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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世界生物制药制高点
——带你走进温州医科大学生物制药专业带你走进温州医科大学生物制药专业

李校堃院士李校堃院士

□俞寅琳 汀 兰

10月18日，2020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在温州

医科大学正式开幕。其中，大健康论坛——首届生

物药物与分子调控瓯江论坛暨之江科技论坛生长

因子与疾病峰会，搭建了医药健康领域的顶层交

流平台，为参会嘉宾带来了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和

最新的行业发展趋势。

会议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医大校长李校堃

说：“如何让自己成长为一名真正有家国情怀的医

生？希望大家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医者

仁心、大爱精神。学校会竭力为同学们创造最好

的学习环境。希望同学们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接近

大咖，拓宽眼界，以后也走出温医、走向国际，成就

更好的自己，成为学校的骄傲！”

温医大药学院生物制药专业的师生对此最有

感触。

温医大生物制药专业创建于2008年，设有生

物制药系。温医大生物制药专业在2019—2020

年全国生物制药专业排名中位列第二，是浙江省

一流专业、浙江省新兴特色专业，通过积极服务企

业创新和成果转化，形成特色鲜明的“产、学、研、

医一体化”的生物制药人才培养模式。

生物制药系有20多名专职教师，100%拥有博

士学位，60%具有海外留学经历，20%具有企业工

作经历。除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校堃，还有国家

“杰青”1人，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

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1人，国家“优青”

2人，省“杰青”、省“千人计划”等5人，国家教学名

师1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人。

团队以第一署名单位发表SCI论文150余篇，

其中在Nature、Cell Metabolism、Circulation

等影响因子10分以上期刊发表论文11篇，承担

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新药创制重大

科技专项、863计划、973计划等各项国家重大

项目，已立项国家自然基金共50余项，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1项，光华工程奖1项，中华医学科技奖

