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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做中国人自己的好药

1999年，宋相容考入了华西医科大

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但成绩

优异的她当时并没有选择热门的临床

医学，而是就读药学专业，自此在这个

领域开始了二十几年的学习钻研。

为什么选择相对冷门的药学？宋

相容表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高中老师

的影响，“他有一个同学是做药的，他说

一个成功的药品可以帮助成千上万的

人，可能比当医生能帮助更多人。”

如果说高中老师的建议是一种启

迪，那么大学的第一堂课则树立了宋相

容扎根药学领域的信念。她回忆，当时

老师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去看

病，你们会用贵一些但效果更好的进口

药还是普通的国产药？”这个问题说明

了当时中国制药、科研水平和国外的差

距。这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做中国

人自己的药，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药”这

个信念在她心中慢慢浮现。

自此，在这个信念的指引下，她积

极投入学习，不仅在课堂上汲取知识，

还从大二开始就进入了老师们的实验

室观察了解实际制药过程，先后接触学

习了藏药、中药、化学药、生物药等各种

药类的研制方法，并在26岁取得了药剂

学博士学位。

在mRNA药物领域开疆拓土

凭借着博士期间出色的药物研发

成绩和纳米药物科研背景，宋相容在取

得博士学位后就进入了肿瘤治疗及肿

瘤免疫学家魏于全院士团队工作，开始

专攻生物治疗药物。

前5年，宋相容将研究重心放在DNA

和siRNA药物上，但结果并不理想，“我

们发现这类药物的成药性较差，总会有

些安全隐患，比如DNA药物中的DNA会

插入到人类的DNA里去。”

2013年，在魏于全院士的建议下，

她调整方向，转而研究当时国内几乎

“无人涉足”的mRNA药物，“虽然全球现

在相关的临床试验有2000多项了，但当

年相关临床试验仅有50来项。”

进入一个“过于前沿”的科技领域

开拓，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一开始，光是价格高昂、运输周期长

的美国产实验原料就足以令科研工作进

展艰难。为了从“源头”解决问题，宋相容

将身份“转换”回学生，花了3年时间学习

生物学，学习了mRNA研究和制备方法。

2016年，刚刚从生物学专业毕业的她发

现mRNA药物在国际上进展快速，已经有

mRNA药物进入了临床阶段，为了赶上同

行的进程，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攻读免

疫学和纳米医学被她提上日程……

这样脚踏实地不断学习新知识、拓

宽知识面看似很耗费时间，但这或是宋

相容最终能在这片新疆域收获成果的

秘诀。

比如宋相容团队已经突破了mRNA药

物相关实验原料的生产技术，能实现它的

“克级生产”，“这种原料以前只能以微克、

毫克为单位进行生产，1毫克就要约2万

美元。而我们团队从零开始，建立了从菌

种构建、质粒生产、线性化模板制备到体

外转录等一系列完整的mRNA生产工艺，

极大地降低了mRNA的生产成本。”

致力于底层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现在看来，不管是通过制药帮助更

多人，还是做出国产好药，宋相容的这

些“初心”都已在逐渐实现。

据介绍，mRNA序列、递送载体、放大

生产是三大mRNA药物关键底层技术，而

宋相容带领的科研团队在这三方面均

取得突破，获得了多项核心专利，帮助

我国奠定了mRNA创新药物研发领先国

际水平的基础，“现在一些跨国公司也

想和我们合作，获得某些mRNA药物专利

技术的授权许可。”

同时，宋相容团队还布局了包括病

毒疫苗、抗肿瘤、新型佐剂在内的近20

个新药品种，其中新冠变异株疫苗等4

种mRNA药物已在海内外进入临床试验，

并有望在近年上市，惠及公众。

目前有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

科带头人、生物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

“多重身份”的宋相容每天仍忙碌地在

mRNA药物领域开拓，不仅要辅导实验室

研究团队的博士后、博士和硕士们进行

科研创新，还要指导生物技术公司的员

工们规范化地完成各类工作，“每天晚

上10点以前，我都会收到学生和员工的

日报，了解他们的工作以及希望从我这

里得到的帮助。”

