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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溢

“我们创制的国际先进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在国
内外累计应用超过3000亿羽份，对我国和相关国家高致
病性禽流感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日举行的黑龙
江·2022年生物经济科技创新发展论坛上，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禽流感参
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分享了运用生物技术在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领域取得的成果和经验。

“过去 20年间，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开展了禽流
感病毒‘发现、认知、防控’的全链条研究，获得了 4个国
家一类新兽药注册证书，这些都是真正的从‘0’到‘1’的
突破。”陈化兰院士介绍。

狡猾的病毒在不断变异，为此，陈化兰院士带领团队
对禽流感病毒进行了系统的监测，对其进化、变异、传播
等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
发现。团队研发的新型H5/H7禽流感二价灭活疫苗，使
H7N9病毒在家禽中的流行得到有效控制，并成功阻断
了人感染H7N9病毒，因此被誉为“从动物源头控制人畜
共患传染病”即“人病兽防”的成功典范。

2020年 1月以来，新型H5病毒在全球 20多个国家
引起禽流感暴发，导致上亿家禽被毁。而我国因为有了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免疫，家禽无恙。

无独有偶，哈兽研在非洲猪瘟疫苗的创制方面同样
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非洲猪瘟是世界养猪业头号杀手，多个国家研究的
非洲猪瘟疫苗都无法提供有效保护。2018年非洲猪瘟
传入我国，哈兽研国家非洲猪瘟专业实验室经科技攻关，
于 2020年初创制了技术层面上第一个安全有效的非洲
猪瘟疫苗，按兽药评审要求，目前已完成15000多头猪的
临床试验，该疫苗对家猪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为何能如此快速取得疫苗研制的成功？陈化兰院
士分享了哈兽研的经验，因为有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
的投入积淀，包括P3、P4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平台支
撑，高标准的 SPF猪生物材料保障，成熟的疫苗产业化
中试基地，研、产、用一体的协同创新机制，高素质的、
有担当的科研人才队伍。同时，研究也获得了农业农
村部畜牧兽医局、国家及各省动物CDC、国家动物疫病
防控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以及黑龙江省有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

陈化兰

疫苗研发
实现从“0”到“1”的突破

□本报记者 彭溢

在新冠疫情中，对于空气、污水、跨境物流等的消毒，
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如何高效阻断病毒传播？在近日
举行的黑龙江·2022年生物经济科技创新发展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马军介绍了他带
领团队研发的新型绿色消毒技术成果在疫情防控一线取
得的显著成效。

马军院士介绍，冷链物流是病毒传播的高风险环节，
常规消毒剂如84消毒液、二氧化氯等在冷链物流低温条
件下消毒难度大、操作时间长、消毒剂易结冰，影响消毒
效果。为此，开发操作简便、环境适应性强、无二次污染
的新型绿色消毒技术，对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阻断病
毒的传播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在疫情期间，马军院士团队投身于医院废水处理和空
气消毒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工程院《关键风险节点消毒效
果与优化控制策略专题研究》《绿色消毒方法与技术应用》
攻关项目中，他带领团队依托在臭氧高级氧化理论与技术
领域30余年的研究积淀，研发了“臭氧高级氧化绿色消毒
技术”及“臭氧高级氧化物联网远程监控一体化装置”。

2020年10月，某市的码头和一些冷库内储存的货物
感染了新冠病毒。传统消杀方式需将货物搬运逐层消
毒，不仅有人员感染风险，消毒需时长，而且仍可能存在
消杀死角。马军院士团队临危受命，运用最新研制的“臭
氧高级氧化空气消杀物联网远程监控一体化消毒装置”
对现场进行了消毒作业。“该技术穿透力强，可实现无死
角消毒。”马军院士介绍，通过疾控部门组织的现场权威
检测，新冠病毒阳性样品全部转阴。

2020年至今，臭氧高级氧化绿色杀菌消毒技术已对
我国相关物流、医院、边境口岸、海关、大学冷库等众多关
键场所或货物进行应急消毒或预防性消毒，实现了对病
毒传播途径的有效切断。

在此次论坛上，针对冷链物流消毒作业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马军院士团队提出涵盖冷链货物全生命周期
的多级绿色屏障消毒体系，即对冷链货物全生命周期
的五个关键节点：冷链加工、贮藏冷库、冷链运输、销售
终端和后销售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消毒措施和防护
手段。特别是针对国际通关货物，从货船冷库、汽车运
输、岸上冷库储存等多环节多级屏障消毒，减少搬运人
员感染概率，达到高效杀灭病毒、切断病毒冷链传播途
径的目标。他说，臭氧高级氧化具有消毒副产物少、环
境残留量低、安全性高等优势，建议在冷链物流及高风
险货物常态化消毒阶段，推广使用臭氧高级氧化等绿
色消毒技术，并在进一步提高此类技术消毒效率等方
面继续开展深入研究。

