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首个低分辨临床蛋白质谱诊断产品获批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近日，由西
湖欧米（杭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湖欧米）自主研发的全球首
个低分辨临床蛋白质谱诊断产
品———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IGF-
Ⅰ）检测试剂盒正式获得浙江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二类体外诊断试
剂注册证。

IGF-Ⅰ作为评估生长发育、内分
泌功能等领域的关键生物标志物，其
精确检测对临床诊疗至关重要。与传
统的免疫检测方法相比，西湖欧米本
次获证的创新性液相色谱 -串联质
谱法试剂盒，代表了临床质谱精准医
学体外诊断领域向更高精度、更强特
异性的进阶。

西湖大学长聘副教授郭天南介
绍，该试剂盒实现了精准度跃升，
最低定量为 10 纳克 / 毫升，显著优
于现有主流方法。这意味着对低浓
度样本的检测能力更强，为更早
期、更细微的生理 /病理变化提供
数据支撑。相较于传统方法，该创
新试剂盒能显著提升 IGF-Ⅰ相关
疾病的临床诊断准确率。这为医生
提供了更可靠、更强大的诊断工
具，助力提升个体化健康管理和精
准诊疗水平。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教授方向

表示，该产品填补了国内临床蛋白质
谱诊断产品的空白，打破了该高端技
术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段盼在蜂房内观测、记录。
苜蓿试验田的俯瞰图，其中

白色的是蜂房。 受访者供图

蜂的尸体坠落一地。年轻的博士生
段盼站在田埂上，心里“凉凉的”。

那是 2024年的一个夏日。正午时
分，段盼戴着草帽和面罩，来到位于宁
夏的苜蓿试验田观察蜂群，却发现刚放
出去不到一周的蜂竟然死在他的眼前。

对于蜂群突然死亡，段盼的导师、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动物
所）研究员王宪辉并不感到意外。自
2021年起，段盼跟随王宪辉开展苜蓿切
叶蜂的繁育攻关。这是一种“娇贵”的
蜂，对豆科牧草和作物的制种非常关
键，却始终未能在我国规模化繁育。
今年 6月，王宪辉团队和宁夏农林

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张蓉、副
研究员朱猛蒙以及中国农业大学副教
授赵紫华在《先进科学》发表封面文章，
揭示苜蓿切叶蜂授粉、滞育、解毒等生
态适应性遗传机制。而这群“难养”的蜂
也在他们手中，从最初的 20万只扩增
至如今的 200多万只。

一群“难养”的蜂

苜蓿切叶蜂是一种体形娇小、性情
温和的独居授粉蜂。顾名思义，“切叶”
蜂会飞到它喜爱的植物上，在叶片边缘
剪下小片圆叶，卷成筒状，为它尚未出
生的孩子筑巢。
苜蓿切叶蜂堪称苜蓿花的“专属

花使”。它的体形与苜蓿花完美匹配，
口器与苜蓿花的结构契合，强大的上
颚借助胸腹部的压力能快速打开苜蓿
花的龙骨瓣，使之释放出花粉，并用腹
部的花粉刷携带花粉完成异花授粉。
相比之下，其他蜂类则很难完成这一
授粉过程。

王宪辉告诉《中国科学报》，在欧美
国家，苜蓿切叶蜂已被广泛应用，能将
苜蓿种子产量提升 3到 5倍，是农业生
产最集约化的授粉蜂之一。但在我国，
这种蜂却一直“扎不下根”，使我国在优
质饲草供应上长期依赖进口。
这是由于苜蓿切叶蜂对环境要求