除了致力于药物的研发，宋相容也

在着重推动相关科研成果的转化落地，

“如何把科研论文转化成老百姓能用到

的产品，中间其实是有一道鸿沟的。前

期我利用科研领域的优势，通过不断摸

索，已经掌握了跨越这道鸿沟的基本步

骤，而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去优

化这个步骤，帮助科研论文在周期更

短、成本更低的情况下完成转化。”

谈到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的感受，宋

相容说：“科研非常辛苦，有时候周日都

得工作。因为如果想要把研究做好，就

得付出时间，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

虽然科研不易，但宋相容未来仍会

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并希望力所能及

地帮助更多愿意投身mRNA药物领域的

“后浪”。她表示，未来将带领研究团队

继续优化mRNA药物的三大底层技术，研

制出药效更好、毒性更弱、成本更低的

新药；另一方面，也会将自己的经验技

术分享给学生和企业员工，为mRNA药物

领域培养更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谭羽清

mRNA药物是基于新一代技术生产的生物药，相比于某些传统药物，它具有研发周期短、应用范围
广、生产成本低等优点，这类药物中的mRNA疫苗曾位列《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21年“十大突破性

技术”榜单。
由于尚存在许多有待突破的底层技术、研究技术壁垒高，目前全球仅有2款上市的mRNA药物。但仍有

众多科研工作者投身到相关研究中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带头人、威斯津
生物联合创始人兼常务副总经理宋相容就是其中一位。

据了解，宋相容专注mRNA药物领域近10年，目前已带领团队在mRNA序列、递送载体、放大生产三大
mRNA药物关键底层技术上取得全面突破，获得了多项核心专利，研发的新冠变异株疫苗、EBV疫苗等4种
mRNA药物有望在近年惠及公众。

10年前，mRNA药物还是个全球仅有约50项临床研究的新兴领域。作为我国在此领域的首批“拓荒
者”，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取得现在的成果？日前，宋相容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专访，分享了自己在药学
领域的科研故事。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九州

大学等日前联合发布新闻公报说，通过

分析“隼鸟2”号探测器从小行星“龙宫”

带回地球的样本，他们发现其中含有约

2万种由碳、氢、氧、氮、硫等元素组成的

有机物分子，其中一些是组成生命不可

缺少的氨基酸分子。

分析结果显示，从样本中萃取的物

质中包含约2万种由碳、氢、氧、氮、硫等

元素组成的有机物分子。进一步用色

谱法分析，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有机物分

子中有氨基酸、羧酸、胺以及芳香烃类
的分子。特别是甲胺、乙酸这类高挥发

性有机小分子的存在表明，这些分子在

“龙宫”表面以盐的形式稳定存在。

研究发现，这些氨基酸分子中既有

构成地球生命体蛋白质的丙氨酸，也有

不构成蛋白质的异缬氨酸，而且左旋和

右旋的氨基酸分子大概各占一半。构

成地球生命体蛋白质的氨基酸分子全

部是左旋的。

公报说，小行星表面暴露于高真空

环境下，被太阳光加热，被紫外线照射，

还接受高能宇宙射线的洗礼。这项研

究表明，其最表层的有机物分子被矿物

保护，因而得以保留。在受到某种冲击

时，含这些有机物分子的物质会从小行

星表面剥离，以陨石或宇宙尘埃的形式

被运送到太阳系的其他天体上。

这项成果有助于研究地球生命的

起源。有一种学说认为，地球上的有机

物是陨石从宇宙空间带来的。考虑到

“龙宫”样本中的氨基酸特征不同于地

球上的氨基酸，研究人员认为，今后科

研界还应分析来自其他小行星的样本。

相关论文日前发表在美国《科学》

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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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龙宫”样本 有助于研究地球生命起源

宋相容指导学生做实验。

宋相容在实验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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隼鸟2号探测器降落在小行星“龙
宫”的模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