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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温州，很多人首先就会想到繁荣的小
商品经济、繁忙的对外贸易……总之，温州似乎
只与“钱”有关，而与“科”少缘。

但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 2024年底，在温州市举行的世界青年

科学家峰会大健康论坛上，温州正式启动建设
“生长因子（FGF）之城”，计划打造我国乃至全球
生长因子研究和产业化的高地。

所谓“生长因子”，简单而言便是一种促进细
胞生长的物质。温州之所以将其确定为自身科研
发展的重要方向，与温州医科大学这所省属“双非”
高校密切相关，更与学校的“掌门人”———中国工程
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密切相关。

2005年，李校堃来到温州。此后 20年间，他
率领科研团队落地温州，将不被外界看好的成纤
维细胞生长因子做出了名堂。其研发的生长因子
药物如今已在近万家医院使用，累计治疗患者一
亿多人次。

在他的带动下，温州医科大学在国际“生长
因子”创新药物研发领域已占据领先优势，科研
实力比肩部分“双一流”院校。学校的“中国基因
药谷”和“中国眼谷”两个产业转化平台，成功孵
化超过 30家医疗器械企业，吸引了 200多家企
业入驻，甚至把温州这座城市打造成为全国“生
长因子”研发和产业的高地。
“一名教授如果对企业没有影响力，一所学

校如果对行业没有影响力，便失去了可持续发展
的生命力。”在李校堃看来，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
是互动的，一批人能拉动一座城市、一所大学能
润养一座城市，必须打破学校的围墙，让教育更
加开放、拥抱社会。

30多年投身一件事

《中国科学报》：30多年前，生长因子研究在医
学领域属于小众学科，你为什么会投身这个领域？

李校堃：我的一生都与生长因子结缘。我研
究生长因子 30多年，深知它的潜力和价值。

1992年的一个深夜，还在暨南大学读博的
我骑车时不慎摔进一个深沟，导致脸部多处穿透
伤，要缝 30多针。我很担心会因此“毁容”。那一
刻，我突然想到了实验室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
子。彼时，国际上对生长因子的应用还存在一些
质疑，担心它可能会失控导致异常生长，但我还
是决定尝试一下，心想如果运气不好，至少也算
是为科学做了一次试验。

于是，我朝脸上喷了些动物实验阶段的成纤
维细胞生长因子喷剂。没想到第二天，我的伤口
就开始结痂，3周后痊愈，没有留下一点疤痕。这
次经历让我坚信这种药物在临床应用上有广阔
前景。
《中国科学报》：研发新药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需要面对质疑和不解，你为何会坚持下来？
李校堃：我也有孤独、无助、彷徨的时刻，但从

未想过放弃。我心里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
外国人不做，中国人就不做了吗？中国的科研不能
跟着别人走。我们通过近 30年的持续研究和大量
临床试验，用国际认可的方式向世界证明中国研制
的“生长因子类”药物是安全、有效的。

1998 年，我们团队研发的重组牛 bFGF（贝
复济）获一类新药证书并上市，使中国成为世界
上首个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家族开发为临
床药物的国家，上市时间比日本早 4年、比美国
早 6年。2002年，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
子 hFGF（扶济复）获一类新药证书并上市。2006
年，重组人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haFGF（艾
夫吉夫）获一类新药证书并上市。

同时，生长因子适应证从过去单一针对烧烫
伤，延伸到糖尿病、溃疡等难愈性创面，以及角膜
溃疡、宫颈糜烂、脊髓损伤、整形修复等更广泛的
再生医学领域。

2021年 3月，我突发脑溢血。醒来后，我手写
了一句“把生长因子打到我身上”。但这个要求过于
大胆，并没有成功。我又提出定期抽血，观察生长因
子在脑部疾病和神经康复方面有什么作用。

我们的研究发现，生长因子与大脑功能密切
相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它可能与脑痴呆、抑郁症
和癫痫等疾病有密切关系，对此我们仍在深入研
究。同时，我们也在利用人工智能，对这些因子与神
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关系进行运算和分析，希

