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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远望台

近日美国加州洛杉矶 Cedars-Sinai医学中
心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公布了他们对 792名胖
人、瘦人和中等身材人士口腔呼出气体的普查
结果。

根据呼吸测试，可以将人群分成 4类：正常
呼吸成分、高浓度甲烷、高浓度氢气、高浓度甲
烷与氢气。

口腔呼出高浓度甲烷和氢气者体重指数和
脂肪比偏高。换句话说，就是这两种气体的大量
产生，标志着体内存在与肥胖有关的微生物。

科研人员发现，当消化道内寄居着史氏甲烷
短杆菌 [Methanobrevibacter smithii （M. smithii）]

时，口腔就能大量呼出上述两种气体。
不过，以前的研究表明，史氏甲烷短杆菌是

人胃肠道的优势菌，只产甲烷。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史氏甲烷短杆菌利

用其他细菌产生的氢气来合成甲烷，这样就促进
了产氢细菌的疯长，导致它们从食物中更有效地
摄取营养，人体也会因食物消化吸收更彻底而
“多吃多占”，不发胖才怪哩！

以上结果通过使用抗生素前后的口腔气体
测试得到确认。这就是为什么说，肥胖不完全取
决于吃什么或吃多少，而是由肚子里面的“小精
灵”———史氏甲烷短杆菌说了算。 （禾木）

生物基塑料自诞生之日起就为塑料行业
描绘了一幅诱人的前景：塑料不仅可以卸下
“白色污染”的黑锅，还可以摆脱对石油资源的
依赖。

由此看来，发展生物基塑料就成为塑料工
业领域一个令人兴奋的板块。而作为生物基塑
料家族中的当家品种，聚乳酸以其良好的可降
解性愈发受到企业的青睐。

四川柯因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柯
因达）是一家在成都生根的民营企业，该公
司利用玉米类谷物淀粉及秸秆，研制出可以
完全生物降解的聚乳酸塑料袋膜。在董事长
叶文彬看来，他们生产的“玉米塑料”甚至都
可以拿来“吃”。

聚乳酸成环保材料生力军

聚乳酸也称作聚丙交酯，是以玉米、小麦、
木薯等淀粉为最初原料，经过酶分解得到葡萄
糖，再经过乳酸菌发酵后变成乳酸，最后经过
化学合成得到的生物降解热塑性聚酯。
在当今石油资源日益枯竭和全球提倡低

碳环保的大环境下，聚乳酸因其使用后能完全
被自然界降解，且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其技
术的开发就成为塑料行业研究的热点，从近几
年聚乳酸相关专利的申请数量就可见端倪。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检索平台获得的

数据显示，聚乳酸相关专利申请数目多达
1025条。其中，2008年数量最多，约占各类生
物降解塑料申请总量的 38%，应用涵盖医用、
包装、装备制造、材料合成等众多领域。
曾任全球规模最大聚乳酸生产企业 Na-

ture Works 中国区首席顾问的甄光明认为，
聚乳酸是未来最有希望撼动石油基塑料传统
地位的降解材料，也将成为生物塑料的主力
军。他预测，到 2020年，全球聚乳酸市场将会
达到百万吨以上。
面对全球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国内陆续

涌现出众多聚乳酸生产厂。记者通过对国内在
建项目的调查发现，不少企业都在建立千吨级
规模的聚乳酸生产线，有的甚至达到万吨级。
值得关注的是，一家在业内相对低调的企

业柯因达，却把精力放在对材料的改性上，专注
打造“薄”而“强”的聚乳酸生物降解塑料袋。

技术决定质量

早在 2008年，柯因达研制的可降解“玉米

塑料袋”就被纳入北京“绿色奥运”的采购范
围，成为奥运会指定包装袋。
叶文彬对《中国科学报》记者称，玉米塑料

是一种全新的产品，其基本成分是由天然玉米
淀粉或植物纤维提炼成葡萄糖，经发酵、聚合
等过程制成的聚乳酸高分子材料。
“这种材料在堆肥条件下经过 3~6 个

月，就可以彻底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并最
终当做有机肥施入农田，成为植物养料。”叶
文彬说，“更为奇特的是，玉米塑料中加入一
种成本低廉的药物后，还能在短短几分钟内
分解掉，这对于处理那些医药塑料垃圾更为
方便快捷。”
不过，让叶文彬引以为豪的并不只是玉米

