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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化 难以逾越的坎

罗云的研究一直在为医学服务。从东
京大学博士毕业，在日本东北大学工作期
间，他曾领衔 !亿日元的科研项目，研发
人工括约肌，为造口病人提供体内植入体
外控制的装置，获得了 "国专利，但是这
项在业界领先的成果要走上临床还有很
长的距离。“很多人认为，只要把原理研发
完，就可以和医生或企业合作，做出很好
的产品。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作为医工
结合的“局内人”，罗云感到，一个真正的
好产品绝对不是从原理、模型直接进入生
产的，中间的产品化阶段，要考虑力学安
全性、器械安全性、生物相容性等医学和
实际应用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涉及多个学
科互相渗透、完全融合。
回国工作后，罗云获得浦江学者等称

号，主持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直在
内镜、心血管支架等微创医疗器械、新型
人工心脏开发领域攻关，取得了一系列的
成果。可是，“产品化”这道坎始终横在科
研和用户之间，望着一项项研究成果始终
被“关”在象牙塔里，罗云很不是滋味，“科
研经验、知识用在什么地方最有效、最有
成就感？我想做出实实在在的产品，服务
更多人。”于是他做出了创业决定，今年 $

月 $日，他全心投入面向市场的产品研
发。

服务患者 创业需要科研

因为家人和自己的身体情况，罗云发
现腰膝关节出问题的人群非常庞大，“有
数据显示，%&岁以上 '&(都有膝骨关节
炎的困扰，而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越来越
年轻化。腰膝关节损伤几乎是不可逆的，
非常影响生活质量，但并不是每个患者都
适合或都能接受手术治疗。”罗云想通过
研发一系列针对腰膝关节的辅具来帮助

患者矫正姿势，减轻痛苦，甚至预防疾病。
学生甘云在罗云的指导下着手膝关

节减压辅具的产品化研发，并在毕业后参
与将这项成果推向市场，服务关节退行性
病变、韧带损伤患者和需要进行术后康复
和运动保护的用户。“国内外膝关节辅具
很多，但都有设计缺陷甚至有的还会造成
副作用。我们创新研发了自动顺应膝关节
复杂运动的技术，采用上下牵引减压原
理，通过零部件的 !%种排列组合为患者
提供个性化定制的辅具来发挥减轻关节
压力、减少疼痛、减缓软骨组织磨损的作
用。目前这个产品已经完成了第三代升
级，获得 $#项专利。”罗云说。上市 !年，
产品有效率超过 )&(；第一批用户中，一
位原本已经预约好置换人工关节手术的
患者，已经正常行走了 !年。
最近，经过 '年研发的“撑腰座”也上

市了。与市面上的所有同类产品不同，罗
云研发的这款坐垫能够“跟随”前倾和后
仰的不同坐姿，支撑腰椎，防止盆骨后倒
以维持腰椎正常生理曲度，为有久坐腰部

不适、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困扰的用
户服务。这个产品已拥有 !项专利，不久
前在科博会上获得很好的反响。“创业需
要科研。好的产品也是创新的产品。”他
说。

新产品 每年推出一个

相比以前在高校的条件，罗云现在的
工作室简陋了许多。十来平方米的空间里
堆放着各种材料、工具和 !*打印设备，
创业以来罗云负责公司的战略和研发，在
这里他常常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围绕
腰膝关节减压，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
们计划每年推出一个新产品，形成一个系
列。希望通过我们的研发成果，造福老百
姓，让因为坐姿不好造成腰椎间盘突出的
现象消除，帮助膝关节疼痛的患者减轻痛
苦。”创业路上，罗云希望能找到认同彼此
理念的合作伙伴，做一个能走几十年的科
技型特色企业。

本报记者 易蓉

! ! ! !别人推荐的“特效”营养品，为什么我
吃了却没什么用？亲戚朋友“现身说法”的
饮食好习惯，为什么自己“依计而行”效果
却不明显？原来，膳食营养对健康的作用
存在显著的个体间差异。

日前闭幕的“#&$"精准健康和精准
营养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
命科学研究院、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荷兰应用科学研究院和德国巴斯夫集团
共同成立“精准营养科研转化产业联盟”，
瞄准精准营养前沿研究和应用，寻找能够
帮助人们按体质状况和健康水平制订的
个性化“营养套餐”。

从精准医学到精准营养
近年来，我国人国民营养的总体水平

显著改善，但仍面临居民营养不足与过
剩并存的现状。尤其是与肥胖和多

种与营养相关的重大慢病如心血管疾病、
#型糖尿病及某些癌症的患病率和死亡
率迅速攀升，如何“有营养”成为影响国民
健康的重要因素。
“精准营养”作为前沿的营养研究领

域，与“健康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其实，
“精准营养”与关注疾病为主的“精准医
学”不同，“精准医学”更为关注健康促进
和疾病预测预防，“精准营养”则将改变以
“群体”为对象导致的干预效果欠佳和食
物资源浪费弊端为研究切入点。

最新的精准营养研究，借助多组学
的多层次分子信息和新的营养标志物并
结合其他先进技术，更系统和精确地解
析遗传和环境因素对营养需求和健康的
影响，以及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
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和机理，从而为
普通人提供精准的营养评估诊断和精准

的营养干预。

构建产学研用大平台
汤臣倍健营养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张旭光博士告诉记者，个体的健康状况是
动态变化的，会随着年龄增长、环境变化、
急慢性疾病的发生等因素而变化。而个体
健康状况又是一个相对动态的平衡体系。
精准营养地从科研到应用，有很多基础性
的工作要做。例如基础研究、机理研究、组
学与人群队列的研究、数据联合与数据解
读、检测技术的开发、标志物与方法学的
建立、应用转化商业模型、消费者调研、法
律法规体系的建设等。在此基础上，还需
要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实现精准营养科研
的转化和产业化。

新成立的精准营养科研转化产业联
盟，首次汇集了国内外营养健康领域的顶

尖科研机构和知名行业巨头，这在学界和
业内并不多见。联盟通过科研院校与企业
的横向联手，打通大健康产业上下游的纵
向衔接，构建研发应用生态圈，实现产、
学、研、用的一体化，为“精准营养”从理论
到产业提供转化和推广应用的渠道和商
业模式。

中国营养学会基础营养分会主任委
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林旭告诉记者，目前，联盟已明确行动
计划，设立“精准营养科研基金”，为最新
的“精准营养”研究成果提供产业转化平
台。同时，联盟还将建立精准营养产业发
展所需的相关技术及标准、及时传递国际
前沿理论、公众教育等。未来，该联盟将是
全球精准营养领域资源最丰富、最具活力
的科研平台之一。

本报记者 马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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