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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鲍曼不动杆菌……这些严重危
害人类生命健康，同时又具有很强
耐药性的细菌被称为超级细菌，全
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竞相研究相关
疫苗。陆军军医大学国家免疫生
物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邹
全明率领团队研究5个原创超级
细菌疫苗，成为本领域的国际领跑
团队。

致力破解医学难题

邹全明心底一直有个愿望：做
人体免疫方面的研究。1994年，他
调到第三军医大学医学检验系，开
始了基因工程疫苗研究。

为什么会选择“对付”超级细
菌？邹全明说，超级细菌是由于滥
用抗生素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强而
出现的严重耐药菌。2017年，世界
卫生组织发布的一项关于超级细
菌的报告显示，超级细菌在全世界
范围内每年会导致数百万人甚至
上千万人感染，若得不到有效的遏
制，到2050年每年将增加 1000万
人的死亡率。

“这样的危害性，对人类来说
是不可承受的灾难。所以我们科
学家必须未雨绸缪，走在这些超级

细菌的前面，研究出对付这些超级
细菌的有效办法。其中最有效的
办法就是研制疫苗，预防这些细菌
的感染。截至目前，全世界还没有
成功上市广泛使用的此类疫苗，这
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也是我们必
须竭尽全力去努力的方向。”邹全
明坦言。

研发原创疫苗不言悔

我国原创新药极少，现有药品

90%以上均为仿制，14亿人缺乏新
药使用优先权，若在特殊时期，更受
制于人。新药研发关乎国计民生及
国家安全战略。邹全明表示，正因
如此，才要更加注重原创研究，有了
自己的核心技术、原创产品，才不会
被别人“卡脖子”。

“做原创很难。”邹全明介绍，
“按照国际惯例，研发原创疫苗必
须同时具备几个条件：一是最少需
要15~20年的时间。二是需要研发
资金10亿元。三是需要一支具有
国际领先水准、经验丰富的技术团
队。四是需要高端的仪器设备及
国际GMP标准的试验车间。有了
这些必需条件也不一定能够成功，
因为还有一个非人力可控的东西
就是机遇，要在至少100万个药物
分子中选出一种有效成分，换句话
说，成功率只有一百万分之一。”

虽然原创研究困难重重，但是
邹全明从来没有后悔过。在国家工
程中心二楼实验室墙上，“做原创研
究，争世界第一”这几个字很是显眼，
这也是邹全明几十年来的写照。

多项成果处于领跑地位

2009年3月，邹全明率领团队
历时15年，成功研制出世界首个预

防胃病的口服重组幽门螺杆菌疫苗
并获国家原创1类新药证书。这不
仅是国际幽门螺杆菌疫苗研究领域
取得的第一个成功范例，也是我国
原创疫苗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除此之外，从2008年起，邹全
明及其团队还开展了金黄色葡萄
球菌感染的免疫防治研究，历经
12年研制出基因重组金黄色葡萄
球菌疫苗。该疫苗是目前国际上
抗原组分最多、效果最佳的金葡
菌疫苗，也是我国目前唯一自主
研发并获批进入临床试验的金葡
菌疫苗。

一场战役的胜利，并不是终
点，而是另一场战役的开始。

“去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后，我们也立即开展了新冠肺
炎疫苗的研究工作，采取了重组蛋
白和mRNA两条技术路线的研究，
目前动物实验产生了很好的抗体
和免疫应答，现在准备做中试放大
和质量标准研究。我们一直加班
加点争取早日完成临床前研究，申
报人体临床试验。我们之前做的
大多是细菌疫苗，现在转为做病毒
疫苗，在注重速度的同时我们更要
重视质量和有效性，追求至善。”邹
全明说道。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瞄准疫苗领域做原创研究
本报记者 樊洁

非洲草原上狮子追逐羚羊时，
只要锁定目标，就不会轻易改变，
自始至终只追一只羊，对杨培增来
说，葡萄膜炎就是那只“羊”。30多
年来，杨培增以“一生只追一只羊”
的精神带领团队坚持攻关，锁定葡
萄膜炎这一常见的致盲眼病，“啃”
下了“眼科中的这块硬骨头”，挽救
了无数葡萄膜炎患者的视力。

只追葡萄膜炎这只“羊”

1987年，杨培增的导师毛文书
教授为他选定了葡萄膜炎这个研
究方向，打那时起，不管多苦多累，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不管受
到什么样的诱惑，他从来没有离开
过这个领域。

葡萄膜炎发病机制复杂，病因
和类型多达100余种，当时国内从
事葡萄膜炎临床和研究的人很少，
对葡萄膜炎的研究也只限于临床
报告，涉及深层面的研究几乎是空
白。在读博期间，杨培增自学了德
语、法语和日语，使他迅速了解了
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葡萄膜炎研究
资料，这也为他日后进行国际前沿
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杨培增每年诊治葡萄膜炎患

者达1.2万余人次，他用爱心、高尚
品德和精湛的技术为来自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及部分来自美国等
10余个国家的顽固性葡萄膜炎患
者服务，为数以万计的葡萄膜炎患
者挽救了视力，被业界誉为“中国
葡萄膜炎诊治第一人”。

找出葡萄膜炎耐药基因

“我们在对葡萄膜炎患者的治
疗中发现，有些患者治疗效果欠佳，

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了药物的疗
效？我们一定要把答案找出来。”

为找到答案，3年来，杨培增带
领团队在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庞
大的数据中不断探索，终于在男性
身上找到了葡萄膜炎的一种耐药
基因，为其精准治疗奠定了基础。

杨培增说，找到耐药基因，不
仅可以让医生在治疗中根据治疗
效果及时调整药物，还可以在治疗
前对患者进行筛查，做到有的放矢
地治疗，可以避免在治疗中走弯路

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目前还没有在女性身上找到

这种耐药基因，但我们将继续研
究。相信随着一个个耐药基因被
发现，在未来可以对每一位患者进
行精准治疗，这将大大减少在治疗
中因‘摸索’造成的药物浪费和因
延迟治疗带来的视力损伤。”

科研成果处于领先位置

虽然已经60多岁，但作为眼科
主任，杨培增坚持工作在临床、科
研第一线。在他的诊室里，可以看
见几排整整齐齐的大柜子，里面全
是他亲自书写和保存的数万份葡
萄膜炎病历。这些病历汇聚成了
巨大的资源宝库，利用这些资源，
他在国际SCI杂志上发表了220多
篇研究论文，向世界介绍中国经
验、中国标准和中国治疗方案，把
中国葡萄膜炎研究推至国际该领
域的最前沿。他以第一完成人先
后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撰写
了3部葡萄膜炎专著（共460多万
字）。近期，由他独自撰写的葡萄
膜炎英文专著（800多页）也将由德
国Springer和人民卫生出版社联
合出版。

葡萄膜炎患者的光明使者
文/图 本报记者 张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