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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传统科研体制下长
期存在着科研与产业化“两层皮”的问题，导
致许多科研成果企业无法应用，而对企业提
出的技术难题，研究人员又不能很好地解
决。以“工业研究院”为建院之本的中国科
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作为新型科研机
构的典型，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在产业转化
方面成效显著，与产业界累计合作金额近
20 亿元，累计孵化企业近千家，累计持股
263家，总估值达76亿元。

在丰硕的产业化成果背后，是一支支
“大兵团作战”的交叉融合团队，医药所人体
组织与器官退行性研究中心就是典型之
一。围绕生物医用材料，聚焦临床需求，退
行性中心自主研发国有创新品牌，已孵化3
家企业，授权30多项专利，获得社会资本投
资数千万元。

什么是真正的产业化？科研院所的产业
化边界在哪里？如何解决市场需求和工程
问题？面对“卡脖子”技术如何做好进口替
代？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药
所副所长、退行性中心主任潘浩波研究员分
享了近十年来的产业化历程与心得。

变废为宝 传统课题中寻找创新应用

湾区优秀科技工作者

近年来，深圳着力引导和推动
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生物医药、海
洋资源开发利用等产业高质量发
展。看准海洋生物产业的巨大发
展空间，潘浩波团队早在7年前，已
开始布局海洋医用材料、创伤修复
产品的研发与产业化。

以金枪鱼加工为例，深圳是中
国冰鲜金枪鱼主要产区，而在传统
的远洋渔业公司里面，一条金枪鱼
30%的部分被作为废料丢弃。如何
把这些深圳传统远洋渔业中的废
料“变废为宝”是团队的另一成果。

据介绍，金枪鱼中含有丰富的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
儿童视力和智力发育，可增加和防
止动脉硬化，对预防血栓和治疗心
脑血管疾病有着特殊的作用。

“ 目 前 我 国 企 业 生 产 的 含
OMEGA3 的深海鱼油产品众多，
但其中的有效成分仅有 30%，如何
提高纯度是研发的难点之一。”团
队 通 过 生 物 技 术 改 进 金 枪 鱼
OMEGA3提纯技术，与台湾、安徽
企业开展深度合作，目前已将鱼油
纯度提升到90%以上。

在此基础上，团队对 OME⁃
GA3 中的主要成分 EPA 展开进一
步研究后发现，其对于治疗高脂血
症具有非常好的效果。“在动物试
验中发现，高脂动物经过六周的高
纯度EPA摄入后，高脂指标显著降
低，并能实现血管斑块的逆转。”

这一研究为高脂血症所导致
的中风、心梗、脑梗等疾病的前
期预防提供了新思路，目前团队
的 EPA 提纯已达到 90%，实现小
批量生产，正寻求进一步的扩大化
合作中。

活性骨水泥未来可期，传统骨
水泥被国外产品垄断的现状也不
容忽视。据了解，目前临床使用的
仍然以传统骨水泥产品为主，基本
被国际大品牌垄断，国产品牌竞争
力较弱。

“与‘弯道超车’追求性能的极
致不同，医学产品要实现进口替代
首先要做到稳定、安全。”潘浩波认
为，科研人员不能一味地追求弯道
超车，而忽略了眼前的市场需求。

因此，团队在研发出最先进的活性
骨水泥后，又投入到传统材料的研
发中。

“许多科研人员看不上进口替
代的工作，认为这仅仅是对国外现
有技术的拷贝，”潘浩波说，“而产
业化依靠的不仅是创新，更多的是
稳定，最大的决定因素是市场。”

那么，进口替代真的只是“照
猫画虎”式的技术拷贝吗？其实不
然。潘浩波打比方称：“好比泡制

同样一壶花茶，即便按照国外的产
品，原材料、用量、温度、甚至分布都
与之相似，最后的口感仍可能差之
毫厘，谬以千里。”国产的传统骨水
泥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成分相似，
却不如进口材料更佳的操控性能。

这当中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答案是细节。国外研发骨水泥已
近 80年，而我们起步较晚，必须通
过大量的临床研究去摸索经验，并
逐步改良配方。

聚焦临床 打破国外垄断，实现进口替代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医药所副所长潘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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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业有专攻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全球成果转化都存在“死亡
之谷”，即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产
业化、从想法到市场的挑战。总结
近十年来的产业化创新之路，潘浩
波分享了几点经验。

第一，转换思路，解决内需。
他认为，科研人员寻找研究方向时
不应被“弯道超车”四个字限制住，
只瞄准颠覆性、创新性领域。而应
该先解决临床最基本的需求，再考
虑推动更高价值的前瞻性技术。

第二，攻克工程问题是实现产
业化的核心。科研人员往往只强

调科学问题，而忽视了工程问题。
但对于产业而言，一项技术是否能
在专业的生产间放大，从做 1个样
品到做 1万个商品，保障出品的稳
定性需要解决的就是工程问题。

第三，院企深度融合是关键。
一个好的产业化团队，需要更多工
程、管理等专业产业化人才，这就
需要科研院所与企业、临床深度交
流，例如企业特派员进驻科研院所
共同改进技术流程，科研人员进入
企业了解真实的生产条件。

第四，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
人。潘浩波认为，对于科研人员而

言，产业化也并不意味着什么都
做。前期技术研发、中期打通生产
工艺流程、后续跟踪技术标准是科
研人员能够参与做到的，而市场、
管理、销售则应该留给企业专攻。

遵循上述经验，潘浩波团队孵
化的科技研发型企业，更像是连接
科研院所与产业间的桥梁，汇聚工
程化人才，以形成技术专利、获得
资质认证、定制产品标准等方式，
将实验室中的科研成果打造为规
模化生产前的“预备产品”，以寻求
进一步的产业转让。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创新之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创新之路

骨水泥是潘浩波团队的研发
重点之一，这种化学名称为“聚甲
基丙烯酸甲脂（PMMA）”的高分子
化合物作为注射型修复材料，在脊
柱修复的微创手术中广泛应用：只
需在骨折位置打个小孔，将该材料
填充进去，可大大减轻病人疼痛，
避免长期卧床的痛苦。

但这种传统骨水泥在发挥作
用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缺点，比如
弹性模量较高，缺乏活性不能与
骨融合，时间长了会出现松动，并

存在引发再次骨折的风险。针对
传 统 骨 水 泥 的 弊 端 ，潘 浩 波 在
PMMA 材料基础上，添加可降解
生物活性玻璃，并加入锶、镁、硼、
硅等微量元素，研发出生物活性
骨水泥。经过十年时间的研发优
化，迭代三次后的活性骨水泥已
完成临床前研发。

“与传统产品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于，这种骨水泥能够释放出促进
骨骼生长的因子，帮助成骨，并可
以与骨融合为一体，起到固化的作

用，防止再次发生骨折。”除脊柱修
复外，活性骨水泥还可以用于关节
置换、牙齿填充、骨质疏松预防等。

对于生物活性骨水泥的未来
市场，潘浩波十分看好。据中华医
学会数据预测，2020 年，脊柱修复
和关节置换手术将分别达到 50万
和 140 万例，如果按 10%市场占有
率测算，生物活性骨水泥每年销售
收入将达到 2-3亿元，利润率 30%
以上。

弯道超车 改善传统材料，打开蓝海市场

深圳先进院医药所副所长、退行性中心主任潘浩波研究员。

潘 浩 波
团 队 核
心成员。

潘 浩 波
团 队 的
系 列 研
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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