马军

杀灭病毒
新型绿色消毒技术无死角

□文/摄 本报记者 彭溢

“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黑龙江省科教资源丰富，近一半的高校院所研究领域与
生物经济具有一定相关性。在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农业农
村厅、省科协和市科技局等行业主管部门的培育和支持下，取
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由省科学院牵头，省微生物学会、省生
物工程学会联合，征集梳理了省内20余所重点高校院所在生
物经济领域取得的 108项成熟科技成果，在近日举行的黑龙
江·2022年生物经济科技创新发展论坛上，展示推介了在生
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等生物经济重点领域
的部分优秀成果。

生物医药领域→
行业应用90%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王笑梅团队研发的
“禽白血病特异性抗原检测试剂盒”，突破了产业化技术瓶颈，
可实现禽白血病快速检测，各项指标达到或优于同类进口试剂
盒，使我国禽白血病净化摆脱进口依赖，现已在全国约90%以
上的大型育种与养殖企业应用，检测直接成本降低30%以上。

生物农业领域→
防治害虫100%

中科院东北地理所李春杰团队研发的“新一代昆虫病原
线虫生物杀虫剂”，突破了农作物虫害传统的化学防治技术，
对根蛆类害虫防治效果高达100%，对蛴螬类及地老虎类害虫
防治效果达 80%以上。目前已累计示范 2万多亩，减轻了地
下害虫化学农药防治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

生物制造领域→
生长量增加30倍

东北林业大学李玉花团队开展的“5吨级药用植物生物
反应器平台（人参培养根）”研究，利用新鲜林下人参根诱导快
速获得大量人参培养须根，培养6周生长量增加30多倍，活性
次生代谢产物积累等同6年生栽培人参。生物反应器大规模
生产人参皂苷技术属国内首创，具有技术优势。

生物环保领域→
突破关键技术

省科学院能源环境研究院的生物质能刘伟团队开展的
“有机废弃物制备生物天然气”项目研究，突破了寒区多原料
高浓度厌氧发酵关键技术，解决了冬季生物天然气工程连续
稳定运行的行业难题，利用农业秸秆、粪污生产出具有清洁能
源属性的生物天然气，减少了碳排放，该技术已在密山、伊春、
大庆生物天然气工程中实现日产沼气3万立方米。

一批批科研工作者在潜心研究、攻坚克难，一项项科技成果
成熟落地，正助力生物经济成为龙江振兴发展新的重要增长极。

生物科技
优秀成果看过来

科研人员研究抗原检测试剂盒科研人员研究抗原检测试剂盒。。

杀虫剂应用示范杀虫剂应用示范。。

人参培养根项目研究人参培养根项目研究。。

““有机废弃物制备生物天然气有机废弃物制备生物天然气””项目投产项目投产。。

陈化兰院士陈化兰院士（（中中））指导团队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究指导团队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树江吴树江摄摄

马军院士在科研中马军院士在科研中。。图片由本人提供图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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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6项国家级特等奖，6项全国冠军，37项
国家级一等奖……

1212
李琳昊和他的

队友荣获全国四强。

□本报记者 赵一诺

深夜的校园十分安静，哈尔滨工业大学格物楼613教室里灯火通明。
起步、疾驰、冲刺……小小的智能车在赛道上风驰电掣，一群学生正聚精会

神地盯着电脑上的数据变化，小车的每一次提速和过弯，都牵动着他们的神经。
这里是哈工大智能车创新俱乐部的实验室，这群在深夜里忙碌着的“追风少

年”，就是哈工大紫丁香智能车队队员，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备战即将开赛的全
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怀着对登顶夺冠的向往，队员们不断打磨自己的技术、改进设计方案，一
遍遍向目标发起挑战。自2010年成立至今，车队已荣获6项国家级特等奖，6
项全国冠军、5项全国亚军，37项国家级一等奖、22项国家级二等奖、63项东北
赛区奖……在这间教室里，一辆小小的智能车每天都在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走进哈工大格物楼 613室，记者不
禁被眼前的“证书墙”所惊艳——30余
张获奖证书记录了紫丁香智能车队的辉
煌战绩。约50平方米的房间内，摆满了
焊接用的各种工具、测试跑道和智能车。

“一辆智能车不是简单的零件拼凑，
而是一个控制、电子、计算机和机械等多
学科知识的系统整合。”该校智能车队学
生负责人、电气学院2018级本科生荣振
帅向记者介绍，一款智能车的“诞生”，需
要先在电脑上编好程序，再将这堆花花
绿绿的“小玩意儿”搭载于车身，让小灯
亮起来、电机转起来，使小车在模拟真实
环境的赛道上飞速跑起来，完全自主地
完成驾驶及比赛任务。

对于第十四届比赛队员、2017级本科
生李琳昊而言，从对编程一无所知到斩获
国家奖，眼前这些“小玩意儿”，为他打开
了在专业学习上“打怪升级”的大门。

在一次备赛中，李琳昊遇到了一个

困扰自己很久的难题：小车驱动板一旦
跑快就会烧坏。他和队友把小车拆了
装，装了拆，在反复测试了100多个元器
件后，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在给电路
板铺铜时，因改动了元器件位置，导致
GND变细，所以电流一大便会烧掉。虽
然那次经历影响了备赛速度，但却让他
对书本上的知识增添了敬畏心，从此细
心对待每一次比赛。一个“赛车梦”，将
不同专业的人聚在一起。为搭建一辆性
能稳定、符合预期功能的智能小车，大家
不分白天黑夜研究测试。李琳昊说，长
达十个月的“马拉松式备赛”考验着每一
位队员的意志与决心。但当小车跑起来
的时候，课本中枯燥的知识便跟着有了
活力，你的学习兴趣会被瞬间点燃。

