生
存的关键，尤其是在寒冷气候地区。许多物
种，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白昼长短变化给
它们带来的变化受光周期钟调控。”

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扰乱了光周期
钟，生物体的生物钟也随之紊乱，这证明
了生物钟和光周期钟之间的关联。但是，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关联下的分子机制还
有待更多的实验来发现。 （潘玉编译）

生物钟与光周期钟有关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BT和 IT 的相遇就像精子和卵子的结合，“成熟长大”后会按照自己的方向
发展，并在未来人类和世界的发展中拥有巨大空间。

遇上 ：中国机会来了
姻本报见习记者 李勤 赵广立

21 世纪是各类信息技术交互融合的时
代，当蓬勃发展的生物技术（BT）遇上信息技
术（IT），二者“一拍即合”爆发的前景引人关
注。在近日举行的 2014 深圳国际 BT 领袖峰
会上，关于 BT 与 IT 融合发展的讨论成为不
断被提及的热点。而中国能在此轮融合浪潮
中扮演何种角色也令人期待。

BT 在左，IT 在右

在华大基因战略规划委员会主任、深圳
产学研资联盟秘书长朱岩梅看来，BT 与 IT
的融合始于 1990 年正式启动的人类基因组
计划。自那时起，科学家们就意识到任何生命
都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当信息通过生命的传
递过程而不断传递下去时，生命科学需要把
载体上的信息用数字化的形式体现出来。

华大基因院长王俊坦承，在从事人类国
际基因组计划时，已经发现 BT 与 IT 融合是
必然之举。“在信息数字化的体现时，你会发
现每一个生命体承载的信息都不一样，所以
你希望把每一个生命体承载的信息都数字化
起来，这就是 BT 往 IT 走的重要一步。”王俊
说。

同时，IT 也在朝着 BT 发展。
王俊指出，IT 发展经历了重大的变化，首

先，CPU 在朝着“人脑”发展，存储信息的介
质也正呈现出新的模式。

他举例说：“既然 DNA 可以存储我们的
信息，那么也就可以存储计算机的信息，而且
少量 DNA 存储量却非常大，所以 IT 也在向
BT 方向发展。某种情况来讲，人类对自己的
认知有多少，IT 未来的发展潜能就有多大。”

朱岩梅甚至将 BT 和 IT 的相遇以精子和
卵子的结合作比，“成熟长大”后会按照自己
的方向发展，并在未来人类和世界的发展中
拥有巨大空间。

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
樊建平看来，IT 和 BT 的融合是学科交叉的
必然，也是需求拉动和成本降低的结果。

“在中国，IT 和 BT 的融合是出于自身的
需求，中国过去在医疗方面的投入非常少，现
在可以多投些钱了，但是又不想投得更多，因
此想借助 IT 中较为便宜的成果与新的医学

技术结合来降低医疗和健康成本。”樊建平举
例称，如利用基因检测筛查有出生缺陷的胎
儿就为未来降低医疗成本打下了基础。

“双 T 合璧”到底能做什么

HM NanoMed 公司合伙人迈克尔·赫汉
贝格曾任 IBM 生命科学合作执行官，后创办
了这家生物技术公司。他对 BT 与 IT 融合带
来的效益有更深刻的理解。

迈克尔·赫汉贝格介绍说，在医疗行业，
医药在走向临床实验前，可以通过计算机虚
拟患者来进行药物测验。

“今天的医药行业当中，大概有 50%的工
作都是在硅谷做的，也就是说是由 IT 来做
的。我们在虚拟的患者身上先进行测试，技术
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与在真实病人身上测
试的效果很相似。”迈克尔·赫汉贝格说。

而在后期的临床实验上，在大量的患者
身上测试和分析时，迈克尔·赫汉贝格指出，
更需要 IT 行业的支持，包括临床数据的搜
集、对照、分析等。

迈克尔·赫汉贝格认为，尤其在复杂的基因
信息领域，若想将基因数据应用于医学领域（如
抗肿瘤等），需要借助 IT 的强大力量。

“比如测序十分复杂，运用到生命医学时，
通过掌握的 IT 技术，能够更好地优化数据，把
基因组信息集合起来，再找出相应的治疗方
式。”迈克尔·赫汉贝格表示，未来人们应该习惯
将人体自身及周围的一切都数据化，通过 IT 整
合，以此帮助解决人类遇到的诸多问题。

