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植器官的短缺一直是世界性难
题。作为生物医学的前沿研究领域之
一，异种器官移植为这一困境提供了一
种极具想象力的解决方案。

2025年以来，我国异种移植研究领
域已取得了两项重要进展：一月，一颗
基因编辑猪肝脏被原位植入脑死亡患
者体内，实现国际首次基因编辑猪肝脏
完全替代人体肝脏突破；三月，一颗基
因编辑猪肾脏成功移植到一位终末期
肾病患者体内，对我国异种器官移植研
究走向临床试验有着助推作用。

在这两项进展中扮演关键角色的
器官供体猪均来自四川，由中科奥格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奥
格”）自主研发、培育而成。据了解，中
科奥格董事长、创始人潘登科已深耕异
种器官移植供体猪研究领域20余年，致
力于通过基因编辑及克隆技术培育低
免疫排斥反应的器官供体猪，解决临床
器官短缺的问题。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正式启
动“新技术·新动能·新未来”——致敬
2024四川经济影响力人物大型采访活
动，通过深度解码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基
因，寻访领航时代的标杆力量。3月31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中科
奥格位于成都生物与医药产业孵化园的
研发中心，聆听了潘登科的科研与创业
故事。

从克隆猪到基因编辑猪
创下多个国内国际第一

近期，参加学术会议、建设医用猪
新基地、接待国际专家等工作已经将潘
登科的行程占得满满当当。

对于潘登科来说，这是一份对我国
异种器官移植研究的责任与担当。今
年2月，美国已正式批准异种肾移植临床
试验，意味着我国相关的科研工作得“加
紧”，他也感到自己必须“再加一把油”。

当下，潘登科已经带领中科奥格建
立了完整的基因编辑、体细胞克隆实验
室以及基因编辑猪养殖繁育中心，能够
满足从基因编辑猪制备到繁育的全链
条需求。而这样完善产业链背后的重
要基础，是他过去取得多个国际第一、
中国第一的积累与沉淀。

2002年，潘登科来到中国农业大
学攻读动物遗传与繁殖学博士学位，希
望在动物克隆领域有所成就，并为自己

的毕业课题选择了具有挑战性的方向：
体细胞克隆猪。

当时，“什么是好的克隆猪胚胎？”
“克隆的胚胎又该如何移植到受体母
猪？”等等技术参考信息在国内都处于
空白状态，潘登科只好“从头到尾”地探
索体细胞克隆猪技术体系。

终于，在2005年，潘登科成功培育
出了中国第一头体细胞克隆猪，这也为
后续其利用基因编辑猪实现异种器官
移植奠定了基础。

在完成中国首例体细胞克隆猪突
破后，潘登科开始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
细胞层面推进到基因层面，着手探索基
因敲除技术。

面对种种难题，潘登科带领团队经
过成百上千次试验后，最终在2010年
完全掌握了基因敲除技术，成功培育出
了我国首例敲除α-gal抗原的GTKO
猪，为异种器官移植研究面临的首要问
题——“超急性排斥反应”提供了重要
解决方案。

此后，潘登科继续从多方面推动异
种器官移植研究的发展。为了保证供
体猪培育的可持续性，他利用基因敲除
技术克隆了不同血缘的GTKO猪，为它
们自然繁育、建立种群奠定基础；为了
令“猪器官”在异种移植中更适配，他不

断探索在供体猪上改造不同基因的可
能结果，在2010年至2018年间完成了
十余种基因的验证。

其间，在2013年，潘登科还与第四
军医大学（注：2017年更名为空军军医
大学）西京医院合作，完成了国内首例

“基因编辑猪—猴”异种部分肝移植手
术。术后猴子成功存活了14天，创下
当时国际同类实验的存活纪录。

成立企业、建设基地
推动异种器官移植走向产业化

2018年，异种器官移植如何进入
临床的相关讨论在国际上兴起，这一
年，潘登科也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四
川省将他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担任四
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
长。同年，他带着北京的科研团队来到
成都，创立了中科奥格。

在潘登科看来，要将实验室技术转
化为产业技术，推动基因编辑小猪科研
成果高效落地转化，成立企业以筹措更
多资金和人才、搭建规范的生产体系、
建设产业基地必不可少。

而在创业第一年，潘登科就遇到了
重大挑战——非洲猪瘟侵入我国。为了
对抗非洲猪瘟，他决定寻找一处地区建
设生物安全基地。

随后，在2020年、2022年，中科奥
格的基因编辑猪繁育基地和“DPF（无
指定病原体）”级临床医用供体猪繁育
基地先后在内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
成，前者为中国首家异种大器官移植基
因编辑猪培育基地，后者则能为其中的
供体猪提供相当于医院手术室级别的
超洁净级环境，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异
种移植过程中的生物安全风险。

随着基地的建设、基因编辑猪系统
化育种的实现，中科奥格的基因编辑小
猪逐渐能够稳定生产，潘登科团队也和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中南大学湘雅
二院等国内顶尖医疗机构陆续开展合
作，为异种移植研究提供基因编辑猪的
肝、肾、心、胰岛、皮肤、红细胞等，取得
了多项国内、国际首次进展。

