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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强磁场”拓展“朋友圈”
——吉林省推进国际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综述

稀有人参皂苷，被誉为“植物黄金”。
我国研究人员日前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
获得了高效生产稀有人参皂苷的新元件，
为“植物黄金”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这一科研成果由天津大学药学院副
教授梅坤荣的课题组和国家中药材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天津大学药学院
教授高文远的课题组取得。该成果近日
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先进科学》上。

人参和三七这些传统中药材里蕴藏
着一种神奇的成分——稀有人参皂苷。
它是原型人参皂苷的代谢产物，活性高，
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已经被证明具有
抗肿瘤、抗炎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但
由于稀有人参皂苷在植物中的含量极
低，通常不到0.1%，而且提取困难，导致
价格昂贵。

梅坤荣介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科
研团队使用了合成生物学技术，通过构
建微生物或植物细胞，让它们像“工厂”
一样生产稀有人参皂苷。

研究团队前期通过基因编辑、细胞

器工程等合成生物学策略，构建了植物
细胞工厂生产稀有人参皂苷。为了进一
步提高生产效率，团队聚焦这项技术的
关键元件 ——一种名为“糖基转移酶”
的蛋白质，它能够催化稀有人参皂苷合
成的最后几步反应，决定最终产物的种
类和含量。

然而，现有的糖基转移酶效率又难
以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求。于是，研究
团队对稀有人参皂苷生物合成中的一种
关键糖基转移酶进行了改造，成功构建
了突变体。实验结果显示，改造后的酶
更倾向于合成稀有人参皂苷，并且生产
效率显著提高，为未来的大规模生产奠
定了基础。

“这项研究的突破性意义在于为稀
有人参皂苷的高效生产提供了新思路，”
梅坤荣说，“未来，随着合成生物学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稀有人参皂苷的生产成
本有望大幅降低，普通人也能便捷地用
上这种‘植物黄金’。”

（张建新 栗雅婷）

我国研究人员提出
“植物黄金”高效生产新思路

3月4日，中铁十四局建设者在济南市黄岗路穿黄隧道内施工作业。当日，山东
省济南市黄岗路穿黄隧道进入黄河水域段施工，隧道盾构段已累计掘进1658米，开
挖过半。济南市黄岗路穿黄隧道全长约5755米，其中盾构段长约3290米，盾构机开
挖直径17.5米，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 朱峥 摄

吉林大学与13个国家的41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新建立了24个中外联合研
究中心和国际联合实验室；东北师范大学和加拿大魁北克、法国巴黎的学者们合作
开发聚合物固态电池；吉林农业大学联合赞比亚大学成立“赞比亚农业科技育人一
体化平台”……近年来，在国际产学研用的舞台上，吉林高校活跃的身影处处可见。

当下，吉林省正积极开展国际产学研用合作，让更多中外先进理念和高校科
教资源打通产学研用全链条，推动中外高校、院所、企业交流合作走深走实，为吉
林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与活力。

双向交流，筑牢国际合作友谊桥梁

吉林是科教大省，始终高度重
视国际交流对教育与科研发展的推
动作用，积极举办各类国际产学研
用合作会议，致力于打造一个个汇
聚全球智慧的交流盛宴。

2024年9月20日，国际产学研用
合作会议（长春）在吉林大学开幕，
吸引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哈特穆
特·米歇尔院士在内的 55 位外方嘉
宾，以及承办院校校长、专家学者等
约 300 名中方嘉宾参加。几天后，作
为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文
化精神——中俄艺术教育绘画作品
展”也在长春拉开帷幕。活动得到
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美术家协会、列
宾美术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等多家国内外高校和机构的积极支
持与广泛参与，共汇集了 64 位中俄
高校教师的 80 幅艺术作品，集中展
示了中俄两国高等美术院校的艺术
创作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化了两国
艺术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高

水平艺术人才的培养，促进中俄艺
术交流区域性合作。

据统计，仅 2024 年 9 月至 11 月，
就有来自 33 个国家的外方嘉宾约
700 人、中方嘉宾约 7200 人来到吉林
省 ，参 加 了 46 个 分 会 场 的 学 术 活
动。其间，我省揭牌成立了 3 个国际
联合实验室（成果转化基地），签署
了 3 项国际合作交流协议，新聘外方
导师206名，达成合作24项。