数据化后如何实现信息全球共享，也是
迈克尔·赫汉贝格关注的重点。他设想，这些
信息通过各个科研机构和诊疗机关的调动和
使用，就能够实践和最大化 BT 与 IT 融合的
成果。

“从开始发现 X 光，到最后人们广泛认
知、生产、应用整整用了 40 年时间。今天我们
借由互联网和云计算，所有的信息可以立即
让全世界来共享，我们不需要用 40 年时间让
一个地区所拥有的信息被别的地方使用。”迈
克尔·赫汉贝格预测，“未来某一天在欧洲出
现的技术，一分钟后就可以让亚洲的病人和
机构使用。”

中国能否抓住机遇

据了解，国际上 IBM、苹果、谷歌、三星等
企业已经在朝着生物医学与 IT 技术的融合
发展迈进，国内如华为、东软等 IT 企业也不
甘示弱，以华大基因为代表的一类生物高新
技术企业也在生物数据量的产生、生物技术
的研发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朱岩梅思考的是，中国能否在这一融合
浪潮中抓住机遇？

“我去瑞典参观时，有科学家告诉我，其实
在上世纪 90 年代时瑞典科学家都在讨论瑞典
要不要加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科学家们认
为完全可以依靠瑞典自己完成，不需要参与，因
此错失了机遇。”朱岩梅说，在错失国际人类基
因组计划后，瑞典决心不错过下一次机遇，大力

发展了各类生物聚集区，希望能够以此推动生
物产业向前发展。

樊建平认为深圳有优势：“深圳转向 BT
的基础非常牢固。深圳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
信息技术的生产地，深圳的医学技术加上信
息技术的能力，可以让深圳成为此领域的全
球创新中心。”

樊建平认为，下一步生物科技将迎来几个
主要的市场。一是医疗器械在我国会迎来极大
的增长；二是基因相关的研究现在已经得到资
本市场认可；三是在细胞领域（包括免疫细胞和
干细胞），我国在干细胞方面目前也取得了与国
际前沿比肩的科研成果；四是生物医药，我国迎
来了大分子生物药发展的机会。

“生命科学跟 IT 的结合是一个朝阳产业，
正在蓬勃发展，我国很有机会。”樊建平评价道。

生命科学跟 IT 的结合是一个朝阳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我国很有机会。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政策缺位时边“修公路”边“造车”
———访北科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祥

姻本报见习记者李勤

《中国科学报》记者在 2014 深圳国际 BT
领袖峰会上见到北科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长胡
祥时，他刚刚结束高端对话：大健康产业时代
的机遇和挑战。在各类报告的间隙，他挤出时
间接受各类媒体的采访。他希望更多的人对
干细胞行业有进一步的了解，“干细胞发展一
直备受争议，这与公众的认知不足有关，媒体
是最好的进行知识普及的渠道”。

“我从 2001 年开始个人资助干细胞的研
究，在那个年代是很难的，大家认为不太成
熟，拿不到科研经费，但我因此才接触到了临
床病人，在一些传统医学手段难以治愈的疾
病上看到干细胞疗法的疗效。北科生物做的
是成体干细胞，但却总是和胚胎干细胞扯在
一起。”胡祥大吐苦水，胚胎干细胞引发的伦
理争议一直使干细胞行业的发展蒙受阴影，
而且相关政策也一直没有到位。在这样的情
况下，如何制定北科生物的发展路径，一直是
他在考虑的问题。

既要“修公路”也要“造车”

近年来，随着一项项颇有成效的干细胞
研究获得进展，套在干细胞头顶上的紧箍似
乎稍稍松了一些，但胡祥依然十分郁闷：中国
对干细胞领域的政策迟迟不到位。

几乎在每次公开发言中，胡祥都会谈及政
策的缺位。这次，他又比较了中美政策的差异。

“2013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为推
动整个生物产业的发展开辟了三条绿色审批通
道。今年 6 月 11 日我请一位美国干细胞企业家
来作演讲，他的一项技术想通过绿色通道审批，
刚开始时，他预计要用两年时间，但是他离开深
圳不到一个月，FDA 就批准了这个研究。”胡祥
很羡慕，他说，“不怕政策有多严格、多细致，就
怕没有政策，对此我们一直翘首以盼。”

