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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上个月，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以下简称市畜科院）获得
国内首个无菌级（猪）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这标志着打破
国外技术垄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菌猪”，将规范用于
实验动物繁育和特殊病人膳食产品开发、婴幼儿奶粉评价、
早产儿疾病研究等。

此前，市畜科院成功培育的中国首个全人源抗体小鼠，同

样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这种小鼠可替代人类研发特定的抗
体药物，能应用于肿瘤、免疫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等临床治
疗，为我国全人单克隆抗体药物的源头创新带来新的契机。

这两项突破“卡脖子”难题的技术，到底是怎样研发成
功的？又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重庆日
报记者走进市畜科院一探究竟。

核 心

提 示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这是许多科研工作者投身事业最朴素的初心，同时

也是推动他们攀登科技高峰的不竭动力。正是他们在各
个领域的呕心沥血、大胆探索，我们才能突破一个个“卡
脖子”难题，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彰显出前沿技术中的中
国力量。

但这条路并不平坦。

用葛良鹏的话说，搞科研工作，有时一个项目需要
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出成果，也有的甚至钻研
一辈子，也不一定有成果。2009 年，从原第三军医大学
博士毕业后，他就来到市畜科院，年复一年与实验动物
打交道，潜心研究它们在生物医学中的作用，把自己最
好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实验室。

在这个过程中，葛良鹏和他的团队不断接受各种

挑战：来自国外的技术封锁，人才、资金不足，实验条件
较为落后等等。尽管这样，他们却始终没有放弃，因为
他们深知，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只有耐
住得寂寞，禁得起失败，才有可能攻克一个个“卡脖子”
技术。

因此，一项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既需要科研工
作者很高的科研水平，也需要他们有甘于平凡、不怕
挫折的优秀品格，葛良鹏和他的团队，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科学家精神。

（本组稿件由记者赵伟平采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弘扬科学家精神 攻克“卡脖子”技术

在位于荣昌的市畜科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有一群享
受“国宝”待遇的猪儿：

1200平方米的无菌“大房子”，只住了300头猪儿，它
们出生时是无菌剖宫产，由“医生”接生，吃的食物必须进
行高温、高压等多种无菌手段消毒，平日的生活和运动由
专门人员实行“保姆式”看护……

这些备受呵护的“无菌猪”是研究菌群与疾病，以及
生长发育的一类特殊模式动物，它本身不含任何微生物，
可以把研究过程中细菌微生物对实验的干扰降到最低，
可用于医学、生物学、畜牧、食品、环境等诸多领域。

然而，以前“无菌猪”培育的核心关键技术只掌握在
美国、韩国等少数国家手中，我国要开展相关研究，只能
向国外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受制于人。

为此，市畜科院2013年开始建设无菌猪培育基地，
开展“无菌猪”培养技术攻关。

突破核心技术
终结国外对“无菌猪”的技术垄断

“无菌猪”是一种不含任何活的微生物的特殊模型动
物，培养的难点在于——为猪仔提供无菌的生长环境和
采用无菌化的培养技术。

2017年下半年，市畜科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葛良
鹏和他的团队成功突破“无菌猪”培育的核心关键技术，
建立了国内目前唯一的“无菌猪”繁育平台，在国内首次
成功培育“无菌猪”，终结了国外在“无菌猪”技术上长时
间的垄断。

葛良鹏介绍，为确保猪仔在无菌条件下正常生长，团
队研发了子宫剥离器，采取切除子宫的剖宫产方式，保障
猪仔出生时的无菌环境。经过千百次反复实验后，他和
团队成员总结出了一个异常珍贵的数据——从将母猪麻
醉开始到取出小猪传递到运输隔离器中，整个过程不能
超过八分钟。

通过技术的不断优化，目前市畜科院培育的“无菌
猪”存活率在80%以上，每年可提供300头“无菌猪”，年
培育量创下了世界第一。

全程无菌培养
任何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

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培育出来的“无菌猪”，和普通
猪到底有啥不同？

“从出生到成长，除了无菌外，培育方法也大不一
样。”葛良鹏介绍。

普通猪出生后，会感染母体所带的菌群，而为了保障
“无菌猪”离开母体的瞬间不被细菌感染，生产时，母猪剖
腹点及其周围，会套上一层透明罩，医生在透明罩下对母
猪进行手术。猪崽从母猪体内抱出来后，会立即送到无

