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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基因技术已成为医学领域的热门话题。而生物
医药创新，却是一个艰辛的行业。资料显示，在欧美等发达
国家，一种新药的研发需要“十几年时间和十几亿美元资
金”，即便在这种投入下，可能还有99%的失败率。

而在深圳科技园，有一家名为“赛百诺”的国家级高新科
技企业。它早在2003年就研制生产出世界上第一个基因治疗药
物“今又生”并获准上市。这一世界级的创新成果被当时世界
权威专家认为是基因研究和生物高技术领域的一座里程碑。

沉下心来，坚持！

创造两个世界第一

“19世纪，人类有几个重要的科技成果，阿波罗登月、核爆炸
和基因的解密赫然在列。而基因的解密又推动着科学家去研究如何
利用基因来治疗疾病，探讨基因和人的关系、和生物的关系。21世
纪，人类如何利用生物基因的特性来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
式以及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赛百诺公司总裁徐卫
是这样认识她正在做的事情的。

沉下心来，坚持！赛百诺公司在十几年的基因治疗研发中，累计
投入十几亿元。目前，在中国使用“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的专
家已达1000多名，并成立了由300多名三甲医院肿瘤治疗专家组成的
临床专家委员会，参与基因肿瘤治疗药物在临床上的研究。同时，赛
百诺还吸引了 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 1位诺贝尔奖提名者的加入，共
同研究基因在临床领域的应用。赛百诺不仅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基因
治疗人群，而且在国内外学术刊物累计发表的科研论文已达 230 多
篇，奠定了我国在基因治疗疾病领域的领先地位。

十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曾经说道，
“赛百诺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一是研发了世界上第一个基因治疗
药，至今西方没有一个可相媲美的基因治疗药物上市；二是世界上第
一个基因治疗的6年随访结果问世。”

2006 年 10 月 30 日出版的美国 《时代周刊》 对赛百诺基因技术发
明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些生物技术领域的发明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
式，并将确定中国作为科学超级大国的地位。”

赛百诺的技术创新对中国乃至世界基因制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
国基因制药生产的基本技术规范就是根据赛百诺公司的生产实践过程
草拟制定的。该指导原则的英文版全文也在《Biopharm International》
杂志中首次向全世界公开发表，供全球同行参考，成为中国为全球制
定的一份重量级的技术标准。

向全球提供数据

占据基因治疗高点

p53基因是人体抑癌基因。赛百诺的“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
治疗肿瘤的基本机理就是把正常的p53基因通过改造的五型腺病毒载
体带入肿瘤细胞，代替原细胞中突变的p53基因，从而使肿瘤细胞的
生物学行为转为正常。对于不能逆转的肿瘤细胞，“重组人p53腺病毒
注射液”可以诱导肿瘤细胞程序化死亡；“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
还可以和其他治疗肿瘤的方法联合应用，增加肿瘤组织对于放疗和化
疗的敏感性，成为继手术、化疗、放疗三种传统治疗肿瘤外的第四大
治疗方法。

一些临床试验证实，“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对40余种主要实
体瘤均有显著性疗效，它能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却对正常细胞几乎
没有任何影响。

“‘重组人 p53腺病毒注射液’上市已经 10年了，赛百诺在基因治
疗产业上也领先了 10 年，占据了全球基因医疗及基因治疗的制高
点。”徐卫说，目前，全球基因治疗临床应用的主要数据，大部分来
源于中国的赛百诺和中国临床专家的联合科研，“其他地区基因治疗
药物主要是在动物身上实验，我们已经进入肿瘤临床应用。”由于基
因药物大量的应用转化研究，和上十万人的使用，赛百诺已经总结
了大量的临床经验以及科研成果，为肿瘤的治疗新方法提供了非常
重要的安全数据和有效探索。

随着产业技术实力的增强以及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推动生
物医药开发新型以及创新药物已经成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下一
个产业蓝海。加强“重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在基因精准医疗
中的应用研发，将为人类预防和治疗癌症作出积极贡献。

树立生物产业标杆

打造“基因治疗之都”