比较苛刻，是一群“难养”的蜂。最棘手
的就是它的滞育状态———在越冬时，必
须达到适宜的光周期、温度和湿度，让
蜂蛹顺利休眠，熬过没有食物的寒冬，

下一代成蜂才会茁壮成长。
此外，苜蓿切叶蜂的敌人不少———寄

生蜂、真菌、病毒，以及捕食性昆虫，都会
让它们元气大伤。而人类活动尤其是农药
的使用，也在无形中伤害着它们。

我国科研人员曾不止一次尝试引
进并规模化培育苜蓿切叶蜂，都因“水
土不服”而失败。哪怕纬度和大致条件
与美国相似，但“微环境”不对，蜂群也
活不下来。这群“难养”的蜂就像孩子一
样，需要精心地研究它们的基因和习
性，耐心地选育出适合我国“微环境”的
蜂群，保持并慢慢地扩大种群规模。

一个“不好搞”的课题

时钟拨回到 2020年，中国科学院
启动了 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创建
生态草牧业科技体系”，其中就有攻克
苜蓿切叶蜂高效繁育技术这个多年的
行业难题。

彼时，43岁的王宪辉已经组建起较
为完备的课题组，且有从零开始培育授
粉昆虫———新疆地熊蜂的经验。自 2001
年到动物所读博以来，他一直跟随导
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康乐研究蝗虫。
2015年，他独立组建课题组，开拓新的
方向———授粉蜂驯化与高效繁育，以替
代国外进口。

他心里清楚，这次苜蓿切叶蜂的任
务依然是“零基础”，像熊蜂驯化那样，
他们要再啃一遍硬骨头。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王宪辉把自己
“关”进文献堆里，昼夜翻阅文献，并在网
上查找相关的研究线索。突然，他眼前一

亮———宁夏的张蓉团队在做类似尝试。
王宪辉拨通了张蓉的电话。电话那

头，张蓉的声音透着期待———她正疑虑
苜蓿切叶蜂种群数量不稳定的原因。而
王宪辉团队在基因组学和昆虫繁育技
术上的积累，正巧为她带来了“曙光”。

很快，王宪辉带着动物所副研究员
侯丽等人飞往宁夏。一踏进试验田，就
看到切叶蜂在苜蓿花间穿梭飞舞，授过
粉的苜蓿结荚明显更多。王宪辉与张蓉
和朱猛蒙一拍即合，“一起养蜂！”

他们制定了“室内外结合”的方案：
每年 6到 8月是室外放蜂的时节，可集
中做田间试验；其余时间则利用动物所
的室内平台，深入解析苜蓿切叶蜂的遗
传机制。

一篇凝结心血的文章

这篇发表在《先进科学》上的封面
文章，凝结了科研人员的大量心血。
“生命的很多行为、性状都由基因

决定。只有深入基因层面，才能为我们
研发繁育技术、培育优秀蜂种提供更清
晰的路径。”论文第一作者、动物所博士
生石让军说。

石让军的主要工作是对苜蓿切叶
蜂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和解析。他采用国
际先进的三代测序技术，生成了超过
90G 的数据，并绘制出这类蜂的“遗传
蓝图”。

这份蓝图中，包含着丰富而珍贵的
遗传信息，其中有两个发现尤为亮
眼——— 一是苜蓿切叶蜂体内与免疫相
关的基因“特别多”，二是苜蓿切叶蜂体

内的解毒基因却“很缺失”。
这些遗传信息使研究团队明确了

未来的研究方向———筛选和繁育更具
免疫力、对农药更耐受的蜂群。

遗传信息的获取也离不开长期野
外试验积累的数据。在距离北京 1000
多公里的宁夏和内蒙古试验田中，有数
个圆柱形的蜂房，那是段盼和苜蓿切叶
蜂共同的“根据地”。每年 6到 8月，段
盼要么抱着重重的巢板和蜂盘，将苜蓿
切叶蜂释放到田间，让这些“小精灵”自
由采集花粉、花蜜；要么在高温闷热的
蜂房中一待一整天，守着数万个蜂巢
孔，小心地观测、取样。