望能设计出更优化的实验方案和策略。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在生物

医药领域的应用前景？
李校堃：人工智能确实给各领域带来了全新

革命，尤其在健康领域。我认为这是一场意义深
远的变革，我们应积极迎接时代挑战，在人工智
能与医药健康的交叉领域大胆探索。

传统药物研发过程漫长且复杂，往往需要
1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在
药物研发的各环节都能实现突破。比如，细胞生
长因子在生命体内维持着生命的调控和正常运
行。过去，我们对其平衡规律的研究需要很长时
间，现在借助人工智能的算力，我们可以快速了
解其在人体内的变化规律，精准补充或抑制相关
细胞因子，从而更有效地治疗疾病。
《中国科学报》：为了科研，你有“以身试药”

的勇气。在当今“内卷”、焦虑的时代背景下，你对
年轻人从事科研有什么建议？

李校堃：对科研的探索需要发自内心的热爱
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盯住一件事，把它做深、做
透、做细，甚至在遭受质疑和否定时也要坚持下
去。当我们真正热爱某项事业时，就会全身心投
入其中，甚至达到忘我的境界。这种忘我精神正
是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

为提取生长因子，我曾在实验室住了两个多
月。有一次停电，冰箱里流出的冰水将我从睡梦
中惊醒。

我希望年轻人能真正热爱科研，不仅仅是为
了发表论文或获取学位，还要为了解开生命奥
秘，为人类健康找到新方法。在科研过程中，失败
是常有的事，但只要坚持不懈，不断尝试，就一定
能取得成功。

我认为，一个人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对事业
的追求、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其未来成为科学家的
重要潜质和基础。急功近利的心态很难成就真正
的科学家。科研需要耐心、毅力和对真理的执着
追求。只有那些真正热爱科学并愿意为之付出一
切的人，才能在科学道路上走得更远。

促成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双赢”

《中国科学报》：多年前，你为何选择到温州医
科大学这样一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学校？

李校堃：2004年，我在暨南大学教育部基因

组药物工程研究中心担任主任。时任温州医学院
（温州医科大学前身）院长瞿佳找到我，想“挖”我
到他的学校担任药学院院长。他的一句话说到了
我心坎上：“我们温州就是要你做的这种东西，别
人不想做的，我们就把它做到极致。”

温州盛产的打火机、纽扣、拉链等小玩意儿，
就是把“别人不想做的事情做到了极致”。当时，
生长因子一直不被外界看好，我被这句话打动
了，决心来温州把生长因子研究搞好。
《中国科学报》：20余年过去了，你的团队的

科研成果对温州医科大学而言有何意义？
李校堃：我刚来温州医科大学大学城校区

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地，路边开着些小作坊，几幢
住宅楼挨着垃圾场。如今，学校发展起来，到处生
机勃勃。我们在“生长因子”领域的研究既推动了
温州医科大学整体学科的发展，也培养了一个优
秀的科研团队。

这些年，我们先后发现了 22个生长因子家
族成员，对多种疾病都有显著效果，研发的新型
药剂制品已在国内外皮肤、骨骼、黏膜等创伤治
疗中广泛应用。
《中国科学报》：在你和团队的努力下，生长

因子研究推动了地方发展。你认为基础研究和产
业发展如何有机结合？

李校堃：我常在讲课时说，美国纽黑文市的
精髓就在耶鲁大学，波士顿的发展离不开美国哈
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我们在眼科和细胞生长
因子领域已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因此我们将生
物制药专业、国家实验室、医院和企业紧密结合，
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谋划建设了“中国基因药
谷”和“中国眼谷”。学校以“小因子”“小眼球”撬
动“大健康”发展，探索出一条具有温医大特色的
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
“中国基因药谷”围绕生长因子研究，先后落

地细胞生长因子药物和蛋白制剂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大分子药物与规模化制备全国重点实验
室、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三大国家级平台；
“中国眼谷”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生态体系，将教
育、科技、产业和政府资源整合在一起。在这一生
态体系中，各方相互交融，共同发挥新质生产力
作用，形成独特的创新动力。