目前，紫丁香智能车队汇聚了全校工
科相关专业的100余名队员，他们发挥所
长，不断在实践中挑战车速极限，用多元
的思维火花碰撞出更完美的设计方案。

宋建峰第一次接触智能车，是在
2009年读大三期间。当时智能车比赛
还“无人问津”，在班主任的指导下，经
过三个月仓促准备，他代表哈工大参加
第四届全国智能车东北赛区比赛，因小
车在赛中三次冲出跑道，获得“优胜
奖”。

他不甘。第二年，他拉上好友郭霄
亮卷土重来，再次参赛。在学校和学院
的支持下，赛前准备、经费投入和场地
条件都有了极大改善，最终在第五届全
国智能车比赛中冲进国赛，为哈工大争
得了该赛事的第一个全国一等奖。

得奖后，他和郭霄亮商量，要给哈
工大智能车队建一个根据地，聚集一帮
敢想敢干、敢拼敢玩的人。2010年 11
月 11日，哈尔滨工业大学智能车创新
俱乐部正式成立。

成为紫丁香智能车队创始人之一，
宋建峰想把比赛经验和技术传承下
去。在学校的支持下，俱乐部每年面向
全体队员开展 9个月的技术培训。在

为新队员进行智能车知识普及和比赛
经验传授后，要求老队员带新队员一起
做出一辆真正的车来，从电路板的设计
和焊接、舵机转角的调试、舵机臂的安
装到后轮性能的磨合，都需要他们亲自
完成。接着，所有队员将在一年一度的
智能车大赛中历练成长。

“除了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
识，我还收获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
学会了如何去做车，如何去面对困境与
挫折。”在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的同时，
队友们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
同从荆棘中走来，又一次次义无反顾地
向新的高山发起挑战。

每到暑期，车队便进入最忙碌的备
赛阶段，为了保障整体进度，每个队员
都像一个陀螺一样转不停，为即将到来
的比赛作最后冲刺。除了上课，队员们
都会泡在实验室“闭门造车”。“回家的
车票买了又退是常规操作，放假什么的
是不存在的！”宋建峰说，正是这份坚
守，才成就了车队的辉煌。

小小的智能车，凝聚着所有人的心
血，见证着队员一路走来的成长。哈工
大智能车创新俱乐部也成为该校重要
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基地之一。

“用心呵护、精心培育，努力将今天
的小团队培养成明天的大企业。”该校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哈工大构建

“课程、项目、平台、保障”四位一体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坚持项目学习、大创计
划、学科竞赛、创业实践四年不断线、层
次化推进，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
业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从对智能车一窍不通的“小白”，到
拿到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高京哲说，
这得益于学校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学长
学姐们的耐心传教。

2015 年，他带领团队参加光电平
衡组国赛决赛，就在开赛前的 5分钟，
负责发车的队友发现单片机内参数全
部丢失，这将导致小车失控，对团队来
说是致命打击。听到场内队员的反馈
信息，场外队友心急如焚。高京哲却冷
静沉着，他凭借对小车每个细节的了然

于胸，迅速找到问题，用不到一分钟的
时间重新设置参数，小车在没有经过任
何调试的情况下直接登上赛道。

发车了，所有人的心与小车紧紧连在
了一起，跟随它穿越障碍、过S弯、爬坡道，
最后冲向终点，全国第四！团队挥臂呐
喊，高京哲许下承诺，“要传承学长们的精
神，和俱乐部一起创造更大的辉煌！”

这一传承，便是十年时光。难忘那
些挑灯备战的夜晚，他们一起趴在地上
修改程序，一起看凌晨 4点钟的太阳。
无数次激动人心的比赛，场内蓄势待
发，场外翘首以盼，共同留下耀眼的战
绩。小车总要停止，他们却像智能车一
样，在追风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10余年来，紫丁香智能车队队员
广泛活跃在全国各项创新创业赛事中，
上千名学生在这片创新热土上施展才
华，带着收获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中，
有企业估值过亿的创业精英，有致力于
前沿技术研究的学术中坚，也有热爱挑
战、追求卓越的行业翘楚。

“每当回到学校，都要到智能车俱
乐部的实验室转一转。那里有家的感
觉，能让我在梦想出发的地方寻到坚持
下去的力量。”宋建峰说，和队友共同度
过的日日夜夜成为他受益一生的财富，
定会在飞驰的人生中闪闪发光。

多学科交叉，擦出多元火花

热爱与坚守，实现“零的突破”

创新俱乐部，成了人才培养基地

李琳昊在场上
擦拭轮胎、检查车
模。

车队队员深夜
备战。

第一次踏上全国赛场的哈工大智
能车队。

本文图片由哈工大、受访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