在世界范围内树立生物医药产业标杆，研制并拥有了世界
领先基因治疗药物——“重组人 p53 腺病毒注射液”，筹建

“赛百诺基因医药研究院”等基因医药龙头项目，申请7项国
内发明专利和 4项国际专利……赛百诺正在形成以中国为核
心的基因治疗世界之都。

目前，赛百诺专注于肿瘤和心血管疾病治疗的两大技术
平台，成立了由多位院士为成员的公司科技专家委员会，
利用已建立的基因治疗制剂研发平台、产业化平台和市场
营销网络，积极引进国内外一批前景较明确的基因治疗制
剂在研品种，大力支持、推进其在赛百诺研发大平台上进
行产业化和市场化。

为适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赛百诺以世界领先
的基因治疗技术为基础，依托多年建立的临床专家、研
发团队，建立“互联网+”基因医疗大数据平台，利用
先进的基因检测技术，提供基因药物的研发、中试、产
业化服务；提供基因的检测、基因突变监测诊断诊疗服
务及精准医疗服务；提供基因健康的大数据服务，形
成以基因医疗为特色的全产业链产业集群，推动深圳
的医疗旅游、医疗养老等相关产业发展。

社科普及周 全民学知识

2003年，首届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举办，此后每年
举办一届。作为深圳市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传播主流文
化的一大文化品牌，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一直秉承着

“宣传社会科学知识，推介社会科学成果，提升市民文化
素质，促进城市文明建设”的宗旨，通过举办一系列知
识性强、传播面广、参与度高且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激发了深圳市民爱科普、学知识的热情，培育了深圳人
文社科这片沃土。

深圳社科普及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普服务于
民。从举办第一届社会科学普及周起，深圳社会科学普
及周的口号就非常明确：“让社会科学走向社会”。换言
之，就是要让社会科学逐渐走出学术的圈子，走向普通
人，这是社科普及周最初的出发点，也是它在过去的13
年里的行动指南。

在活动内容上，深圳社科普及周坚持实际、实用、
实效的原则，重点围绕市民的需要，策划设计市民喜闻
乐见的科普活动，如每年都会举办的“生活大百科”大
型义务咨询，深圳市26个学会 （研究会） 开设“咨询摊

位”和“展示台”，组织有关专家就劳动就业、社会保
障、法律纠纷、证券投资、财务管理、婚姻家庭、心理
卫生、青少年教育等市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答疑
释惑，为市民轻松找到解惑的良方，提高生活质量。另
外，还有有奖知识竞答、演讲比赛、文物鉴定讲座、展
览、音乐会等许多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在活动形式
上，坚持贴近市民，采取现场、报纸和网络等多种参与
方式，方便市民参与。例如，主题知识竞赛从最早的通
过报纸答题，到现在通过网络答题；征文活动也顺应时
代潮流，开设了微博征文。这些内容和设置，都是从市
民的角度着眼，让社会科学理论亲近市民，让人文精神
渗透到千家万户。

文化学者胡野秋认为，社会科学普及周的意义在
于，逐渐让象牙塔里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甚至研究过
程，还原到社会，还原到民间。让老百姓知道社会科学
研究的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人们的生活因为有了社
会科学的研究，可以得到改善和提升。

文化大讲堂 免费开讲座

今年 4月，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迎来了第 1000场讲

座。自2005年6月起，以“鉴赏·品位”为主题的大型公
益文化普及活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正式启动。十
多年来，大讲堂秉承“弘扬人文精神，发展公共文化，
丰富市民生活，提升城市品位”的主旨，讲文学、讲艺
术、讲科学、讲修养、讲人生。

市民文化大讲堂以广大市民的需求为导向，内容既

兼顾大众化、通俗化，又注重学术性、前瞻性，涵盖了
时事热点、生态环境、文学艺术、休闲文化、军事、科
学、心理、教育、法律、经济、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
先后邀请 684 位嘉宾登台主讲。他们中既有汤一介、李
欧梵、陈鼓应、成中英等皓首穷经的学者，也有易中
天、于丹等学术名人；既有王蒙、金庸、白先勇、莫
言、二月河等斐声文坛的作家，也有姜昆、谢芳、郑小
瑛、王刚、陈佩斯等演艺大家。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不需要预订座位，也不需要买
门票，每个周末，大讲堂在深圳图书馆准时开讲，敞开
大门欢迎所有市民。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干部、教
师、学生、外来工、离退休人员……很多深圳市民把这
里当成了自己的精神殿堂，看作是最享受的周末休闲活
动。有的人1000多堂课几乎一堂未落，听课笔记记满了
一本又一本……有位市民幽默表白：“在这里，我们可以
听到如此多的名师名课，花两小时就能知道各行各业的
最新成果，我感觉自己享受到了‘博士待遇’。”十多年
来，市民文化大讲堂受众累计达上亿人次。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不断增添城市中的精神含量、
学术含量、科学含量、知识含量，营造了深圳尚德崇
文、勇于探索、昂扬向上的城市文化氛围，在全国创造

