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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计算正向生物学广阔领域探索

近日，百图生科 xTrimo 新一代跨模

态生命科学基础大模型发布。据悉，这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2100亿参数）、首

个全模态覆盖（包括蛋白质、DNA、RNA
等七大生命科学主流模态）的大模型。

这是大模型运用在生物学领域的创

新案例之一。当前，AI计算正在向生物

制造领域更广阔、深入的领域探索，众多

突破性成果或将纷至沓来。

将AI引入生物科研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融合将开

启新的研究领域和应用，这种交叉可能

会在未来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中国科学

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

樊春海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生物计

算大会上表示。

樊春海举例说，DNA不仅作为生命

信息的载体，还可以被编程来形成具有

特定尺寸、形状和力学特性的纳米框架

材料，用于疾病治疗和诊断。

此外，人工智能的引入为发酵操作

条件的优化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数据分

析与模型构建，发酵效率和产品质量得

以显著提升。

“我认为生物过程研究中AI的数据

应定义为直接参数、间接参数、手工参

数，以及各种状态变量。其中也包括生

物传感器获得有关参数以及由此获得的

各种状态变量。”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原

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主任

张嗣良表示。

构建生物学大模型

目前生物制造发展还面临一些关键

瓶颈，包括规模化生产工程挑战、生产成

本相对较高、产品质量和一致性控制难

提升等。AI的出现，为生物制造带来强

大的技术手段，两者的深度融合将推动

行业智能化发展。

据了解，百图生科 xTrimo 新一代跨

模态生命科学基础大模型目前已助力开

发了 20余种前沿抗体和酶，实现 10余个

创新靶点及靶点组合的挖掘，并进入更

广泛的生物制造、农业化工、绿色环保等

领域。

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行业大模

型的构建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通用大模

型虽然能够处理大量数据，但在生物学

实际应用中缺乏针对性。

张嗣良建议，要重视如下几点：首

先，开展生物过程行业的场景研究，由此

才能形成行业大模型。如过程研究的场

景对话、生命科学的第一性原理、已经成

熟的规律与方法、研究装备、数据处理、

工程科学、AI系统研究等。其次，开展生

物过程智能化的相关理论和路线。在这

一过程中深入分析不同场景特点，结合

行业特性进行研究。通过逐步推理，将

不同实验数据与原理相结合，能够有效

推动大模型建设。

复旦大学智能医学研究院（筹）常务

副院长、国际健康科学信息学研究院院

士刘雷认为，在专业生物学的大模型基

座上开发针对不同场景的智能体，可能

是未来趋势。

问题依然严峻

业界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改变

科研范式，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以及研

究与产业之间的界限，但同时人工智能

的不确定性和学科融合方面的问题依然

严峻。

“大模型的缺陷就是‘幻觉’。因为

我们要求它有多样性输出，它必然会产

生错误。所以我们要加强思维链中一系

列中间推理步骤，改变大模型缺乏推理

的能力。”张嗣良说。

张嗣良建议，建设生物过程研究中

心，在多尺度数据采集和AI智能化上提

供各环节智能化装备体系研究。“各单

位有了合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只要

将产品进行生产工艺研究，我们就可

以在智能化试验装置及各种仪器基础

上提供行业特点的专业数据，形成行

业大模型。获得生物过程智能化初步

研究结果后，各生物技术厂家或产业

园区根据需要购置设备，或将推进产

业化装置与工艺，形成全国一盘棋的生

物过程产业化发展。”

近日，由北京协和

医学院教育基金会资

助发起的第四届“比

奈”医学生解剖绘图大

赛决赛在北京协和医

学院壹号礼堂举行。

比赛共收到全国 12所

医学院校的 270 余幅

医学美术类作品投稿，

经 16 名 专 业 评 委 打

分，评选出 50 幅作品

入围决赛。评委从科

学性、艺术性和创新性

3个维度综合评分后，

最终评选出特等奖1名、

一等奖 6名、二等奖 16
名以及三等奖27名。

科技日报记者张佳星
中国医学科学院供图

一等奖：《解剖·大卫：静默
与鲜活的交响》

（张文熙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一等奖：《翻腾》（陈益良北京协和医学院）

特等奖：《奏》（简怡茗北京协和医学院）

一等奖：《万物齐一》
（陈楚涵中国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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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布十大科学突破
抗艾药物位列榜首

据新华社电 美国《科学》杂志近日公布

其评选的2024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一种注射

给药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以“卓越的预防感

染能力”位列榜首。中国科学家发现的迄今

最古老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成果也入选。

《科学》杂志刊文称，这种抗艾新药名为

“来那卡帕韦”，由美国吉利德科技公司研

发，是一款衣壳抑制剂，每次注射可为人体

提供6个月保护。这种药物通过靶向艾滋病

病毒的衣壳蛋白起效，能够干扰艾滋病病毒

衣壳蛋白侵入细胞核，阻止病毒复制，还能

干扰病毒的组装和成熟过程。2024年 6月，

一项针对非洲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女性的大

型药物有效性试验结果显示，这种药物预防

艾滋病病毒感染有效率达100%。

文章指出，这种抗艾新药让科学界对艾

滋病病毒衣壳蛋白的结构和功能有了新认

识。许多研究人员寄希望于这种药作为“暴

露前预防”药物使用，能够有力降低全球艾

滋病病毒感染率。这种药物能否广泛使用并

推动达成结束艾滋病流行的目标，取决于该药

的可及性、配送情况及需求。预计该药最早要

到2025年年中才能获监管部门批准上市。

《科学》杂志评出的今年其他科学突破

还包括：新型免疫疗法CAR-T对抗自身免疫

疾病；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探索宇宙黎

明；以RNA干扰技术为基础、针对目标基因

的杀虫剂上市；古代DNA揭示数千年前的家

族关系等。 谭晶晶

健康快讯健康快讯

长三角生物医药行业
融资数逆势上涨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近日，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创新研究中心携手医耘科技

（杭州）有限公司联合发布的《长三角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

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集聚了研发企业、

科创机构和顶尖人才等众多创新资源要素，

研发创新实力强劲，贡献全国超三成的上市

新药。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集聚了众多生物

医药企业，近六成企业集中在上海市松江

区、苏州市和杭州市三地。截至2024年9月

12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9城市共有 9813
家生物医药企业，占全国生物医药企业总数

的14.67%。

2024年，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生物医药

行业融资事件数在全国的占比逆势上涨，贡

献了全国 19.7%融资事件，显示了资本方对

该区域优质企业的高度看好。

2022年长三角G60科创走廊9城市规模

以上企业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之和达到

2314.2亿元，2020年至2022年年均复合增长

率达 16.86%，整体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其

中，杭州市规模以上企业医药制造业工业总

产值已超过千亿元级别，苏州市规模以上企

业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671.7亿元。

此外，《白皮书》还对长三角生物医药产

业链协同发展与优化提出五大建议：一是加

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对接与合作；二是建立跨

区域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三是建议优化产

业链金融服务；四是建议强化产业链的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五是建议建立产业链风

险预警和应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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