为了进一步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温州医科
大学每两年组织一次高峰会议，邀请专家学者共
同探讨生长因子领域的前沿问题。通过这些举
措，学校不仅在学术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也为

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了技术创新与产
业发展的“双赢”。
《中国科学报》：“中国基因药谷”和“中国眼

谷”取得了哪些成效，为学校培养人才积累了哪
些经验？

李校堃：对企业而言，他们获得了大量有用
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
能迅速适应企业的实际需求，为其发展提供强大
的人力支持。

地方政府也非常满意，因为“中国基因药谷”
和“中国眼谷”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项目
不仅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还为当地创造了更多
就业岗位，提高了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

医院也从中受益匪浅。“中国基因药谷”和
“中国眼谷”为医院带来了大量科研项目。生物
医药的发现、实验和市场应用都在医院进行，这
不仅提升了医院的科研能力，还让医院在社会
中找到更多价值。医院不再仅仅是看病的地方，
更是一个科研和创新平台，能为社会提供更全
面的健康服务。
大学也感受到人才培养的积极变化。通过与

企业紧密结合，大学的人才培养更贴近市场需
求，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
升。大学的人才出口越来越大，毕业生越来越受
到社会欢迎，这进一步提高了大学的社会声誉和
教育质量。
《中国科学报》：2026 年将是第三轮“双一

流”评选启动的年份，温州医科大学有哪些“冲
刺”发力的举措？

李校堃：高水平大学建设不是“百米冲刺”，
而是“接力赛”。近年来，学校紧紧围绕“双一流”
战略目标，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明确学科发
展重点，以药学和眼视光医学为主攻方向，以高
峰学科带动医学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基础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护理学等学科协同发展。

当前，学校正处于冲击“双一流”的关键时
期，我们积极构建了以登峰学科建设为龙头、以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为牵引、以资源高
效汇聚与配置为支撑的发展体系，实现一流的人
才培养、一流的师资队伍建设、一流的科研创新
产出。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积极探索卓越
医师人才“5+3+X”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优化本
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衔接机制。建设医工交叉
课程群，推进“医学＋X”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创

新人才培养。二是聚焦人才生态优化，积极发挥
“以才引才”“以才聚才”渠道作用，靶向引才，全
球揽智，完善人才特区政策，加大拔尖人才引进
力度。三是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科技创新
攻关行动，以登峰学科（药学）为引领，打造覆盖
校本部、直属和非直属附属医院协同发展的完整
学科体系，并深化与瓯江实验室、“中国眼谷”、
“中国基因药谷”等高能级科创平台融合发展，争
取更多的标志性成果转化。

产教融合打破壁垒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地方高校应构建怎样
的大学教育模式？

李校堃：什么样的大学教育才是最理想的？
我认为，当前非常重要的方向是推动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化。这不仅仅是将人才培养与科研结合起
来，更是要培养能与现代科学接轨的人才。

我们培养人才的最终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
让他们拿到一纸文凭，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真正
学到有用的技能，毕业后在社会上做出有意义的
事情。

教育不能过于封闭和孤立，不能局限于校
园围墙之内。作为校长，我要求老师在授课时
不能仅仅为了考试而教学，还要让学生真正掌
握知识。不能当外界已经发展到电动汽车时代
时，我们还在课堂上讲授柴油机原理，虽然讲
得很有味道，但最终会固化学生的思维，让他
们与现实脱节。

因此，我们需要打破高校围墙，让教育拥抱社
会。我的理念是———如果一名教授对企业没有影
响力，如果一所学院对行业没有影响力，其便失去
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地方高校更是如此。
《中国科学报》：温州医科大学是一所应用型

大学，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过程中，
你觉得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李校堃：在从 0 到 1 的突破以及从 10 到
100的深化阶段，最难的还是高校与企业、社会
之间的协同合作。如何打破传统的体制机制束
缚，建立更灵活、有效的合作模式是我们一直探
索的问题。这些困难主要集中在校企间的关系处
理、人才管理与认定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

首先，校企之间的关系需要精心协调。比如，
如何界定哪些老师属于学校、哪些属于企业，他
们的职称晋升和编制问题如何解决？此外，科学
家的专利转让也存在一些限制，直接转让可能无
法获得股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研人员的
积极性。