一等奖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二等

奖2项。

□俞寅琳

李校堃：中国工程院院士，微生物

与生物技术药学专家。他以第一完成

人获2009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和

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何

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谈家桢生

命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转化医学

突出贡献奖等重要奖项。

放眼中国科技界，优秀人才很多，

但杰出的领军人才很缺乏，犹如人才

有高原，却缺乏高峰。如何培养领军

人才？如何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助

其成才？为此，笔者专访了中国工程

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

开辟“先科研产业再教学培养”新路子

问：您怎么看待高校科研、产业与

人才培养的关系？

李校堃：大学的科研要以培养人

才为主线，要着眼于反哺教学。如温

医大生物制药专业，科研上先确立全

国顶尖地位，培育了科研土壤后再反

哺教学。多年来，温医大药学院始终

注重为人才培养建立平台，集聚各类

奖项资源，利用承接国家项目契机，大

力支持培养年轻人才。从顶层设计来

说，我觉得学科专业、科研平台、人才

培养需要一体化考虑，让人才在科研

项目和学术平台上流动，形成闭环，这

样培养的才是高质量的人才。

问：温医大生物制药专业的人才

培养模式独辟蹊径，该模式的产生背

景与发展关键是什么，成效又体现在

哪些方面？

李校堃：生物制药专业是一种新

型交叉专业，是我们面向未来的选

择。我的专业原本不是药学，而是医

学、病理和微生物。温医大邀请我当

药学院的院长之后，我就在思考如何

发展药学专业学科。在传统的老学科

中药制药和化学制药专业上，温医大

药学院很难超越省内其他高校。如何

转型？从交叉学科和生物制药入手，

从国际上领跑的生长因子研究项目入

手。生长因子的大分子研究，它的制

造、工艺、产业化，以及过程的调控，就

属于生物制药。

温医大的生物制药在全国起步较

早，成果也领先，所以我们决定用成果培

养人才。我们利用科研成果转化的实践

和已有的实验平台，给学生提供教学便

利和实践机会，增长了学生信心。这能够

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到这个专业发展。

目前，温医大生物制药专业发展前

景光明，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知名度。

生物制药是多数省份的重点支撑产

业，因此各地有很多师生在温医大研

修学习。这些年学生毕业后发展较

好，原因是学生学以致用。孙中山先

生办黄埔军校，是因为革命失败后，吸

取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经验教训。

以人才培养为重点，办军校以培养新

民主主义思想的人才，真正地为中国

的未来服务。生物制药是中国高附加

值的未来产业，开设本专业亦是为中

国的未来万亿产业提供一个技术人才

培养基础，这个成就应比做科研更为

重要。

培养领军人物在于情怀、使命、站位高度

问：大学如何培养领军人物？关

键是什么？

李校堃：人才培养不能存在急功

近利的思想。培养领军人物关键在于

教师，在于教师站位的高度，在于课题

负责人的情怀和责任心。

事业的发展需要创新的理念、创

新的科学、创新的方向。外界一定会

存在不同的声音，不能人云亦云。作

为科研人员，需要大仁大爱的科学家

情怀，不忘初心、持之以恒的精神；需

要坚持十年二十年，将一张蓝图绘到

底的毅力；需要沉下心，静住气，把自

身专业研究做深做透做细的定力。

如果科学家在自身领域中都实现领

跑，中国就会强大。研究的过程就是

培养人才的过程，年轻人可以习得教

师们愚公移山的精神，学会持之以恒

的毅力，形成扎实挖深挖透的学风。

温医大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空

间，使科研人员能够遵照科学规律

实践探索。2005年起就建立了5年

一次内考的制度，在这期间可以专

心研究所需的科研。这保证了我和

科研团队能够集中精力做专业发

展。如果一年一考核，则需疲于应对

科研以外的种种考核。因此，培养领

军人物，应该改变考核方式，更注重

长期目标的制定和实现。地方高校

更要把产学研用结合在一起，更应该

接地气。

问：科研指导教师的重要性体现

在哪些方面？

李校堃：人才的培养潜移默化非

常重要，这就需要科研指导教师心无

旁骛。如果一位教师执着追求科学理

论发展，又按照这个理念去实践，这样

带出来的学生肯定差不了，学生也一

定具备执着追求的态度；如果教师都

想图捷径，上面想做什么课题就拉几

个人来报课题做什么，明天又改弦更

张，就很难形成做深做透的团队。有

大家才能培养出杰出学生。

温医大的科研是以使命驱动的，

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学生从

本科时就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每

日与专家导师在一起，目见耳闻如何

学习研究，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会油然

而生。钱学森就是跟着导师开阔了视

野。在温医大，最拔尖的学生组成小

组，专业带头人定期给他们培训上课，

传播理念，培养情怀，很有作用。

大学主要就是为了培养优秀的人

才，科研宗旨应是合理利用投入的资

源培养人才，离开这个宗旨，即使努力

也都是盲目的、不切实际的。温医大

领先国际的生物制药学科可持续发展

的“道”，重点是人的因素，关键是在传

“道”。就像吉林大学原校长、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唐敖庆老前

辈，培养了7个院士学生，他对于“道”

的培养传承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也是

我们在坚持的。

如何培养科技界领军人才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

院士专访

李校堃院士和他的研究团队在一起。

培养科学家、工程师，
也培养“生物制药界的马云”

“精英培养，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开

启全产业链药学人才培养新模式，为中国

的未来万亿产业提供一个技术人才培养

基础。” ——李校堃

“很感谢母校温医大，最感谢肖健和李

校堃老师，因为是他们带着我一步一步接

触和了解科研，让我在本科时就找到了兴

趣所在，建立了信心，也找到了科研之路。”