塑料产品的降解性能，更是他们能够采用吹塑
成型的方法，把聚乳酸含量大于 80%的粒料吹
塑成厚度仅为 0.008mm的薄膜，还可以同聚乙
烯一样进行印刷。
据了解，聚乳酸膜类的加工方法有双向拉

伸、淋膜和吹塑等。吹塑是指将聚乳酸树脂经
过熔融挤出，在吹膜机的模头经压缩空气的吹
胀，通过调节牵引速率及吹胀比例，使薄膜达
到符合要求的厚度及强度。
“薄膜中聚乳酸成分越多，吹塑的难度就

会越大。”叶文彬表示，对于纯聚乳酸材料，断
裂伸长率仅为 4%，直接用来吹膜容易撕裂，韧
性不强。为此必须将聚乳酸材料进行改性，或
者通过与其他材料复合形成的方式，来改善相
应的理化性质，才可提高其应用性。
为了提高聚乳酸的热性能、韧性和加工性

能，柯因达采用共聚的方法首先对聚乳酸进行
改性，然后加工得到性能更好的颗粒，再以吹
塑的方式成膜。
叶文彬称，改性后聚乳酸薄膜经过检测，

拉伸强度＞33Mpa；撕裂强度芏110N/mm；断
裂伸长率芏130%，所有的物理性能都可达到
使用标准。
叶文彬表示，目前，柯因达可以把聚乳酸

含量大于 85%以上的粒料吹塑成膜，并达到完
全生物降解和使用标准。

国内市场待开启

许多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生物基塑料的发
展轨迹应该是：降低成本———打开市场———消
费量增长———规模扩大———成本继续下降。很
显然，在这一轨迹当中，降低成本是首要问题。

对于企业而言，技术创新才是降低成本的
主要方式。叶文彬称：“通过改性，薄膜做得越
薄，使用的原料就越少，膜袋的价格也就越便
宜，市场竞争力就越大。”

如今，柯因达所生产的包装膜、保鲜袋、食
品包装袋、垃圾袋、收缩膜、无纺布等多种聚乳
酸产品，其中 5种已通过欧盟 EN13432标准，
获取 4份认证证书，同时也通过了美国 ASTM
D6400认证，获取了相关证书，在产品国际认
证方面居同行业前列。

另外，由于欧盟国家对生物降解塑料给予
补贴等优惠政策，所以，柯因达的大多数产品
都销往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而对于国内市
场的开拓，叶文彬也寄希望于北京、广州、上
海、成都等大城市尽快落实垃圾分类政策。
“北京的餐厨垃圾规定必须用可降解塑料

袋来装，装完以后再进入堆肥厂降解处理，所
以，垃圾分类政策一旦大面积推广实施，公司
实现产能目标就基本没有问题。”叶文彬说。

在叶文彬看来，玉米塑料行业的产业链
很长，既涉及农作物的深加工，又涉及新兴的
聚乳酸生产研究。同时，还意味着一个全新
的包装行业的诞生，甚至还可以应用于家具
制造业等。
不过，聚乳酸塑料以玉米为原料总会引来

“与人争粮”的质疑，叶文彬对此也很关注：“我
们的原料并非全部来自玉米，还有薯类，另外
也正在研究用秸秆或其他资源来代替。”

叶文彬称，他们还将继续推进聚乳酸产
业链的形成，并逐步在成都建立一个生物基
塑料研发生产基地，以此来推动国内聚乳酸
产业发展。
不仅如此，柯因达还正在和一些科研机构