其次，新兴技术进入课堂时，传统的教程和
课程体系也需要突破。过去，人才的认定相对简
单，主要看文章发表数量。而如今却更多涉及产
业化难题，如临床配件、二类器件的放大生产等，
这些都需要重新评估和认定。
《中国科学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温州医

科大学做了哪些探索和优化？
李校堃：我们设立了产教融合学院，这是一

个与传统学校、学院有很大不同的创新机构。产
教融合学院的核心目标是打破校企间的壁垒，实
现产教的深度融合，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
人才，专门解决企业专家的聘任、高校教授到企
业兼职等问题，为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转化提供
新路径。

教师聘任制度方面，与传统学院不同，产教
融合学院的教师不仅包括高校教授，还包括企业
专家和工程师。后者被聘为兼职教授，参与学院
的教学和科研，他们的聘任标准不仅看学术背
景，更需注重实际工作经验和行业影响力。

薪酬制度方面，为了吸引和留住企业专家，
产教融合学院采用灵活的薪酬制度。企业专家的
薪酬不仅包括基本工资，还包括项目绩效和成果
转化收益。这种薪酬制度充分考虑了企业专家的
实际贡献，激励他们积极参与学院工作。

我们鼓励校内教授到企业挂职锻炼，参与企
业的实际项目。在此过程中，我们制定了明确规
则，确保教授在企业的工作能得到合理认定和评
估。例如，教授的企业工作经历可作为职称晋升
的重要参考，在企业取得的成果也可以纳入学校
的科研成果体系。

我们在实践中积累的这些经验，不仅适用于
自身，也能为其他兄弟高校提供借鉴。

5月 9日上午，在南京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南
京农大）食品科技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阵阵“饭
香”飘散而出。

西蓝花与三文鱼的清香、糙米饭的温热气息、
柠檬汁的酸甜……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中，学生们
热火朝天忙碌的“烟火气”取代了传统课堂上的安
静。烹饪工具一应俱全，各种食材琳琅满目，一群年
轻人围在一起，煮饭、切菜、摆盘……一个个争先恐
后地做起了“大厨”。

这里是该院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营养膳食
设计”课程的实验现场。学生们正分成不同小组，
为减肥人群设计一日三餐的食谱，并亲手烹制减
脂餐。

作为 2025年南京农大新开设的一门专业必
修课，“营养膳食设计”课程不仅承载了“吃得好、更
吃得健康”的使命，更成为该校培养食品营养领域
复合型人才的重要一环。

上得实验室，下得厨房

当下，我国公民的肥胖率呈日益增长趋势，体
重管理也已经被纳入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议题，甚
至成为很多人需要认真对待的人生“大事”。在“国
家喊你来减肥”的号召下，如何才能吃对食物，健康
享“瘦”？

2022年，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开设“食
品营养与健康”本科专业，“掌握为各类人群制定个
性化膳食计划的能力”成为了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
标之一。这次实验课的主题“减肥人群食谱设计与
烹饪”，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
“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不仅懂理论，还能动手

设计、制作出科学、健康、美味的食物。”接受《中国
科学报》采访时，课程负责人、南京农大食品科技学
院副教授张闯介绍，这门课程设计的初衷源于社会
对营养咨询、健康指导方向的人才需求，课程内容
涵盖了基础营养学、营养需求与膳食原则、营养配
餐原则与方法三部分，有理论，但更重实践。
“科学减肥离不开专业的营养指导。我们希望

通过这门课，培养出既能准确分析营养相关问题，
又能提出有效解决方案，‘能进实验室，也能进厨
房’的实践应用型人才。”张闯说。

科学配餐的完整链条

从表面看，这门实验课的任务很简单———设
计一日减脂食谱并完成烹饪，然而，这个“简单任
务”背后却藏着一整套科学流程。课程授课教师、该
校食品科技学院教师吕云斌介绍说：“学生需要根
据实验指导文档，先为周围人群或一位虚拟减肥者
设计调查问卷，收集被调查者的身高、体重、日常活

