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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6日早上6点过，一辆载有
20万头份山羊痘活疫苗的冷藏车，从
荣昌区板桥生物工业园缓缓驶出。
这批出口疫苗的目的地是老挝首都
万象。

回想起公司研发的疫苗抵达老挝
时的场景，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澳龙生物）总经理伏刚和
160多名员工仍激动不已：“想不到，

‘澳龙造’生物制剂走出了国门。”
全国从事猪牛羊用生物制剂的企

业有90余家，老挝企业之所以选择与
澳龙生物合作，原因是澳龙生物在生物
制剂领域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生产
能力。

动物疫病一直影响着畜牧业的健
康发展。这些疫病的克星，就是生物制
剂。10余年来，澳龙生物在当地政府
的支持下，逐渐成长为从事动物（猪、
牛、羊）用生物制剂的集研发、生产、销
售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现代高新技术
企业，拥有羊包虫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
苗、布氏菌病活疫苗等17种产品，在中
国乃至全世界畜牧疫病防控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攻克世界难题
羊包虫病疫苗实现规模化生产

说到澳龙生物的科研成果，首先要
提的是羊包虫病疫苗。

包虫病学名棘球蚴病，俗称“大肚
子病”，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全球
十种经济负担最重的疾病之一，也是
最具致命性的人畜共患疾病之一。

“猪、牛、羊得了包虫病最直观反应就
是体型变瘦、怀孕率降低，严重的可
导致其死亡；要是人得了，除了头晕、
肚子大外，还会渐渐丧失劳动力。”伏
刚说。

包虫病流行于世界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在牧区表现尤为突出。在我
国，包虫病主要分布在青海、宁夏、四
川、新疆、西藏、内蒙古、甘肃等省市自
治区。

“牧民和当地部门想过不少解决办
法，但在2007年之前，全球在预防包虫
病方面并无有效手段，大多采取捕杀包
虫最终宿主——犬驱虫，或对发病人群
进行手术来解决，但治标不治本。”伏刚
介绍说。

变化始于2007年——中国农科院

经过8年多的攻关，成功研制出疫苗，
并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同年，澳龙生
物与中国农科院生物制品工程技术中
心签订协议，获得中国境内的独家生
产、销售权及知识产权，着手进行疫苗
商业化生产。

“没想到的是，在实验室可以小批
量生产的疫苗，一进入规模化批量生
产，就无法线性放大，很多技术参数远
远达不到实验室的研发指标。”伏刚说，
为此澳龙生物不得不进行二次开发，解
决规模化生产的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国外同行面临的最
大困难。

为提高疫苗产量和保障疫苗质
量，经过2年多的攻关，澳龙生物通过
优化“高密度发酵技术”“蛋白纯化技
术”“纳米新材料技术”，于2009年终
于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羊包虫病基因
工程疫苗生产线，生产出了全球第一
支羊包虫病基因工程亚疫苗。

为保障羊包虫病基因工程亚疫苗
质量稳定，接下来的6年时间，澳龙生
物不断改进配方工艺，并于2015年彻
底攻克疫苗规模化生产问题，大批量生
产出高品质的羊包虫病基因工程亚疫
苗，大大降低了我国七大牧区羊感染包
虫病的几率。

据悉，澳龙生物规模化生产的羊包
虫病疫苗，被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科技
查新中心确定为“世界首创、国内唯

一”，2019年荣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二等奖，为全国开展羊包虫病防治作出
了积极贡献。

联合攻关
已研制生产出17种产品

从技术转让到自主研发，几乎是每
个医药企业从发展到兴起的必由之路，
澳龙生物也不例外。经过10多年的发
展，澳龙生物先后获得41项发明专利，
拥有具备国家一类新兽药证书的羊包
虫病基因工程疫苗、猪瘟疫苗、布氏杆
菌疫苗等产品批文。

“羊包虫病疫苗研发成功，得益于
公司强大的科研团队。”伏刚举例说，如
公司的副总经理、质检研发中心主任冉
智光，就是个农学博士、研究员，长期从
事疫病诊断与检测、病原分子生物学、
新型诊断试剂与疫苗研发等工作。在
他的带领下，2019年，澳龙生物成功研
制出澳腹康（猪传染性胃肠炎、猪流行
性腹泻二联活疫苗）。

