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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实验室 万千新可能

二氧化碳当原料，利用酶催化，

就能人工精准合成糖——在科研人

员眼里，“空气造糖”已不是魔术。

深夜，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国科

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里，看

着液相色谱仪上的数据显现——合

成糖的产量提升 30％，等了一天的

研究员杨建刚乐得眯起了眼。

3个多月前，杨建刚所在的二氧

化碳精准合成糖团队对新一批酶催

化剂反复进行测试。这次人工合成

糖的催化效率到底能提高多少，是他

关心的重点，新的数据预示着人工合

成糖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糖，人体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

也是当今工业生物制造的关键原材

料。千百年来，人们都是从甘蔗等农

作物中提取糖，能否高效率人工合成

糖，则是全球科学界孜孜以求的方向。

早在 2021年，天津工业生物技术

研究所就宣布，实现二氧化碳合成淀

粉。在此基础上，杨建刚团队将目光

放在了人工合成糖上，开启“空气造

糖”这一颇具科幻色彩的科学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研工作

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

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

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

才智、写下精彩篇章。”这成了杨建

刚的科研信条。

“为了调配出糖合成过程中适

宜的催化剂——酶，我们对上千种酶

组合进行适配测试，不断摸索和改

造。”杨建刚说，“期待、失败，期待、

失败……测试超过上百次，团队终于

找出了 7个最适宜的酶元件。”

打通第一道“难关”，另一个难

题又迎面而至——试管里的合成糖

最初转化率只有 10％。

“继续死磕！”杨建刚说，每次实

验后大家反复讨论、不断改进，碳转

化效率逐步提升。从 20％提升到

40％，直到高于传统植物光合作用。

整个研究历经一年半时间。

2023年 8月，这一成果发表在著名学

术期刊《科学通报》上。团队自豪地

宣布：人们有望打破季节限制、不再

依赖种植农作物提取糖，可更高效、

精准获得葡萄糖、阿洛酮糖等。

催化效率再提高 10 倍，就可以

启动吨级测试……眼下，杨建刚团队

正在推动二氧化碳合成糖中试规模

准备。“期待有一天，‘空气造糖’会

出现在饮料里、蛋糕中，好吃不升血

糖！”杨建刚笑着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基

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必由之路。’”杨建刚说，“空气造糖”

只是方寸实验室中的万千可能之

一。推动科学研究加速跨越“无人

区”，是科研人员的使命。

做“探索者”市场是沃土

白大褂取代了西装革履，实验

室调研“挤走了”商务会议——这是

联影集团研究院院长胡鹏的工作新

状态。

与人们对“企业高管”的传统印

象不同，胡鹏每年有一半以上时间在

高校实验室与教授探讨技术，或穿梭

于医院影像科与医生并肩工作。

“我们要打破工程师、医生、教

授的物理边界，让团队深度融合。”

胡鹏说。作为创新驱动的高端医疗

影像设备企业高管，他深知企业牵头

建立创新联合体的重要性。

3年多前，看到上海科技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学院赖晓春团队研发的

新型光子探测技术在实验室展现出

极强灵敏度——能捕捉单个光子信

号，胡鹏十分激动：“这正是CT设备

的下一代发展方向，有望显著降低辐

射剂量，提升图像精度！”

“学术界的终点，恰恰是产业化

的起点。”胡鹏当即决定，将联影的

工程师嵌入赖晓春的课题组，促成这

一成果转化。如今，这项技术不仅在

可靠性上得到验证，性能指标也向产

品化不断靠近。

“总书记指出，‘院校和企业形

成共同体，这样的趋势、方向是对

的，要快马加鞭，把激励、促进政策

进一步抓好。’这为我们明确了努力

的方向。”胡鹏说。

将工程师“种”进科研和临床一

线，联影不断进行着更彻底的“跨界

实验”。

2021 年，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与联影

合作共建“医学影像先进技术研究

院”，并推动“双聘制”：联影工程师

穿白大褂在瑞金参与早交班、手术跟

台等工作；医院影像科医生担任研究

院临床顾问，直接参与设备研发。

今年 4 月，国产高端 PET／CT
推广应用项目在上海启动，由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作为牵头医疗机构，