本科毕业后被浙江大学录取免试直读博士

的沈晨杰，目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美国

科学学院院士冯国平教授实验室的博士

后，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在温医大4年期

间，沈晨杰成功发表SCI论文2篇，申请国

家发明专利1项；获“挑战杯”国赛一等奖，

被评为浙江省感动校园人物。

导师肖健感慨：“沈晨杰大二开始跟着

我做研究，常常深夜十一二点还在实验室，

很勤奋。可以说，沈晨杰的优秀是培养发

掘出来的。要个性化培养人才，导师责任

重大。”生物制药系主任蔡琳也说：“学生差

异很大，教师们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

学生，倾注所有的能力与精力。”

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温

医大药学院副院长黄志锋认为：“生物制药

专业最大的特色是育人导向精英化，育人

方式多元化。课堂育人，科研育人，协同育

人。”班级规模小，每个班只有30多名学

生。学生从药学院大类招生而来，一年后

根据成绩和意愿进入生物制药专业，大二

开始就有导师一对一进行辅导。视野比能

力重要。有海外和企业背景的教师打开

了学生的视野，带给他们丰富的资源，让学

生一入专业就了解学科前沿和未来努力的

方向。

生物制药专业另一个特色是教学内容

多元化，创新精神培养从本科开始。学生

们看到“我的未来在哪里”，更有学习的动

力。除了课本内容的学习，本科生进实验

室，参加研究生的讨论会。药学院还建立

了示范教学中心，把“迷你小工厂”带到学

校，让学生进企业，了解社会、产业、岗位的

需求。目前，生物制药专业有国家级精品

课程1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2门，国家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1个，浙江省精品课

程1门，浙江省一流课程11门。

从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来看，考研率在

60%以上，很多学生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浙江大学、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医科大学等

地深造。也有到世界500强公司、国内一

流制药公司工作，年薪很高，发展不错。

药学院副院长卫涛说：“经过多年的

探索与实践，以科技创新建设为龙头，以

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凝练学科方向，搭

建学术平台，形成了产、学、研、医一体化

的‘多元协同、全链贯通’的人才培养模

式。”全产业链药学人才培养模式，将企

业、科研院所和医院整合到学院自身的

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体系内，推进应用

型药学人才的培养。这样的培养模式，

既培养科学家、工程师，也培养“生物制药

界的马云”。

带着使命感工作，
创造科研团队氛围

“围绕中心，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每做一件事都充满希望。”

——李校堃

“没有李校长就没有这个专业，我们都

是被李校堃校长感召来的，他是我们的领

军人物。”温医大科技处副处长王晓杰说。

2004年，原温州医学院校长瞿佳四下

广州，代表温州向李校堃及其团队抛出最

具诚意的“橄榄枝”。当时，正潜心研究基

因工程表达技术的暨南大学教授李校堃欣

然接受。投入2000多万元，属于他的实验

室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给资

金、给平台、给团队……温医大尽己所能给

出优厚的政策，满满的诚意。一直怀揣着

“生长因子”梦想的李校堃踏进了温医大。

从此，每个深夜，在温医大校园东北角

的实验室里，灯火通明。在这里，李校堃和

团队先后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成纤维

细胞生长因子表达及纯化技术、新机制的

发现。

2019年11月，李校堃成功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成为温州本土诞生的首位院士，

这是全国高校生物制药专业唯一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他也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教育部生物药物创新团队负责人。