合作，将分类的厨余垃圾装入柯因达生产的聚
乳酸袋，再加入生物菌，一周之内将袋和垃圾
完全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最后作为有机肥施
入农田。
“我们正期待着这一成果早日实现。”叶

文彬说。

“玉米塑料袋”：市场求生靠技术
姻本报记者李惠钰

前沿拾趣

一菌带多菌 肥胖惹上身

公司故事

中英文单字之间不能简单地照着字
典去生硬翻译，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单字会
有特定含义。我们都熟悉 hybrid是个很专
业的词，指的是杂交种，但字典告诉我们，
这个词本质上是混合物。最近一些年，
hybrid成为尽人皆知的词汇，用在汽车上
是指混合动力。这说明一个词汇的内在含
义是与时俱进不断演变的。同样，随着生物
技术的发展，与我们种子行业和植物育种
有关的两个英语词汇也有了特定含义，在
理解和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

Traits，我们理解为生物的性状。自从
转基因技术流行起来以后，它被赋予了特
定含义，那就是特指经转基因技术加入到
植物细胞里面的基因所表达的性状，例如
抗农达除草剂就是一个性状，Bt抗玉米螟
就是另一个性状，这类基因和性状将会愈
来愈多。因此，一个公司可以从另一个公
司购买性状，或者使用了别家公司的性状
需要付费等等就应运而生。

由于对这个词的错误理解，曾经产
生过“种中国大豆侵美国知识产权”的说
法，概念性错误就出在对 traits的误解。
如果新闻记者这样说似乎可以理解，但
科技人员这样宣传就是忽悠，是为了套
取国家经费而误导社会公众的说辞，属
于偷换概念，不足为信。

为了区别，科学家使用另一个词汇，
characteristics这个词表面看也是性状，查
字典知道，character是指性格、品质、特
征等。这个词不会演变成商业领域所物
化的 traits。

另一个词也需要注意，那就是 genet-
ics，查字典只有一个意思，很明确，就是遗
传学。但近些年来，在种子产业范围内，这
个词汇的意思是研究植物的遗传特性，获
得相关知识产品，主要是指基因标记。这
些知识在现代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过程中
很关键，但需要付出大量投入，绝非海量 SCI论文所能够
解决。因此，公司之间可以购买转基因产品 traits的使用
权，但极少互相授权使用 genetics知识。我国的种子企业
还没有实力作 genetics研究，而科研单位基本上只写
SCI，也作不了 genetics研究。这是体制造成的，涉及到科
研立项机制和考评机制，所以中国的大学和科研单位都
不可能作育种所需要的 genetics研究。

这些词汇的内涵是怎么转变或发展的呢？科技人
员通常对科技词汇的理解比较严格，但技术产品一旦
进入商业领域就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和特殊含义。这
是商业的力量。我们曾经说过，中国玉米界有许多毫无
学术价值的争论，从产业角度来看，一点社会价值也没
有，可是中国玉米科技人员、专家教授们却没完没了地
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是由于中国玉米种子产业还很微
弱，于是专家教授们就显得很突出，他们可以很高调地
就一些没用的分歧争论得昏天黑地。一旦种子产业发
展了，这一切便都无足轻重，再无人喝彩。

前述 genetics也一样，将来只有依靠企业实力发展
了以后，由企业或企业支撑去实现商业育种所必需的
genetics知识才会成为可能。

（作者系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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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北京派特博恩生物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会议在四川成都召
开。会上，总经理杜转社总结了 2012 年各项
工作，并带领全公司人员深入讨论了如何树
立企业化思想，推行制度化管理。公司总部
还对优秀员工及团队进行了表彰。

在报告的开篇，杜转社提出“2012 年是
派特公司有史以来发展最好的一年”，据了
解，过去的一年中，派特公司举全公司之力，
启动对全国服务中心的全面深化建设工作。
通过开展服务中心达标、全员培训、多层次
学术活动推广等项目，夯实基础建设，提升
了服务水平。
“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受益，让每一