然而，夏季的苜蓿地会出现无法预
测的骤风和阵雨。尽管加固了蜂房，暴
风雨依然会在一夜之间将蜂房掀翻，连
带里面的数万只苜蓿切叶蜂通通消失。
由于当地地势平坦，蜂房能被风吹着滚
出很远。段盼记得，一次大风过后，几个
蜂房都被刮飞，其中一个让他们足足找
了近 10公里，待找到后发现里面早已
空空如也。

面对本文开头提到的蜂群突然死
亡，段盼后来才找到原因———附近的农
田虫害暴发，农田主人临时喷洒农药，
随风飘来的药雾对人类影响不大，却给
苜蓿切叶蜂带来了“灭顶之灾”。

王宪辉解释道，人类活动尤其是农
药的使用，使传粉昆虫的生存空间逐渐
逼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早在 10多年
前，康乐等昆虫学家就曾呼吁：在中国
加强传粉昆虫的研究，非常必要。

如今，在宁夏的田野上，研究团队
正在为苜蓿切叶蜂高效繁育和利用蹚
出一条新路。这项成果有望使我国苜蓿
等作物从依赖国外授粉蜂和优质饲草
种子，逐步实现自有技术体系和种质资
源的自主可控，进而稳定国内饲草供
给，推动“草畜平衡”。
“文章虽然发表了，但我们的研究

才刚刚打开一扇门。”侯丽告诉《中国科
学报》，他们和许多制种公司、农民朋友
交流过，希望将苜蓿切叶蜂授粉技术推
向产业，让农民在苜蓿制种中“有钱
赚”，不过未来仍有很多难关需要攻克。

相关论文信息：

主编 /计红梅 编辑 /沈春蕾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698 E-mail押clshen＠stimes.cn领域 2025年 7月 23日 星期三 3
集装箱

锚定“下一代”高标准冷却液，统一何以为、以何为？
姻本报记者赵广立

踏入统一低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统一）那座 30多年的办公楼，一种年代感扑
面而来：地砖陈旧，没有电梯，墙壁和吊顶也早
已不符合这个年代的审美。进入一间稍大的会
议室，就连办公椅都“风格各异”，哪个年代的都
有。据说，在统一“能修就不换新”已经成为一
种企业文化。

统一为何如此“抠门”？省下的钱都花在了
哪里？

省下来的钱很多花在了研发上。统一平均
每年要拿出 2000万元专门投入研发，已持续投
入了 6年———这对于一家中型传统生产企业是
不可想象的。更难以想象的是，统一没有专门
的研发大楼，它的研发大楼就“藏”在工厂车间
里，占比超 11%的研发人员也长年工作在一线，
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

通过坚定践行“低碳战略”和不断在油液技
术领域投入研发，统一不再只是一家“润滑油企
业”。如今，统一的产品触角已延伸到新能源冷
却液、数据中心浸没式液冷解决方案等领域。
在新发展阶段，统一锚定“新一代高标准冷却
液”的研发生产，致力于为“核心流体时代”提供
解决方案。

近日，在两把铁质四脚凳上，《中国科学报》
与统一总经理李嘉展开了一场访谈。

从“润滑油专家”转向“综合热管理解决
方案提供者”

《中国科学报》：统一最近刚刚发布了一系
列“下一代”高标准冷却液，面向六大场景提供
解决方案。统一为何要切入“下一代”高标准冷
却液赛道？

李嘉：我们洞察到高温、高压、高负荷的时
代即将到来———更高的机械热能、更密集的新
能源散热需求、更极端的气候工况，使得润滑与
冷却技术愈发关键，已成为保障各系统高效、稳

定、绿色运转的“核心流体”。
因此，当市场普遍将冷却液认知局限于汽

车防冻液时，我们已从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
和算力革命对散热效率的极限需求中，预见到
冷却液需求从“防冻防沸保护”向“安全与能效
重构”升级。

不过，我们虽然将产品定义为“下一代”高
标准液冷，但我们认为，这将会成为社会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标配”。
《中国科学报》：在“进军”新能源和算力等