联影医疗作为牵头生产企业，联合国

内多家医疗机构共同实施，为恶性肿

瘤等重大疾病的精准防治提供技术

支撑，着重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这种“血肉相连”的模式，让工

程师能够在日常工作中直接发现技

术难题并不断攻克。以智能磁共振

技术研发为例，每个按钮该在什么位

置、影像质量如何进一步提升，工程

师与医生在日常合作中就能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

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

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这更让我们体会到企业统筹资

源，科研、临床与产业‘共生共长’的

重要性。”胡鹏说。

创新，无止境，无边界。胡鹏

说，他的日程表上又有了新目标：将

创新联合体的“上海试验田”升级为

“全球创新网”，将触角伸向国际。

双链“握手”解决衔接痛点

重庆纳米金属研究院材料工程

师黄椿森的工位上，摆着两本截然不

同的笔记本——一本密密麻麻写着

实验数据，另一本则记录了多家企业

生产线上的具体需求。

“我这份工作最大的挑战不是做

实验，而是当‘翻译’。”面对记者的询

问，这位“90 后”笑着说，他需要一边

和科学家团队搞科研，一边与企业对

接需求，进行科研成果的工程化量产。

“实验室小试成功的工艺，到生

产线可能因设备精度或材料批次差

异‘卡壳’。”黄椿森说，这种“时差”

正是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的痛点。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创

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的要求，重

庆纳米金属研究院着力破解“论文锁

在抽屉里”的困境。

这个由重庆两江新区与中国科

学院院士卢柯带领的纳米金属科学

家工作室共同建设的新型研发机构，

在纳米金属材料领域拥有多项世界

前沿原创性科研成果。其开发出的

新一代高综合性能纳米金属材料，正

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领

域的生产一线。

每年三分之一时间，黄椿森都

奔波在各大工业企业的车间里。他

需要将科学家口中的“梯度纳米技

术”“纳米孪晶”，转化为车间工人听

得懂的“耐磨特性提升”“延长设备

使用寿命”等，也要把产线上遇到的

“设备精度不足”“材料批次差异”，

翻译成实验室里的科研命题。

“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的信

息差，是我们工作的重点。”黄椿森说。

2024 年底，由科学家工作室、研

究院、企业等联合攻关的技术成果终

于走上生产线。在西南铝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自 2024 年底整组梯

度纳米技术矫直辊上线应用至今，已

生产铝卷总长度近两万千米。

推动纳米技术的落地，离不开政

策与资本的“双轮驱动”。重庆两江

新区创新实施的“拨投结合”模式，支

持企业创新，前期以财政资金支持技

术孵化，待产业化公司成立后，资金

按比例转为股权，实现了良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

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

大步伐。’”黄椿森认为，科研工作者

要懂车间“语言”，企业对科研要多

些耐心，政府也要多元支持。这种

“科研产出—市场收益—反哺创新”

的闭环将会推动更多的“实验室奇

迹”变成“车间生产力”。

实验室里，新一代纳米轧辊正

在接受测试，屏幕上的数据曲线平

稳攀升，黄椿森看着屏幕，眼神里

透着技术人的执着：“每次看到实验

室数据和车间需求完美适配，就觉得

那些‘翻译’没白做。”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勇立潮头竞风流
——科技工作者大有作为（上篇）

人类社会的发展，常因科学突破而开启新程。科技工作者，则在假设与实证间编织通往未来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工作者关怀备至。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战略部署充分激发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国科技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在实验室“技术造物”，到市场探索产业化起点，进企业学习“车间语言”……依靠智慧和汗水，科技工作者正在获得更多技术进步和发

展主动权。今年 5月 30日是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一个个不懈创新突破、勇立时代潮头的故事，展现了我国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强

劲势头。

新华社记者 丁锡国 白佳丽 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