位患者获得更加专业、优质的服务而早日康
复。并且，在科技成果应用转化上又前进了
一大步。”杜转社告诉记者。

据杜转社介绍，2013 年将是公司大发展

的一年。派特公司目前正在对全国各大中城
市的整体布局作进一步延伸，以 200 多家服
务中心为基础的全国性连锁服务体系联动
密切，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对此，杜转社
认为：“发展不能停顿，不进则退。如果我们
停留在目前所取得的成绩上，并试图守住我
们现在的成果，而不是再创新再发展，我们
是守不住的。”他认为，只有树立企业化思
想、推进制度化管理才是出路。

据悉，北京派特博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从中国科学院实验室技术成果起家，逐
渐在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防治领域脱
颖而出，尤其是在宫颈癌前病变的预防应用
上，社会反响逐步扩大，其创新服务模式备
受行业关注，成为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的典
型案例。该公司计划每 2~3 年上一个台阶，
逐步往上提升，向目标靠拢，最终实现企业
化建设。 （王璐）

树立企业化思想推进制度化管理
派特博恩 2013年年度会议在成都召开

让叶文彬引以为豪的并不只是玉米塑料产品的降解性能，更是他们能够采用吹塑成型的方法，把聚乳酸
含量大于 80%的粒料吹塑成厚度仅为 0.008mm的薄膜，还可以同聚乙烯一样进行印刷。

本报讯 近日，由财政部会同农业部、中
国中化集团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同发
起的现代种业发展基金，在京正式成立。这
是我国为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而
设立的具有政府背景和市场化运作的种业
基金，基金首期注册资本为 15 亿元。

据悉，现代种业发展基金采用有限公司
形式，分别由中化集团、农发行、财政部各出

资 5 亿元，通过基金公司与新投资人设立子
基金、原股东增资等方式扩大募集规模，基
金募集目标为 50亿 ~80亿元。基金的经营期
限暂为 10 年，通过股权投资，重点支持具有
育种能力、市场占有率较高、经营规模较大
的高成长性“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支持
企业兼并重组，一般只参股，不控股。该基金
平台将整合政府部门、央企、金融部门的政

策、产业和资本优势，合力推进现代种业健
康发展，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支撑。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的成立，目的在于发
挥财政资金的政策导向作用，广泛吸引社会
资本和行业团队参与投资和管理，不断提高
农作物种业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和国际竞争
力，做大做强种子企业。 （黄明明）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成立最高募集目标 80亿

本报讯 人福医药近日宣布，参股子公司
武汉光谷人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人福医药持
有 32.52%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研发的基因
药物重组质粒—肝细胞生长因子注射液，获得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物临床试
验批件》，获准进行 II期临床试验。

据该公司介绍，重组质粒—肝细胞生长因
子注射液是以表达质粒为载体、肝细胞生长因

子为治疗基因的一种生物制品，能有效促进血
管生成，主要用于肢体动脉闭塞症、肢体静息
痛和缺血性溃疡等严重血管疾病。

据悉，这一药物由军事医学科学院与武汉
人福医药集团合作研制，目前正处于试验阶
段。

武汉光谷人福拥有人福医药与军事医学
科学院联合重点开发基因工程药物的平台，目

前已经开展 11个研发项目，其中在研的 5个
生物制品一类新药最具看点，研发进展比较领
先的有两大重磅基因生物药物———一是本次
获准进入 II期临床试验阶段的重组质粒—肝
细胞生长因子项目；一是重组腺病毒—肝细胞
生长因子项目，同样已进入 II期临床试验阶
段。这两个产品均有望 3~5年内上市，并对公
司业绩作出实质性贡献。 （郭康）

人福医药新产品获准进入 II期临床试验

派特博恩高管与部分获奖团队合影。

柯因达正在生产聚乳酸超市用连卷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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