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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24日，花城院士科
技峰会-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产学研交流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
邀请包括8位院士在内的多位专
家学者参加活动，共同探讨生物医
药产业前沿课题以及广州地区生
物医药发展的机遇。

峰会由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
易会办公室主办，广州市科技局指
导，粤港澳院士专家创新创业联
盟、广州院士活动中心支持，广州
生产力促进中心承办。广州健康
医疗大数据联盟、新发传染病疫苗
研发技术联盟、广州智慧医疗产学
研（知识产权）技术创新联盟、广东
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广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黄花岗科技园、广州
市力鑫药业有限公司为协办单位。

花城院士科技峰会——广州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产学研交流对
接系列活动是2020中国创新创业
成果交易会的重要活动。据悉，本
届创交会由中国科协、国家发展改
革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九
三学社中央、广东省人民政府、广
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以

“科学战疫，广州地区生物医药发
展的机遇”为主题，邀请刘人怀、钟
南山、杨宝峰、程京、徐涛、钟世镇、
姚新生、苏国辉8位院士以及黄文
华、丁克、于波等教授共同参与，分
别做精彩的专题发言。会议邀请
广州地区生物医药领域的政府主
管部门、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
所的代表共同参与，共同研讨。

广州市科协副主席何志勤在
致辞中表示，花城院士科技峰会是
创交会的重头戏，活动的举行对于

推动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复工复产
和快速发展可谓及时，相信专家学
者通过峰会的平台深入进行交流，
能推动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发展，也
能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支持。

广州市科技局一级调研员
（市管）李洪庆表示，生物医药产
业进入发展黄金期，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生物医药成为各大城市
争相布局的产业，广州也已成为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制高点。相信
峰会的举行，能有效探讨生物医药
发展的新路径。

峰会期间，同时组织院士团
队、相关领域的成果推介活动。
大会以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并开
通网络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超过2
万人次。 峰会现场，徐涛院士在作报告。 刘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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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钟世镇：名老中医经验可
通过数字化技术加以传承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南
方医科大学教授钟世镇表示，
中药研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
力已有范例，屠呦呦提取青蒿
素获得诺贝尔奖就是主要代
表。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技术
要提高，目前采用超声、微波等
技术后，实现了效率高、产量
优。他说，中医药传承中要创
新，创新中要能超越。名老中
医的珍贵经验，可以通过数字
化技术加以传承。

姚新生：传统中药应当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暨
南大学姚新生教授认为，传统
中医药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瑰宝，也是世界人类的共同
财富。传统中药不应单纯是作
为西药创新药物的原料，应当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世界人
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他说，传统中药材是中国
天然药物的主体。传统医药学
在历史上对一切古老民族和国
家的延续和发展、壮大，都发挥
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对拥
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
说尤其如此。中国天然药物可
以分为传统中药、民间药、民族
药、国外传入的药物，但传统中
药材占的比例最多、起的作用
最大，构成了中国天然药物的
主体。

程京：尽早实施全人全程
健康管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
学医学院讲席教授程京认为，
我国应该尽早实施全人全程的
健康管理，也就是从头到脚、从
分子到器官、从心理到环境的

健康管理。全人、全程指的是
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们
希望依靠技术，最后能够做到
每一个人生的健康、逝的安详，
对中间全过程进行实时的监
控，争取做到想病不易。”

苏国辉：中国干细胞产业
规 模 2021 年 预 计 达 到
1500亿元

中国科学院院士、暨南大
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
院院长苏国辉介绍，2015 年全
球干细胞产业规模 635 亿美
元，年增长 19.8％，2018 年超过
1000 亿美元。2015 年中国干
细胞产业规模 300 亿元，年增
长 66.67％，2021 年将达到 1500
亿元。

目前，全球临床干细胞研
究数量已达到 8000 多项，超过
700 家公司正在进行干细胞相
关研究，国际上已有 14 种干细
胞药物上市。截止2020年7月，
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已受理12项
干细胞临床药品申报，其中 10
项获得默认许可，可开展临床
研究。

杨宝峰：科技创新中国医
药科技工作者使命巨大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介
绍，我国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患
者近3亿人，肿瘤每年新发病例
380.4 万人，而且还有上升的趋
势。杨宝峰院士团队围绕国家
急需以及重大疾病如心肌缺
血、心肌梗死、高血脂症等都有
重要的研究，围绕着心脑血管、
肿瘤疾病发病的机制以及药物
靶点、药物筛选和评价来研究
药物。他说，一个民族不创新
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创新想
要国富民强、想要屹立于世界
之林不可能。在当前的形势
下，更应该坚持创新、创新再创