领域前，统一做了哪些技术准备？
李嘉：新能源汽车、储能、数据中心、超级充

电桩等不同场景散热逻辑完全不同，通用方案
难以落地。为此，我们构建了双重技术引擎，实
现一业一策随需而研。

在新能源领域，统一主导制定了国标
GB29743.2《电动汽车冷却液》，推出电导率低
于 100 微西 / 厘米（仅为燃油车冷却液的
1/30）且 600℃下“零秒燃烧”的 NE100冷却液，
直击电池热失控痛点。在算力领域，统一自主
开发了浸没式冷却油产品，使数据中心电能利
用效率（PUE）降至 1.05以下，可用于超高密度
大功率机柜的冷却。

目前浸没式液冷技术尚处于起步发展阶
段，技术门槛高，许多企业自研自配，市场发展
略显混乱。为此，统一已制定并发布 6项标准，
正在制定第 7项标准，期望引导行业规范发展。

这种转型并非抛弃传统润滑油技术优势，
而是将三十余年油液技术积淀转化为解决新兴
场景痛点的能力，实现从“润滑油专家”向“综合
热管理解决方案提供者”的战略延伸。
《中国科学报》：在当前的算力革命中，浸没

式液冷正从储备技术逐渐走向场景应用。统一
的浸没式液冷方案是如何获得行业认可的？

李嘉：统一践行低碳战略多年，甚至早于
“双碳”行动提出的时间。许多企业会觉得低碳
行动会拖慢企业效率，降低产品性价比。但负
责任地说，在统一，低碳已经成为品牌属性，它
带动了产品性能的提升、价格的降低。可以说，
低碳、性能、价格这三点，统一都做到了。

具体到统一的浸没式液冷方案，行业认可
源于三重突破：标准引领、性能卓越、全链降本。

我们在标准引领方面，主导了《数据中心
浸没式液冷技术规范》等编制，并获得了开放
数据中心委员会（ODCC）与绿色数据中心联
盟双证书；在产品性能方面，核心产品较国际
品牌热管理效率提升 30%，可适配国产芯片
极端散热需求；在成本方面，统一通过采用生
物基基础油等技术手段，使产品全生命周期
碳足迹降低 50%。
《中国科学报》：液冷技术的普及曾受制于

高昂成本。统一是如何实现成本优势的？
李嘉：我们以规模化生产与循环利用技术

打破成本困局。
统一的浸没式液冷方案初期投资仅为国际

品牌的 70%，且冷却液可循环使用 10年以上，
综合成本下降 40%。同时，凭借“双碳”标签，用
户可享受地方绿色信贷与税收减免，投资回收
期缩短至 3年。

统一这种“低碳低价”的形态，颠覆了液冷
市场“高碳高价”的认知，将液冷从“奢侈品”变
为“必需品”。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要让每一
瓦算力，都流淌着“绿色血液”。

“AI+经验”革新技术开发范式

《中国科学报》：统一的冷却液产品覆盖数
据中心浸没式液冷、新能源汽车、储能等多个领
域，不同场景的产品需求差异主要体现在哪里？
统一是如何实现产品矩阵的体系化开发的？

李嘉：新能源汽车冷却液需要低电导率特
性，防止高压电气部件短路起火，同时需要优异
的防火安全特性及良好的散热能力，以确保电
池在正常工作温度范围，降低热失控的风险。
在储能领域，冷却液需要满足更长的使用寿命
以及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在浸没式数据中心
的领域，需要优异的绝缘和散热能力，能满足高
速信号的传输特性，以及与服务器及机柜中各
种材料的良好兼容性。

统一采用模块化设计和全链路研发体系，
基于我们对冷却液配方和不同场景下的技术要
求的深入理解，借助人工智能（AI）智能研发系
统，开发出系列产品。
《中国科学报》：统一的技术开发有一大“法