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和活动，为我
省高校与国际顶尖教育机构、科研团
队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专家学者和
高校教师纷纷在会议、活动中与国际
专家就学科前沿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汲取国际先进理念，为教学内容的更
新和科研方向的调整提供了宝贵的参
考。对于广大高校学子而言，与国际
知名专家学者的近距离接触，也极大
地激发了他们对学术研究的热情，拓
宽了视野，为未来的学术之路奠定了
坚实基础。

双向奔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水平

每年秋季，吉林稻田连绵。站在
试验田旁，来自赞比亚的留学生斯慕
士·利斯瓦尼索仿佛嗅到了远在万里
之外家乡的气息。

2008年，吉林农业大学承建中国
援助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心
成立以来，学校选派百余名专家教授，
举办农业机械化、谷类和豆类作物种
子生产、食用菌栽培、蔬菜生产及病虫
害防治等培训班，斯慕士便是当地学

员之一。2022年，他又参与了吉林农
大在赞比亚的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示
范村建设项目，帮助中国的食用菌和
本地鸡养殖技术在当地推广应用。
2024 年，中赞两国迎来建交 60 周年，
吉林农业大学成功入选教育部“中非
高校百校合作计划”。两国农业合作
的深度延续，也让斯慕士更加坚定了
自己的使命：将更广泛的中国农业技
术与智慧播撒到非洲的广袤土地上。

其实，省内高校像这样的“双向奔
赴”比比皆是。

——吉林大学与欧洲科学院院
士、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福斯托·准奇利
亚教授致力于人工智能与教育、健康
和文化领域的交叉研究与应用，研发
智慧健康诊疗系统和仿生健康装备，
构建全球数据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
多模态古文字知识图谱；

——东北师范大学与加拿大魁
北克水电研究院、法国巴黎第六大学
的学者合作开发聚合物固态电池，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实现量产，是未来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行业的重要技术
支撑；

——延边大学与韩国全北大学、
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专家合作，
开发早期基因选择技术，建立国际先
进的胚胎工厂化生产、牛肉品质提升
及牛肉及副产物精深加工技术体系，
解决牛源紧缺、肉质不稳定等问题。

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不仅
能提升省内高校的科技创新服务能力
和水平，也能助力各国、各高校优质科技
成果落地吉林，为我省的创新需求在全
球寻找更多合作伙伴和解决方案。

双向吸引，紧扣时代发展育人需求

人才是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吉林始终坚持以“教育链”吸引“人才
链”，以“人才链”赋能“创新链”，探索
集群式引智模式，以柔性引进合作导
师、产业导师等方式，组建配合高校专
业调整的“智囊团”，培育符合时代发
展需求的“人才储备军”。

吉林大学未来科学国际合作联合
实验室首批建设了先进能源与环境材
料、高压科学与技术、毫米波技术与应
用、先进金属材料、转化免疫学、人工
智能、新概念材料、战略性先进电子材
料、低碳—清洁能源富集与二氧化碳
储存共9支中外联合科研团队，以“大
师+团队”模式开展联合攻关，产出系
列标志性原创性科研成果；

在长春举行的第二届老龄化社会
创新发展国际会议上，长春大学与俄
罗斯波罗的海国立技术大学共建的国
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双方将充分
发挥各自人才和学科优势，加强产学
研用合作，强化科技赋能，携手打造中
俄科技合作新典范；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依托国际
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机制和医院预留医
师计划、海外优青培育计划等系列人
才新政，与日本筑波大学附属医院质
子线治疗中心共建吉林省肿瘤精准一
体化诊治国际科技合作重点实验室，

持续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对接，构建
国际产学研用合作良性生态循环；

由东北师范大学牵头的固态电池
协同创新平台，历时5年推动中国固态
电池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并在长春
建设了国内首条5亿瓦时聚合物基固
态电池生产示范线，签约订单2亿元，
相关科技成果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
授权发明专利38项，培养博士研究生
15名、硕士研究生45名；

……
众多中外合作共建的高端科研平

台激发了我省人才资源的集聚效能。
“希望通过这样的强强联合、融合发
展、资源嫁接，能够建立起属于高校自
身、具有特色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全方位服务国家及地方的发展需要。”
参与了共建合作的相关高校负责同志
表示。

产是主体、学是源头、研是关键、
用是导向。

未来，吉林将纵深推进科技体制
改革，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打造科技创
新“强磁场”、拓展国际合作“朋友圈”，
推动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学术共生、
文化共鸣，不断开创国际产学研用合
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吉林
新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张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