新，作为医药科技工作者担负
的使命巨大。

徐涛：生物岛实验室年底组
建2000人左右创新队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大学副校长、生物岛实验
室主任徐涛介绍，生物岛实验
室目前在再生医学前沿基础
研究、临床创新研究、生物信
息、生物安全和高端医疗器械
五大方向布局 8 个研究中心，
建立开放式科研—转化—孵
化一体化平台，打造成果转化
服务链条。截止 7 月底，实验
室累计发表文章280篇，预计到
今年底，将组建 2000 人左右的
创新队伍。

丁克：中国药物化学研究
论文10年增长10倍

暨南大学药学院院长、药
物化学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丁克
教授以《基于肺癌临床耐药的
创新药物研究》为题目进行演
讲。在他看来，药物的本质是
化学，近年来中国有机化学行
业发生了非常大的飞跃，中国
的有机化学在世界前列，有机
化学的发展也推动了药物化学
的快速发展。药物化学科研产
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8年前后中国学者作为第一
作者的在药物化学领域期刊的
发稿量每年大只有 10 篇左右，
2018、2019 年，论文发表量在
100-120篇，基本稳定占到全球
发稿量的 15%左右，10 年增长
10倍。

于波：急性冠脉综合症患
者人数超过500万

冠心病是全球第一大致死
性疾病，急性冠脉综合症（ACS）
包括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性
心绞痛等，现有 ACS 患者人数

达到 550 万，一年死亡率高达
15%，它是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
康的重要疾病。ACS临床难以
实现精准诊治及预警，很难确
定血管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哈医大二院心血管病医院
院长于波教授团队经过研究，
采用多取出血栓、少植入支架
的治疗模式，减少病人植入支
架却也有相对较好的治疗效
果。哪些 ACS 人群可以获益
呢 ？ 于 波 介 绍 ，团 队 建 立 了
ACS 的精准介入诊疗体系，并
且推广到全国。他们通过基于
斑块分型的个体化治疗，同时
有初发和再发预警。依托救治
网络全国推广ACS精准治疗体
系，支架植入率降低 20%，院内
住院死亡率也降低了30%。

黄文华：3D打印在医疗领
域应用占比约15%

南方医科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黄文华以《3D 打印技术
医学应用与转化》为题目做主
题演讲。他介绍，3D打印技术
已有广泛的应用，其中在医疗
领域约占 15％。3D 打印在医
疗领域具有三大“智造优势”：
复杂结构的制造、高度的解剖
匹配和个性化的定制，这三大
优势使 3D 打印技术具有强大
的医疗产业推动效应。他说，
南方医科大学成立 3D 打印研
究所，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
人体结构，如血管、神经、器官
等，既可以用于教学，更可以用
于人体结构的重造，比如打印
的手指替代断手指，可实现正
常的使用。

陈烯：广州越秀区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
创新区

广州市越秀区副区长陈
烯介绍，越秀区是广州医疗服

务中心，大湾区高端健康资源
集 聚 地 ，全 区 现 有 医 疗 机 构
401 家，其中三甲医院 14 家，越
秀 区 有 生 命 健 康 企 业 超 过
2000 家。2019 年，越秀区健康
医疗产业实现增加值 281.68 亿
元，占 GDP 比重 9％。目前，
越秀区依托辖内高端集聚的
医疗资源优势，按照“一心四
地”的定位和“一轴带动、园区
集聚、重点支撑”的发展思路，
正在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
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区，通过扎
实做好成果转化服务，让医院
的成果进入市场，让市场的产
品走进医院。

高悦译：广州生物医药企
业近年迎来爆发式的增长

广州市力鑫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悦译表示，广州作为
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始终
将生物医药作为鼓励和大力支
持的产业之一，尤其是自 2017
年颁布 IAB政策以来，生物医药
企业的数量和质量都迎来了爆
发式的增长。广州的医药产
业，在中成药领域有老牌药企
香雪制药等，在 IVD 领域有金
域万孚达安等企业领衔，在生
物药领域，也有百奥泰等科创
版上市公司不断涌现。而在化
药领域，相比全国其他区域，广
州的知名度似乎要低一些，而
力鑫则以化药为主，生物药为
辅，多年来深耕1类新药研发和
高价值仿制药领域，围绕围手
术、慢病管理、肿瘤等领域布局
了众多产品线，从今年开始即
将陆续进入收获的阶段，上市
几个年销售额可达超十亿的大
品种，我们希望能够将真正的
好药带给广大患者，同时也为
广州的医药产业发展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