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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干扰素，对普通人来说，只是一堆“无效”代码；而在我
国的生物医药界，它却创造了神话般的五个“第一”：第一个采用
中国人基因的生物工程药物；卫生部批准生产的第一个基因工
程的药物；国家一类新药证书；中国“#$%”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第
一个实现产业化的项目；第一批国家火炬项目。特别是发生在
!&年前但至今让人心有余悸的非典“战役”中，干扰素更成了
“抗战明星”。今天上午，被誉为“中国干扰素之父”的中国工程院
院士侯云德，走上了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最高领奖台。

不甘人后 紧追国际前沿
干扰素是人体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具有广谱抗病毒、抗肿瘤

和免疫功能。&'年前，两位英国学者发现了干扰素及其作用。上
世纪 ('年代，美国、瑞士等国的科学家以基因工程的方式，把干
扰素制备成治疗药物，并投放市场，它很快成为国际公认的治疗
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当时，干扰素十分珍贵，每克价值数
万美元。
中国科学家紧追国际前沿，也瞄上了干扰素。侯云德对干扰

素的研究是从研究副流感病毒开始的。早在上世纪 &'年代末留
苏期间，他发现仙台病毒有不同的变异株，在单层细胞培养上的
急性细胞融合现象，并阐明了机理。上世纪 )'年代初，他对我国
传统中药黄芪的抗病毒和对干扰素的作用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发现黄芪可以抑制某些病毒的繁殖，可以诱生干扰素，并在临床
上证实黄芪可预防感冒，黄芪与干扰素的协同作用。

*+(%年，中国有了第一个生物工程开发中心。同时，由侯云
德领衔的中国第一个干扰素实验室宣告成立。*+($年，国家
“($%”计划将生物工程列在七大领域之首；*+()年，第一个采用
中国人基因克隆和表达的干扰素完成了试验……

屡开先河 刷新中国空白
外国生产的干扰素为 !,!和 !,"，基因来自瘤细胞和白种

人白细胞。*+()年，侯云德等学者首次发现，中国人白细胞在受
到病毒攻击时，诱生出的干扰素主要类型不是 !,，而是 !*。正因
为发现了 !*"干扰素，他被誉为“中国干扰素之父”。
“实验检测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侯云德先生至今依然记得，

“国外采用非洲爪蟾蜍的卵细胞测定干扰素核糖核酸，而国内弄
不到这种东西，后来我们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替代品———
非洲鲫鱼卵母细胞，从而避免了实验流产……”
经过 *-余年的持续努力，他研制出包括 !!"、!.!、!."、!等

亚型的基因工程干扰素系列产品，其中重组 !*"、!.!型干扰素
已于 *++.年获得国家新药证书。重组 !*"型干扰素是国际上独
创的一类新药产品，也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多肽药物，与国外同
类产品相比具有副作用低的优点，因此获得 *++/年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而他本人获得的基因工程产品新药证书更多达 &个。

穷追不舍 领先指日可待
非典之后，重组人干扰素 !."喷雾剂获国家药监局批准，进

入临床试验阶段，让干扰素一“战”成名。由于侯云德在我国基因
工程干扰素方面的开拓性贡献，连续两届作为中国代表当选国
际干扰素协会理事。

近年来，侯云德又在干扰素基因改造、导向干扰素研制、妊
娠干扰素及中国人基因组干扰素等位基因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
绩。例如，他从我国妇女性疣组织中分离克隆了一株人乳头瘤病
毒 $型，经测序鉴定为国际上的一个新变种；阐明慢性宫颈炎的
病毒病因，证明乳头瘤病毒 *$型、单纯疱疹病毒 .型和巨细胞
病毒与慢性宫颈炎的发病有密切关系；在实验室研制多种基因
工程细胞因子和淋巴因子，并大力促进基因工程产品的产业化。
目前，就干扰素的研究而言，国家很重视，我国与国外的差距已经很小。侯云德院士坦言，

中国生物资源丰富，生物技术产业已经有了一定发展。但是，中国生物医药的自主产业状况与
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相比，还属于“小作坊”式的。单机足够先进，生产线却落后，产品质量的不
稳定，新药研发能力低。
他建议，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要及时开发国际上专利保护过期的药物，及时开发研究原有药

物的新适应症，加强具有特色的中药现代化与中西医复方的研制与开发等。在政策上，制定有
利于企业重组兼并的政策，生物医药出口优惠政策，包括成套技术在国外办厂等。“我国生物医
药技术与国外基本同步，只要积极扶植前沿技术创新，走进国际市场先进行列就指日可待。”