在没有政策指引的环境下，胡祥认为，企
业家们都走得战战兢兢，因为“成也政策，败
也政策”，一不小心，企业就可能受到重创。

在政策缺位的情况下，北科生物应该做

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胡祥毫不含糊。
他坚定地认为，北科生物当前就是应该走

“技术 + 渠道 + 产业”的道路。“生物医药和生
物技术公司此前通行的发展思路都是技术 +
产业，如果想成为有前途的大公司，需要有技
术优势的产品，尤其如果这个产品治疗效果很
好，其他药物无法比拟，此时的发展就会不得
了。”胡祥说。

但是，对北科生物而言，这条路并非最佳
选择。

胡祥认为，北科生物当前面临着一个重
大的机遇：细胞治疗产业正在改变医学的模
式，个体化医疗备受关注。细胞治疗和传统治
疗手段不一样，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未来对
各种肿瘤、心血管系统疾病、自身免疫疾病、
内分泌、骨骼等系统疾病的治疗再生修复都
有很大的潜力。

“试想一下，如果这些技术都能成熟地做出
来，就会发现世界上好像多了很多‘汽车’，但却
没有‘公路’，也就是渠道和平台，技术再好也

‘跑’不起来。对于商业公司来说，如果没有产品
做出来，太早做了渠道就会把公司拖垮，太晚了
大家都做出来的时候就会失去市场机会。”胡祥
认为，当前是一个“不早不晚”的绝佳时间，渠道
和产品可以很好地结合和互补。

布局海外“高速公路”，合作“造车”

胡祥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在第六次
生物技术革命中，我们的野心也稍微大一点，
要争取覆盖更多的人口和更多的国家。”

因此，除了成立基金公司寻找和投入各
项有潜力的细胞治疗项目和在国内建立区域
性的细胞制备中心，北科生物还在印度建立
了细胞制备中心，同时又瞄准了印度尼西亚
和马来西亚的市场。

胡祥认为，这样的细胞制备中心为将来
的个体化治疗和细胞技术的长足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比如治疗肿瘤，我们要抽每个病人 50 毫

升血分离淋巴细胞，在实验室扩增做到‘军
队’，培养很多细胞，还要‘训练’细胞，让它能
重新识别肿瘤，用技术改造他们，做完质量控
制，一切检查没有问题以后再输回去。假设全
球只有一个实验室或者全国只有一个工厂来
满足所有的病人，这是低效的，所以我们应该
在一定的运输半径、一定的人口区域内建立
细胞制备中心。中国上百万人口的城市非常
多，如果我们在这些区域、主要的城市建立中
心，能够为病人扩增细胞，把质量控制的渠道
建起来，相当于修好‘高速公路’，不管以后有
什么样的‘客车’‘卡车’‘轿车’，都可以在上
面‘跑’。”胡祥解释道。

至于进入海外市场的策略，北科生物在进
军印度时发现，不熟悉当地的法律、人文环境等
很吃亏，而和当地公司合作的话会很有优势，他
们有资金、品牌、社会关系和政府关系，但刚好
缺少北科的技术、管理和培训体系等。

“这就是最快进入市场的方式，也是能够
双赢的市场选择。”胡祥说。

在“造车”上，胡祥认为，除了一定要有自
己的研发团队，不断提升细胞治疗研发的技
术水平外，在引进技术和挑选合作企业时也
要十分谨慎。

譬如，此次与美国 AltorBioScience 公司达
成的关于生物制品 ALT-803 中国开发及全球
战略合作，胡祥认为既抓住了机遇，又经过了
慎重的考量。

“全球排名前 10 的相关企业都看好这个
项目并与 AltorBioScience 公司进行了接触，我
们也和这家公司有半年的接触期，并加快了
动作，抢先把在中国的独家代理、销售等拿下
来了，同时也收购了他们一部分股份。接下
来，我们将跟进免疫细胞治疗的其他技术开
发。”胡祥说。

在问及是否担心其他公司复制北科生物
的发展模式时，胡祥显得很坦然。“再生技术
的发展挡都挡不住，一是不能怕竞争；二是市
场要做起来，就要成行成市，不能抱有狭隘的
竞争思想，而应争分夺秒地发展。”胡祥说。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