菌隔离室内生长。
在无菌隔离室，这些小猪呼吸的是无菌的空气，饮用

水也是无菌的，食物则经过了高温、高压等多种手段消
毒。科研人员随时对“无菌猪”的体貌特征进行观察，以
免它们不小心感染到菌群。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
培育出不含任何微生物的“无菌猪”。

“只要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细节有一点点失误和
瑕疵，都会导致这头猪夭折，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展。”葛良
鹏说。

“无菌猪”大有用处
可帮助开发特殊膳食、选择婴幼儿奶粉等

那么，在堪称严苛的条件下培育出来的“无菌猪”，到
底有何用途？

葛良鹏举例说，癌症患者经过化疗后，肠道消化系统
大多会受到影响，无法很好地吸收营养，而现在，通过把
癌症患者等特定疾病人群的菌群，接种到“无菌猪”体内，
可模拟病人消化吸收特点，开发定制出促进病人康复的
特殊膳食产品。

奶粉是婴幼儿普遍选择的营养食品，但家长们在选
择时大都会犯难，不知道哪种奶粉宝宝吃了更有利于其
生长发育，而有了“无菌猪”，这样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科研人员将婴幼儿的肠道菌群植入到“无菌猪”体内，通
过观察分析它们吸食奶粉后的生长发育情况，就能对婴
幼儿奶粉质量体系进行评价；

由于猪和人在消化道、皮肤、心血管系统等方面非常
相似，具有其它实验动物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此不光是
在特殊病人膳食产品开发和婴幼儿奶粉评价上，在儿童
疫苗临床前评估、早产儿疾病研究等方面，“无菌猪”都能
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无菌猪”培育技术也对猪的疾病
净化和猪源性生物医药产品的生物安全起到保障作用。
目前“无菌猪”研究成果已在医学、生物学、畜牧、食品、环
境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当前，市畜科院通过“无菌猪”培育与转化应用平台，
已先后和中科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香港大学、华
西二院、四川农业大学等30多家单位开展合作。这些单
位在进行免疫缺陷猪的饲养、检测试剂盒开发、肠道微生
物与消化吸收及肠道创伤修复的调控作用等科学研究
时，都需要“无菌猪”相关技术的支持。

谈及“无菌猪”未来的研究，葛良鹏说：“‘无菌猪’身
体里没有任何微生物，能为科研人员研究微生物与动物
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独特的平台。接下来，我们还要对

‘无菌猪’的生理特性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加深对微生
物－宿主，动物－人类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为畜牧、生
物医药等大健康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科
技支撑。”

今年3月，南京一医药公司传来消息——它们利用重
庆市畜牧科学院提供的全人源抗体小鼠开发的肿瘤治疗
用的抗体药物，已在美国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并与该国一
公司签订了价值2亿多美元的抗体授权协议。

这项技术的运用让市畜科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葛
良鹏倍感欣慰和自豪。

全人源抗体小鼠是开发全人单克隆抗体药物的核
心工具动物。简单来讲，这种小鼠可替代人类研发特
定的抗体药物，能用于肿瘤、免疫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
等临床治疗。但由于全人源抗体小鼠培育难度较大，
因而全球仅有少数几个品系培育成功，且技术都被国
外垄断。

“究其根本，因为人的抗体基因太大，无法将其全
部转入小鼠体内。”葛良鹏解释说，常规转基因长度一
般在10K左右，而培育全人源抗体小鼠需要转入500K
以上的人抗体基因，若要将人的基因长度转到小鼠体
内，唯一的办法是扩大小鼠的基因容量，但技术难度非
常大。

2013年，市畜科院在掌握了成熟的小鼠胚胎干细胞
培养等技术的基础上，开始着手研究全人源抗体小鼠。

经过长期攻关，葛良鹏带领团队创新技术方法，于
2019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全人源抗体小鼠，这项技术的
突破，为我国抗体药物开发提供了源头创新保障，打破我
国抗体药物主要以仿制为主，核心知识产权和产业发展
的主动权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葛良鹏介绍，由于小鼠自带抗体，科研人员先要将小
鼠原有的抗体基因去除，再把人类编码抗体的基因部分
或全部转移到小鼠身上，小鼠的体内从而会产生新的抗
体，经过细胞分离、融合等一系列特殊操作，科研人员便
可提炼出治病救人的候选抗体药物，再经层层筛选和多
轮测试，最后就可应用于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临床治
疗。

“这种小鼠可替代人类研发特定的抗体药物，但外表
看上去和一般的老鼠没有多大差别，饲养环境和食物也
没有太多要求。”葛良鹏说，目前全人源抗体小鼠现已成
为全世界效率最高的抗体药物研发载体之一。