截至目前，中科奥格的基地已养殖
了 500多头基因编辑小猪和 20多头
DPF级临床试验小猪，并实现了多基因
编辑猪的正常繁育、规模化生产。而潘
登科团队也已参与完成了69例“猪－
猴”异种器官移植临床前研究，以及8

例“猪－脑死亡受试者”异种器官移植
亚临床研究。

2025年4月10日，中科奥格的三
期育种基地竣工运营，用于SPF级猪
（无特定病原体猪）生产，包括近交系
猪、基因编辑疾病模型猪、低免疫原性
生物材料猪、优质种猪等多种类型猪只
的生产。该基地还是国内最大的SPF
级猪生产基地之一，饲养规模可达
2000头以上，年出栏3000头以上。

推动异种器官移植研究
为等待中的患者带来希望

提及20余年来，面对挑战重重的
异种器官移植研究，背后是何种信念在
支撑，潘登科谦虚地形容自己是一个认
真，但“头脑简单”、无法“聪明”地追求
短期利益的人。“我一直想做一件长期
而有意义的事，异种移植虽然难，但它
是一项能够造福人类的事业，这与我的
追求十分契合。”

而他的这一追求，也获得了市场的
肯定和支持。2024年，中科奥格完成
近千万元A+轮融资。目前，通过向国
内一流医院提供临床级医用供体猪，中
科奥格已实现近千万元的营收。

未来，潘登科团队将进一步发力，
助推基因编辑猪器官异种移植研究进
入临床试验阶段。他介绍，团队预计将
在2026年到2027年间申报异种肾脏
移植的临床试验，同时在近两年有序推
进用作生物人工肝的基因编辑猪肝脏、
用作儿童心脏移植的基因编辑猪心脏
相关研究。

那么，基因编辑猪器官会在何时进
入临床应用？潘登科预计，或在异种移
植临床试验开展后的5年后，“早一些
在2030年，晚一些就在2032年”。

在潘登科看来，基因编辑供体猪培
育产业还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
发展，因为异种器官移植是解决当下器
官短缺的“最快方式”，基因编辑猪的心
脏、肾脏、肝脏、皮肤、骨头、角膜等器官
都能为人所用，有望成为未来的“器官
工厂”，为千千万万的病人带来希望，

“不论是作为长期的替代器官，还是临
时的过渡器官，它们都能为那些等待器
官的患者提供帮助，使他们不再在漫长
的等待中失去生命。”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谭羽
清 马晓玉闫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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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成都天府国际空港综合
保税区（以下简称天府综保区）首发推介
会在成都东部新区举行，对外发布天府
综保区战略定位、区位优势、政策机遇、
通关体系，推介全新市场和机会清单，并
与首批入驻的12家企业完成现场签约。

天府综保区位于国际空港经济区
（东部新区片区），于2024年12月22日正
式获国务院批复设立，是国家综合货运
枢纽补链强链重点项目，也是四川省首
个空港型综合保税区。

据介绍，天府综保区规划面积1625
亩，首开区总建筑面积约8.60万平方米，
产业载体主要包括公共保税仓库、综合

办公楼、查验库以及食堂、宿舍、共享办
公等配套设施。

目前，项目正全面推进验收、招商及
运营筹备等工作，剩余土地面积约600
亩，均已完成场平及相关手续，具备供地
条件。

天府综保区紧邻天府国际机场货
运区，将与机场口岸功能区按照“区港
一体化”联动模式，建设“一次录入、一
次查验、一次放行”大通关体系，高效利
用空侧资源，口岸资源和综保区政策优
势，实现集约监管，提高通关效率，降低
企业经营成本，为天府综保区聚集高端
资源，助力成都东部新区加快打造全球

供应链核心枢纽和国家级临空经济示
范区标杆。

推介会现场，成都东部新区对支持
天府航空经济发展相关政策进行说明，
空港产城与四川博立通国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等6家拟入驻综保区企业进行签约；与
中国投资协会、普华永道等6家企业签约
成为生态合作伙伴。

成都天府国际空港产城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董事长孙麟介绍，天府综保区将
通过建设物流分拨、研发设计、销售服
务、检验维修及加工制造等“五大中心”，
整体布局先进制造功能区、创业服务功

能区、保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功能区，充
分利用综保区政策优势，围绕“冰鲜水产
品、食用水生动物、植物种苗、水果”+

“药品、生物制品”等产品，携手产业链主
企业共同打造“天府跨境电商服务中心”

“天府国际农产品保税集散中心”“天府
国际航材中心”“进口医药服务中心”。

为让入驻企业享受到更多的政策红
利，成都东部新区即将出台《支持天府国
际空港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
策》，重点围绕“加工制造、研发设计、物
流分拨、检测维修和销售服务”五大中心
建设拟定支持方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柴枫桔

潘登科 谭羽清 摄

天府综保区首发推介会 首批12家企业签约入驻

中科奥格创始人潘登科：

20余年推动异种移植研究为患者带来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