动量等数据，再通过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DRIs）计算其每日所需的热量，要精确到每一餐
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比例。”
“刚开始时，我觉得热量计算挺麻烦，但后来发

现，哪怕只差 100千卡热量，都有可能对减肥效果
造成影响。”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大三学生王鋆南
一边称量南瓜，一边感慨道。
王鋆南所在小组的任务是为一位年龄 30岁、

体重 70公斤的上班族设计食谱———早餐是燕麦
牛奶粥配蒸玉米和水煮蛋，午餐以鸡腿肉、西蓝花、
冬瓜和虾仁为主，晚餐则是清蒸三文鱼搭配时蔬、
水果和酸奶。为了更好地控制油脂摄入，他们还将

鸡腿肉去皮，并定量使用 5克橄榄油烹制，主食也
采用了更能产生饱腹感的糙米饭。

在另一组，学生们的设计也让人眼前一亮：他
们将青椒、西蓝花与鸡丝蒸熟后拌入荞麦面，对三
文鱼的处理也以烤箱烘烤代替油煎。“这种做法既
能最大程度保留营养元素，又能减少人体对油脂的
摄入。”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大三学生张译玮向《中
国科学报》记者展示成果。

从纸上谈兵到“舌尖上的科学”

“烹饪过程中，许多营养素会流失。比如，维生
素C对高温很敏感，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凉拌或快
炒。”课程指导中，吕云斌向学生强调烹饪方式的重
要性。“优先采用清蒸、水煮、烤、炖等低油、低盐的
烹饪方法，避免油炸、油煎等高热量烹饪方式。”
“以前，我觉得营养学就是理论，但等实际操

作后才发现，每一个数据都关乎健康。”张译玮坦
言，这门课改变了她对专业的认知。如果一不小心
“手抖多放了一勺油”导致热量超标，就只能重新调
整食谱。
“细节决定成败，营养师的责任远比想象中

大得多。”看着纸上测算的营养数据最终变成一
道道美味的餐食，张译玮的心中满是成就感。而
每节课都有的“新花样”，也让这位“小营养师”充

满了期待。
王鋆南告诉记者，这门课程让自己意识到“个

性化”的重要性：“同样是减肥，上班族、健身爱好
者、青少年和老年人的方案完全不同。我们必须综
合考虑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饮食习惯，甚至文化
背景。”
“食品营养领域需要复合型人才———懂原理、

会计算、能实践。”吕云斌表示，实验课程的关键在
于统筹理论与实操，比如热量计算涉及数据处理、
烹饪考验动手能力。通过小组合作、学科交叉等方
式，这门课程能让学生在实践中融会贯通。

健康中国的“种子”在实验室萌芽

实验课尾声，学生们将成果摆上展示台并逐
一介绍。五彩沙拉、香烤三文鱼、冬瓜虾仁汤……在
这些菜肴令人垂涎的“色香味”背后，是精确到克的
热量计算、严格筛选的食材和科学的烹饪逻辑。
“健康中国从每一餐开始。一份健康营养的餐

食需要在热量计算、营养均衡、食材选用、总量把
控、烹饪方式等方面综合考量。”课程授课教师、食
品科技学院教师陈潇介绍，除了面向减重人群，这
门课程还为消化道系统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
者、孕妇、青少年等不同人群进行个性化膳食指导。
谈及课程的未来规划，陈潇表示将引入更多

智能化工具，“比如，用 App实时分析食谱营养，结
合人工智能设计个性化方案等，以此进一步加强学
生运用前沿工具进行营养膳食设计的能力”。
“当年轻人开始用科学对抗肥胖、用专业守护

餐桌，这场关乎国民体质的‘战役’便有了更多胜
算。”陈潇说。

一堂飘满“饭香”的实验课
姻本报记者李晨通讯员王璐

实验课现场。 南京农业大学供图

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

无行业影响力的高校缺乏“生命力”
姻本报记者 高雅丽

科学家校长，你好！

一名教授如果对企

业没有影响力，一所学

校如果对行业没有影响

力，便失去了可持续发

展的生命力。

“

温州医科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