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文化全民共享的新模式。2009年，大
讲堂荣获文化部“第三届中国文化创新奖”；2010 年，
被列为“文化部中国十大文化创新工程”，并于 2011 年
成功通过“国家文化创新工程”的复检；2011年，被评
为“深圳市全民读书示范项目”；2014 年，获全国终身
学习活动周工作小组与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共同颁发的

“终身学习活动品牌”称号……

百课下基层 送课到门口

“百课下基层”是由深圳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委讲师
团承办的理论宣传品牌活动。该活动服务广大干部群众
的理论学习，努力解决基层单位和群众的思想认识问
题，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刚健的文化观和健康
的生活观，使之切实获得理论普惠。

深圳市委讲师团通过整合全市社科理论专家资源，
从高端学术精英、学者型领导和基层宣讲三个层次，建
立了一支学术水平高、讲课效果好的宣讲队伍。在宣讲
专题的设置上，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通过 4个途径
确定宣讲专题：一是基层单位上报宣讲专题。每年基层
单位都会根据实际需要，上报宣讲计划，以此增加专题

设置的针对性。二是调研座谈征集专题。通过深入到街
道、工厂、社区、学校、部队等有代表性的基层单位进
行调研座谈，与基层党员群众面对面，听取他们的意
见。三是专家分析论证专题。在收集意见的基础上，邀
请市委党校、市社科院、深圳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和一线
教研人员进行分析论证。四是组织机构整合专题。据统
计，11 届深圳“百课下基层”活动累计宣讲专题百余
个，其中60%源于基层单位的建议。

深圳“百课下基层”宣讲活动还被称为“流动的课
堂”、“百姓课堂”。活动方采取了多种多样贴近基层实际
的宣讲形式。具体表现在 3个不限：一是不限条件。只
要基层有需要，不论条件好坏，都要安排宣讲活动。二
是不限形式。听课人员不多的，就围坐在一起，进行座
谈互动交流，既有几百人的大讲堂，也有十几个人的小
圆桌。三是不限时间。有些工厂企业，白天有生产经营
活动，需要安排在晚上的，就上晚间课。

10 余年来，“百课下基层”累计宣讲超过 1000 场
次，覆盖全市机关、街道、学校、企业、社区、连队等
基层单位，受众达35万人次，实现了理论普惠。深圳市
委宣传部讲师团因打造“百课下基层”宣讲品牌被评为

“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受到中宣部工作表彰。

深圳三大平台助推理论惠民

让社科魅力绽放象牙塔外
谢运娣 赵鹏飞

日前，第十四届深圳社会科
学普及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中。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社
科普及周共举办社科专家带你看

“深圳文化名片”、“生活大百科”
大型义务咨询、社科知识竞赛、
系列讲座进机关进军营进校园、
深圳首届青少年国际礼仪大赛等
八项活动，向深圳市民普及社科
知识。

近年来，深圳积极打造深圳
市民文化大讲堂、百课下基层、
深圳社会科学普及周三大主要理
论传播平台，使广大市民熟悉、
掌握了大量社会科学理论知识，
提升了市民的人文素养和城市的
文化品位。

深圳，一座因创新创业而闻名的城市，一个又一个精彩
的创新创业故事成就了这个城市“梦想之城”的美誉……

探索人类基因的秘密
——深圳赛百诺的创新创业故事

杨 莉 程全兵
赛百诺的专家技术团队

社科普及周“生活大百科”大型义务咨询活动吸引众
多市民参与。

社科普及周“生活大百科”大型义务咨询活动吸引众
多市民参与。

“百课下基层”让理论普惠于民。“百课下基层”让理论普惠于民。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座无虚席。

赛百诺率团参加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 （AS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