不仅如此，自成立伊始，澳龙生物
就一直加强与各地大专院校和科研机
构的产学研合作。公司坚持以市畜牧
科学院、西南大学为技术依托，与中国
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知名教学科研
机构开展联合攻关，截至目前已研制生
产出布氏菌病活疫苗、猪瘟活疫苗、伪

狂犬病活疫苗、猪乙脑活疫苗、山羊痘
活疫苗等17种产品，有力护航畜牧业
健康发展。

10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澳
龙生物生产车间，看到100多台智能化
生产设备正全速运行。车间内的高密
度发酵生物反应器只需人工设置相应
恒定数值，就能全自动加液、调解酸碱
度等。

“智能化设备在节约人工成本的
同时，让生产精度更易于把控。”伏刚
说。随着大规模的智能化设备投用，
澳龙生物疫苗年生产能力可达15亿
头份，批间差大幅缩小，产品质量更加
稳定。

乘势而上
抢抓机遇研发更多新品

一项项生物制剂研发技术的重大
突破，让澳龙生物声名鹊起，世界各国
也伸来了“橄榄枝”。

2019年，巴基斯坦与澳龙公司签
订羊包虫疫苗的出口协议，随后，后者
又在吉尔吉斯斯坦成功获得了羊包虫
疫苗的出口批文，可借助“一带一路”
战略，把生物制剂出口到更多国家和
地区，共建国际动物疫病联防联控体
系。

“公司的羊包虫病疫苗已在世界
范围内打响名声，我们要借此机会乘
势而上，开发更多新品。”据介绍，因为
羊包虫病和牛包虫病性状相似，目前
公司研发团队已着手进行牛包虫病疫
苗中试。

同时，澳龙生物研发的羊棘球蚴
（包虫）EG95 蛋白 ELISA 抗体检测
试剂盒、布鲁氏菌基因缺失弱毒活
疫苗（BA0711株）也正在进行新兽药
注册申报。此外，还有多款产品正在同
步研发中，如与南京农大兽医研究所
研制的羊口疮疫苗、与市畜牧科学院
联合进行的SPF猪产业化项目等。

“前不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规划纲要》发布，为成渝两地生
物制药企业加强合作增强了信心。”
伏刚说，接下来他们将抢抓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与四川有关科
研院所、企业进一步加强冷链运输、
产品研发、人才培养合作，共同研制
生物制剂产品，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

科技攻关
助力“重庆造”生物制剂走出国门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10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农业农
村委获悉，“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大力推
广绿色生态种养模式，力争稻渔综合种
养面积达到100万亩。

深秋，梁平川西渔村稻渔综合种
养示范基地，成群的鱼儿在水面不
停地翻跃，摇摆着肥胖的身体四处
寻觅食物。稻田另一旁，基地负责

人龚来兵忙个不停，用渔网在稻田里
捕捞鱼儿。

“通过‘稻鱼共生’模式，一亩地能
增收近3000元。”龚来兵笑嘻嘻地说。
简单来说，“稻鱼共生”就是在田里种水
稻，水稻下面来养鱼。这样鱼可以吃稻
田里面的虫，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
而鱼类产生的粪便作为水稻的肥料，达
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粮渔双赢”的

目的。由于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可观，
今年，龚来兵将稻渔综合种养面积扩大
到170余亩。

事实上，“稻鱼共生”只是我市推进
绿色生态种养模式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我市在探索稻渔综合种养的基础
上，创新推广了稻田养虾、稻田养蟹、稻
田养鳖、稻田养泥鳅、鱼菜共生等综合
种养模式，稻渔综合种养总面积达近

50万亩，每亩实现增收1000元以上。
目前，通过人才培养、技术集成、制定标
准化技术模式等方式，稻渔综合种养模
式已在全市30多个区县推广。

市水产总站副站长翟旭亮表示，到
2025年，我市将力争实现100万亩的
稻渔综合种养面积，通过综合种养模式
的应用，进而保障渔业的生态安全、水
产品的质量安全。

“十四五”期间重庆将大力推广绿色生态种养模式

力争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达100万亩

澳龙生物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生物制剂仪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