2005年，李校堃初到温州时，跟随他而

来的团队只有10来人。如今，这个团队已

有100多人。团队中的不少年轻人已成长

为国家“杰青、万人、优青”等各类人才。

肖健，当年随科研团队一起来到温

州。无数个夜晚，他们守着一个个关键性

的实验不敢合眼。有一次他们开会商讨生

长因子新药的开发，当话题谈到该选哪类

适应症患者作为实验人群时，大家产生了

分歧。因为选择的实验人群不同，就意味

着新药的开发方向和使用剂量、时间有所

改变。“那天，我们一直辩论到凌晨3点。其

实，这样的讨论也是常态，我们的科研氛围

很好。”他说。

如今，肖健是温医大研究生院院长、药

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材料制剂与再生

医学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获批国家优

秀青年基金，入选浙江省高校创新领军人

才、浙江省“151人才工程”。他参与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

王晓杰也是当年追随李校堃到温州的

团队一员。王晓杰原来是一位企业老总，

在企业的年薪有百万元，但她一直愿意在

这个团队。问及为何留在这个团队，她说：

“大学既能教书育人，又能进行新药研究和

转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由探索。”为解

决人类的疾病而工作，很有动力。“引导学

生找到兴趣所在，帮助他们实现个性化成

长，多么有使命感！带着使命工作，责任感

便能产生动力。”她说。

“李校长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其余时

间都在工作，甚至在动车上还给我们开视频

会议。他精力充沛的工作状态也激励了我

们。”卫涛说。王晓杰也说：“李校长深夜12

点打来电话，我们家属都认为是正常的。”

校企深度合作，
打造生物制药界的华为

“我希望且有信心，生长因子产业能够

推动万亿产业的发展，推动科研发展，培养

一批中国真正的高技术产业人才和未来世

界领军人物，打造生物制药界的华为。”

——李校堃

今年7月，2018级生物制药专业学生

陈胜云很高兴：“体验全产业链，未来我可

以做企业家了。”他亲身体验了生物制药发

酵、纯化、冻干的操作过程，通过虚拟仿真

技术展现生物制药企业实际生产场景，进

行大输液等实际岗位培训。他和同学们在

乐清市生命健康产业园（温医大药学产教

融合示范基地）、温医大中试基地和生物制

药虚拟仿真教室等地开展的“产教融合”暑

期实习实训，共包括十大模块。他们还赴

华东医药供应链管理（温州）有限公司、浙

江医鼎医用敷料有限公司开展了实训观

摩，对药品储运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以及医

用敷料临床应用、研发、生产和检验等有了

系统的了解。

学院拥有国家基因工程药物研究中

心、浙江省生物技术制药工程重点实验室、

国家新药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多家

知名生物医药企业共建产学研平台。近两

年，在成果转化方面，生物制药专业获得2

项临床批件和 1000 万元的专利转让收

入。近五年承担国家新药创制重大科技专

项2项、国家自然基金50余项，课题总经费

在2500万元以上。2016年，李校堃及其科

研团队捧回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同

年，温州市生物医药协同创新中心（现为教

育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落户瓯海生

命健康小镇，启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我

们有新药转化能力，这是企业特别需要

的。企业可以为我们学生提供实习实训等

机会。校企紧密合作，实现双赢。”卫涛说。

生物制药专业“产教融合”项目由李

校堃牵头和发起，是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质

量发展相互贯通、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

战略性举措。生物制药专业产教融合实

习实训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推动

企业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构建规范化实

习实训和技能评价标准体系，提升企业

和学校承担专业技能教学和实习实训能

力，推动生物制药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为

建立生物制药专业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奠

定基础，开启药学人才全产业链培养模式

新篇章。

学院拥有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

基地、浙江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浙江省产教融合工程项目，拥有包括珠海

亿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江苏恒瑞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乐清产教融合示范基地等在

内的10多个专业实习基地。与国际一流

高校如哈佛大学、路易斯维尔大学等建立

全方位友好合作关系，邀请国内外知名专

家来院讲学、建立合作机构，每年派出多

名师生赴国外进行合作研究，培养了一批

高素质专业人才。鼓励学生尽早参与教

师科研课题，生物制药专业学生获得国家

级和省级“挑战杯”大赛一等奖和二等奖

近20项。

与地方政府合建的“中国基因药谷”，

总面积达150亩，总投资经费约20亿元，

是温州市首个生物医药领域“152”工程，

也是首个由本土院士李校堃领衔打造的

重大科研转化平台，未来将形成近百亿级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打造国际一流的蛋白

药物研发与生产基地，助力温州大健康产

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