宝”：叠加“AI+经验”的“智能流体大脑”。请介
绍这一智能辅助开发范式及其对研发能力和效
率提升的效果。

李嘉：“智能流体大脑”是统一驱动技术革
新的核心引擎。

我们通过熔炼近十年积累的 28万组配方
数据库、原材料特性图谱及实验失败案例库，构
建了“材料 -性能 -环保 -毒性”等多维关系
矩阵。有了“智能流体大脑”，每种流体都由超
过 50项关键参数建模，可组合超千万个方案。

这意味着，研发流程已经重构。传统的冷
却液配方，需要在实验室持续近两个月试配，现
在只需要数分钟，就能完成配方验证。例如，
NE100 冷却液的阻燃配方优化，传统方法需
138轮实验，AI系统仅用 17分钟输出最优解，
效率提升 400倍以上。

同时，AI系统拥有“自优化机制”。系统每
周执行 1500次自学习训练，训练内容包含优化

成本、性能、碳足迹等。现在，我们的单次配方开
发周期缩短 50%，实验能耗降低 52%，研发效率
提升 50%，月均产出 3个创新配方，相当于传统
模式下，半年的产出。
《中国科学报》：在液冷方案上，统一的核心

竞争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嘉：统一植根于中国市场，对本土数据

中心各种环境非常了解，我们的方案更贴近
国内客户需求，且能够快速迭代优化。此外，
我们理解的液冷解决方案不单单是提供液冷
媒介，而且提供从基础液体研发到应用技术
支持的全链条服务，我们能够保证方案灵活
性与成本竞争力。

冷却液要“安全无毒、对健康友好”

《中国科学报》：最近统一提出，冷却液要
“安全无毒、对健康友好”。为什么？

李嘉：我们认为，人体接触场景下，冷却液
必须无毒。

在日常场景中，大家对冷却液是否“安全
无毒”缺乏感知，其实不然。比如，空气能采
暖的冷却液普遍添加亚硝酸盐，有潜在毒性
风险，给儿童、孕妇、宠物等的健康带来潜在
风险。
《中国科学报》：统一有哪些技术、经验上的

开发，实现产品安全无毒的高标准？
李嘉：统一对安全无毒和环境友好的追求

体现在生产的各个关键环节，首先是源头把控。
在传统基础液的选择上，我们用更安全、低毒性
的丙二醇替代工业乙二醇；添加剂，我们选用经
严格评估的无毒有机添加剂；着色剂的选择也
采用无毒染料，确保即使长期接触或意外泄漏，
也不会带来健康风险。同时，我们在配方设计之
初就严格筛查并排除了常见的 13类高风险物
质，确保从源头上杜绝潜在危害。

安全环保的理念不仅体现在配方上，更贯
穿于整个生产过程。我们的产线采用全封闭、
高度自动化的管道系统，最大程度减少物料暴
露和人为污染；日常生产中我们采用三级反渗
透水调和工艺，预防水垢和细菌滋生，保障冷却
系统长期高效运行。同时，我们遵循严格的环保
管理措施，包括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的处理
与资源化利用等。

当然，实现“安全无毒”不能只靠承诺，必
须靠检测数据支撑。我们对每一批次产品都
进行极其严格的检测控制。这包括进行专业
的无毒试验，确保产品即使误接触或误食，
风险也极低。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对产品进
行生物降解性测试。这意味着，即使冷却液
在使用后或意外进入环境，也能在自然环境

中较快地分解。

“希望市场能重新认识统一”

《中国科学报》：在冷却液行业标准制定中，
统一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李嘉：统一深度参与了中国冷却液行业的标
准体系建设，不仅是参与者，更是多项关键标准
的核心起草者和技术推动者。我们参与覆盖了标
准制定的全链条环节，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设备及设备应用的标准。我们积极参与
制定与冷却液应用紧密相关的设备技术规范和
系统运行标准，比如在浸没式液冷领域，统一深
度参与了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储能电池集成式液
冷设备技术规范》、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液冷超
充桩技术要求及安装规范》等标准的制定，明确
了冷却系统架构、关键设备要求以及安全运行参
数，确保冷却液高效、安全地发挥作用。