本报记者 马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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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火药，在古代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到了近代却一直落后
于人。直到一位中国科学家 $/年如一日的深入钻研，潜心琢
磨后，火药技术如今成为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响当当的“明
星”———先后四次登上我国奖励科学技术创新的最高榜单，同
时也让中国在这一古老领域的诸多技术重新傲视全球。

今天，这位中国现代火药技术的领军人，从幕后走向
台前，荣膺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就是王泽山
院士。

埋头一甲子 坐热!冷板凳"

*+/&年，王泽山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那时，日军已占领
东北三省。在日军统治下生活，年幼的他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十
年。不想做亡国奴，就必须强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防，这一
信念从小就在王泽山心里扎了根。*+&0年，他考入哈尔滨军
事工程学院，选择了当时最冷门的专业———火炸药。
进了火炸药班级，王泽山才发现只有自己是自愿选择这

个专业的。“那时候一般人都不选陆军，更不选火炸药。”直到
现在，在军工领域，导弹、火箭、计算机等也更“吸睛”。在许多
人眼里，火炸药是一门“基础、枯燥又危险”的学科，只是参与
武器发射和完成毁伤的必要“配件”，研究者一辈子也难出名。
但王泽山很满意自己的选择，并以此为终身使命。在他看

来，火炸药是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重要体现。高性能的火炸药
是提升导弹、火箭、火炮等武器弹道性能的先决条件。“离开
它，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都难以发挥作用。”

三个二十年 创新!三冠王"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火炸药的生产和研究都十分落后，
主要依靠前苏联援建。跟踪仿制，永远是被人所制约的。“我们
要做的工作就是走在国际的前列，而且必须走在前面！”
经过 ,-多年的埋头苦干，上世纪 (-年代，王泽山率先攻

克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术，将这些具有很大安
全隐患和环境风险的“危险品”，变成了二十多种畅销国内外
的军用和民用产品。他也因此获得了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从上世纪 (-年代到上世纪 +-年代，他又钻研起怎么
降低武器对环境温度敏感性的问题，并凭借这一在当时国际
上难以攻克的尖端技术，获得了 *++$年唯一一项国家技术发
明一等奖。那一年，他 $*岁。
“功成名就”后，已到退休年龄的王泽山又一头钻进了提

高新一代武器远射程、高射速等火炸药的研究中。当时，美、英
等多国科学家曾联合开展相关研究，最终由于无法突破技术
瓶颈，研究被迫中断。但王泽山坚持了下来，一埋头，又是 ,-

年！而且，由于很多实验充满危险和挑战，必须在人烟稀少条
件艰苦的野外进行，无论严寒酷暑，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他，都
坚持深入一线亲自参加。

经过不断创新实践，,-*$年，王泽山带领团队终于攻克
了这一国际军械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通过实验验证，我
国火炮在应用了他的技术后，射程能够提高 ,-1以上，或最
大发射过载有效降低 .&1以上，弹道性能全面超过其他国家
的同类火炮。(.岁的王泽山也因此于 .'2)年再次站上了国
家科技奖励大会的领奖台，被大家称为“三冠王”。

实在不浮夸 !现场科学家"

时隔一年，王泽山再次登上领奖台，捧回了国家科技最高
奖。别人眼中的辉煌，在他心中不过是一句简单的创新心得，
“在科研上不要使巧劲，不要追求短平快的项目，科学要实在，
不要浮夸。选定目标不要轻易放弃，遇到问题不轻易放弃。”

今年，迈过 (/岁门槛的王泽山，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仍然坚持“活跃在一线”。作为南
京理工大学年纪最大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他 $+岁考下驾照，开车穿行于北京、山西之间，前
往工厂测试、实验；为了方便科研，自己琢磨透了智能手机的大部分功能，常常随手给年轻同
事展示火炸药的设备图片。
即使年事已高，他也从来都不待在办公室内坐等实验数据和结果。有一次，在内蒙古做

实验，室外的温度已经是3.$"，连实验用的高速摄像机都“罢工”了，('多岁的王泽山和大
家一样，在外面一待就是一整天。“从没感觉他已经 ('多岁了，王院士有一颗 $'岁的心脏。”
在学校同学和老师的眼中，王泽山永远是一位现场科学家。

本报记者 马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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