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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

“我相信，借助这个平台，我们对药品会有

更深入地研究，把我们掌握的知识更好更快地

转化为肿瘤病人所需要的药物，为他们造福。”

接过位于杭州的中国科学院肿瘤与基础研究所

聘书后，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为说了一段话，寥

寥数语，但却让人听出了“未来可期”的美好。

5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肿瘤与基础研究所

（以下简称：中科院肿基所）举行的重大人才项

目签约仪式上硕果累累：除了新引进马大为院

士团队，还启动创新药研发中心、落户重大医疗

产业项目⋯⋯

一年前的这天，浙江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

学院正式签署医学合作协议，以浙江省肿瘤医

院为基础，共建“中国科学院肿瘤与基础医学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国

科学院大学杭州临床医学院”。至此，中科院

肿基所宣告成立。

基础建设、人才引进、科研项目⋯⋯一年

的时间，从无到有，中科院肿基所的建设和发

展像是按下了加速键，当天的签约只是这一年

成果的一个缩影。虽然是“新生”，中科院肿基

所在一年后交出的成绩单，却让人眼前一亮。

中科院肿基所的整体布局规划是“一体两

翼，分三期，同步规划、分步建设”，一期项目占

地120亩，包括行政楼、实验室、宿舍、食堂、运

动场馆等。二、三期的项目则是研究所的重大

公共服务平台、国科大附属钱塘医院、肿瘤精

准治疗中心等。

研究所从选址筹建到资金筹措，从机构设

立到人事编制等，各方面都得到中国科学院、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各级领导的关心和

大力支持。

一期项目预计今年7月就可交付使用，二

期项目占地 80 亩，建筑面积 20 万方，计划建

设生物样本与肿瘤大数据中心、育成中心、癌

症研究中心、人工智能中心、重离子研发中心

等，计划今年年底启动，2021年建成。

项目落地速度之快，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

礼评价：“中科院机构筹建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效率”。

浙江省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张平说，“这

展现了浙江速度。”

中国科学院肿瘤与基础研究所：一年的成绩单，亮闪闪

新冠核酸检测提速到80分钟
启动全球唯一的核酸适体筛选中心

浙江速度不只是体现在中科院肿基所的基础建设上，这

一年来，研究所的人才引进、科研推进同样在提速。而这些软

实力正是研究所的实力担当。

被聘为中科院肿基所创新药物研发中心主任的马大为院

士说，产学研医协同发展、所院一体合作共建，正是中科院肿

基所的一大特色亮点。

依托于杭州医药港的产业基础，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有了

产业化的载体；

中科院肿基所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设立分

子医学院，培养、吸引人才；

中科院肿基所未来将瞄准基因治疗、干细胞治疗、靶向药

物、分子精准诊断等关键核心技术，开展大量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与中科院肿基所共生共

长，提供了良好的临床实践平台。

受益于这种模式，今年2月份，新冠疫情肆虐之际，由谭蔚

泓院士牵头的项目“新型冠状病毒核酸现场快速检测设备及试

剂的研发”获批进入国家药监局应急审批通道，并在3月成功获

国家药监局批准。

它使新冠病毒全流程核酸检测从3个小时压减到80分钟

以内，目前已在我国近百家机构，以及10余个国家推广应用。

除此之外，重大平台项目建设成果也已初现。比如主动布

局建设肿瘤大数据、生物样本等一批重大公共平台；与5所大

学签署合作协议，筹建医学人工智能中心和癌症研究中心等。

这次的签约项目中，与凌科药业签订联合建立中国科学

院肿瘤与基础医学研究所凌科药业新药研发中心协议；启动

了中科院肿基所核酸适体筛选中心、浙江省肿瘤智能诊断与

分子技术诊治技术研究中心、浙江省上消化道肿瘤诊治技术

研究中心。

“这个核酸适体筛选中心是全世界唯一的。这次新冠疫

情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如何去识别病毒，需要有分子，这个分

子的产生以前是靠单个专家在实验室做研究，单打独斗，现在

我们建立中心，把所有的技术储备起来。以后出现其他病毒，

也能更快地筛查出来。”谭蔚泓院士说。

而肿瘤智能诊断与分子技术诊治技术研究中心就建在国

科大肿瘤医院内，它将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多

个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和对疑难杂症的精准诊断。

中科院肿基所这些亮眼的成绩并不是“独美”，它的辐射

带动作用也初露端倪。2019 年，国科大肿瘤医院（浙江省肿

瘤医院）获批牵头建设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并与国内多家

肿瘤医院创建肿瘤微创介入创新共同体，牵头成立全省肿瘤

微创、放疗等7个联盟和MDT培训中心。医院排名跃居中国

医院综合排行榜第85，成为国内年度进步最快医院之一。

对任何行业和机构来说，人才都是核心和关键。中科院

肿基所自然也不例外，从筹建之初就求贤若渴。

一年来，中科院肿基所已经引进5个院士团队，并与中科

院化学所、中国科技大学、天津大学、澳门大学、国科大杭州高

等研究院等10余个国内外知名院校建立合作，今年将招收研

究生近50名、博士后100名。

刚刚接下聘书的马大为院士被同行“戏称”：转正了。因

为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带领团队在做新药的发现。

“有两个药物已经在临床试验，我们希望，通过研究所这个平

台做更深入细致的发现工作，现在是两个，将来也许是10个 。”

马大为院士团队目前是10多人，但更多的人才正陆续加

盟，有博士后，也有即将归国的专家。未来，这个团队将达到

上百人。

大力招才的背后是良好的用人环境和各种政策支持：省

委组织部将肿基所院士人才引进工作列入“鲲鹏计划”予以重

点支持；省财政厅今年新增肿基所预算经费近6亿元；省科技

厅将肿基所重点方向列入我省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规划⋯⋯

中科院肿基所的园区景观中，将建一座钟楼，高度58米，

寓意是 2019 年 5 月 8 日这一天，浙江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

院正式签署医学合作协议。谭蔚泓说，他希望，以后这会成为

钱塘新区乃至杭州的另一个城市地域性标志。对这家未来可

期的研究所来说，这是一个并不遥远的愿景。

时间拉回到2019年5月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正式签署医学合作协议，中

科院肿基所成立。6月份，肿基所落地杭州医药港小镇，建设项目全面启动。

这是中国科学院首个以医学命名的并以肿瘤医学和基础医学为主要研发方向的研究机

构，它的目标是：5年内建成创新研发为健康中国服务的研究所。

中科院肿基所应时而生，寄予厚望，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曾在多种场合下表示：浙江

省始终将提高医疗技术能力与医疗质量水平作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点工作和核心内

容，聚力打造生命健康科创高地。

很多事情，回头看时，能更加凸显决策者当时的前瞻性。

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它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了巨大危害。

缺乏特效药、疫苗研发还在路上。这是疫情期间多次被提及的两个问题。

新冠疫情让全社会都去思考，如何更好地改善我们的健康和医疗状况。

中科院肿基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院长谭蔚泓院士

给出了一个数据：我国每年癌症病人医疗费约 2200 亿元。“医药自主研发能力不足，进口药

价过高，导致中国人难以用得上平价救命药。研发中国人自己的药是提升我国重大疾病防

治水平的关键。”

所以说，中科院肿基所的成立是应势而谋，因势而动。

顺势而为，打造生命健康科创高地

本报记者 吴朝香 本报通讯员 叶斌 王屹峰 金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