二是产品标准，这是标准体系的核心。统一
是多项冷却液国家强制标准（GB）、行业标准
（行标）和团体标准（团标）的主要起草单位之
一。在产品标准中，我们致力于定义产品的核
心性能指标、安全边界和质量要求，为市场提供
清晰、统一的产品质量评价依据，引领行业技术
升级方向。

三是试验方法标准。如何科学、客观、可重复
地评价冷却液的性能至关重要。统一在测试方法
论的标准制定上投入巨大，参与制定了一系列关
键的试验方法标准，规定了各项性能指标的具体
测试流程、设备要求、环境条件和结果判定准则。

四是实验方法中测试标准部件的标准。这
是标准体系中的“基础设施”。为了确保试验方
法标准的落地和测试结果的精准可靠，统一化
的测试标准部件或耗材必不可少。

这种全链条、系统性的投入，离不开长年的
技术积累和对行业痛点的深刻理解，我们也致
力于推动冷却液行业向更规范、安全、高效、环
保方向发展。
《中国科学报》：统一依赖科技驱动、协同创

新实现了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在这一进程中，你
们最希望打破的“市场偏见”是什么？

李嘉：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们最迫切希望
打破的一个市场偏见就是，“传统石化企业就是
卖基础化工产品的，缺乏核心科技含量”。

今天的统一，是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为客户
提供高附加值热管理解决方案的科技型公司。
我们在冷却液领域，特别是在面向未来的浸没
式液冷、新能源热管理等领域所做的突破性工
作，正是这种科技驱动转型的最好证明。我们
希望市场能重新认识统一，看到我们在科技创
新上的持续投入和显著成果。

李嘉

“蜂”回路转，草牧业难题迎来曙光
姻本报记者王兆昱

中外团队在猪模型上完成跨越 2万公里的远程手术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 2024》发布

本报讯（记者李晨）7月 18日，中
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
究会在北京举办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发
展理论研讨暨《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
告 2024》（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

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种植业农
药使用量 24.2万吨，已连续 8年保持
下降趋势。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
控面积 13.8亿亩次，绿色防控覆盖率
57.7%。我国农业产地环境持续净化，
2023 年、2024 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
总量分别为 5022万吨、4988万吨，较
2020 年分别降低 4.4%、5.0%。2024

年，全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
物化肥利用率达 42.6%，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覆盖率超过 90%。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从 2019

年起连续 7年发布。今年，报告继续以
“1（指数）+4（维度）+N（关键）”的框架
结构，多角度系统反映了我国农业绿
色发展的总体水平、决策部署、实践成
就和经验做法，新增了国家重要农业
资源台账、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农
业绿色发展态势等新内容，集中展示
了农业农村领域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的贡献和成效。

本报讯（记者刁雯蕙）近日，香港
中文大学（以下简称港中文）医学院
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英国伦敦皇家马斯登医院合作，
利用国产腹腔镜手术机械人远程平
台，横跨欧亚 2万公里，同步在香港
猪模型的胃及食道上进行了胃切除
术及淋巴结切除术。

手术从仁济医院团队开始，随后
由伦敦皇家马斯登医院团队接力，成
功在猪模型上实施远端机械人胃切
除术，而猪模型所在地的港中文医学

院团队则提供关键的手术系统平台，
并全程实时监督及支援。

地域限制往往是患者未能及时
接受妥善治疗的一大挑战，尤其是
身处偏远地区的病人。此次远程多
点协同手术反映了香港研发的手术
机械人技术成熟，全球医疗专家可
不受地理及时区限制即时协作，在
更有效、精准及稳定的情况下施行
复杂的临床手术，减少病人转院或
长途跋涉，降低医疗成本，惠及更
多病人。

统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