为加快全人源抗体小鼠研究成果的技术转化，市
畜科院专门成立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目前，该公司
已与多家国内外大型生物医药公司洽谈合作，并授权
中、美、韩等多家生物医药公司开展近50个抗体药物
的开发，这对促进我国抗体医药产业的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

这只老鼠可“救命”
研究抗体药物少不了它

科研人员在观察全人源抗体小鼠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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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

市畜科院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无菌猪”年培育量世界第一

潼南：
大豆高粱复合种植稳产增收

近日，在潼南区柏梓镇郭坡村，一辆一体化
精量直播机在农机手熟练操控下在田间来回作
业，旋耕、播种、覆土、镇压一次完成。这批大豆
均采用大豆高粱带状复合种植“4+2”种植模
式，也就是在四行大豆之间种植两行高粱，在高
粱不减产的同时提高大豆的受光空间，实现多
收一季大豆。

“这种复合式种植技术，比单纯一个品种的
种植产量更高。”潼南区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
产业发展站站长邓豪介绍，该区通过技术指导、
补贴等方式积极鼓励农户开展“大豆+”带状复
合种植模式，今年示范推广“大豆+”带状复合
种植面积1.5万亩。通过采用一体化精量直播
机，可以实现大豆、高粱或者大豆玉米同时播
种，增产又增收。

潼南融媒体中心 徐明鸣

忠县：
总结“十步打火法”加强森林防火

我市已进入汛期，针对今年汛期气温偏高、
降水偏少、干旱偏重的情况，忠县总结出“十步
打火法”。

“十步打火法”是在对以往发生的森林火灾
进行总结复盘后，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工作
方式方法总结而成，主要包含“断、调、找、报、
查、定、浇、守、统、复”十个步骤。根据这个方
法，在接到火情报警后，现场指挥部统一协调，
迅速成立综合协调、抢险扑火、隔离带砍伐、医
疗救治、通讯电力保障、治安交通、后勤保障、舆
情引导、后备灭火等工作组，各组根据职责分工
高效开展灭火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全力保护森林资源。

忠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步打火法”
将切实提升当地强应急、保安全的能力水平。

忠县融媒体中心 伯华

奉节：
耕地保护专码上线

近日，奉节县开发耕地保护专用码“奉耕
码”上线，群众扫描二维码可查询红线情况。

据介绍，扫“奉耕码”可直接查询永久基本
农田、一般耕地保护范围、生态保护红线，同时
还有政策咨询和违法行为举报功能，由专人接
待办理违规占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匿名举报，
并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解答。

当地将加大“奉耕码”宣传力度，提高群众
知晓率、使用率，宣传合理使用农业用地、生态
用地、建设用地的意识，减少违法占耕行为发
生，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奉节融媒体中心 向晓萍

巴南百胜村：
乌皮樱桃30元一斤

连日来，巴南区鱼洞街道百胜村3000余亩
乌皮樱桃挂满枝头，抢鲜上市。

乌皮樱桃又名“黑珍珠”，樱桃果实呈深紫
红色（乌皮）而得名，果实颗粒大，肉质细嫩，爽
口化渣。乌皮樱桃最佳采摘期大约15天，预计
可持续至4月底。入园采摘的门票为30元/
人，进入园内可以尽情品尝，若想购买带走，每
斤售价30元。

联系人：扬老师；电话：13983489986
巴南融媒体中心 袁启芳

綦江中峰村：
上千斤百花蜜可售

目前，綦江区中峰镇中峰村笔架山养蜂园
内，有上千斤百花蜜可销售。

据了解，该园的600箱蜜蜂均生长在山林
自然生态区，采收野桂花、杜仲、千里光等酿
蜜。百花蜜味甜醇香，是天然蜜，销售价格为
128元/斤，全国各地可邮寄。

联系人：江先生；电话：18996079480
綦江融媒体中心 成蓉

江津石门镇：
晚熟柑橘甜蜜上市

皮薄汁多、果香四溢的江津石门晚熟柑橘
近日甜蜜上市了，市民可线上购买、现场采摘，
采摘期持续到6月中旬。

石门镇种植早、中、晚熟柑橘5000余亩，品
种包括清见、血橙、卡拉卡拉等。晚熟柑橘中清
见最为知名，不仅皮薄易剥、入口爆汁，更可见
花果同期的奇观。当地果农诚邀大家前去免费
品尝，带走的价格也不贵，只要6元一斤。

联系人：苟女士；电话：15823249678
江津融媒体中心 曹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