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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全球放射性药物市场将
由2023年的84亿美元加速提升至2030
年的 294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20%。我国放药市场规模于2023年达到
78.1亿元人民币，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
将达到93亿元人民币，2030年将进一步
增至 260 亿元人民币。放眼全国，各大
城市纷纷布局，成都也驶入赛道。

今年1月，成都出台《关于前瞻培育
未来产业构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实施

意见》《关于前瞻培育未来产业的政策措
施》，聚焦6大领域24条赛道，在“前沿生
物”这一领域中，“核医药”赛道赫然在列。

今年7月，核工业大省四川再出招，
发布《关于促进核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提出以乐山、成都、绵阳、泸州
为重点区域，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
成果产业化，聚力打造贯通医用同位素
生产、放射性药物研发、核医疗装备制
造、临床应用推广的全产业链，形成“一
链四极”的发展格局。

“四极”中的成都拥有一批国内顶尖
的医用同位素及药物研发、药物安全性
评价、药物临床试验及应用单位，还有多
个医用同位素及药物领域的国家、省级
科研平台及雄厚的创新资源优势。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人才条件、双机
场优势、较为完善的核医疗诊疗体系，成
都已经瞄准这一赛道，全力以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喆 李艳玲
摄影 何思田 制图 申娟子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
观新闻记者 李艳玲） 近
日，汇聚政、产、学、研、用
等领域资源的“2024 成都
开源生态建设大会”召
开。此次大会由成都市经
济和信息化局市新经济发
展委员会指导，成都市软
件行业协会、四川鲲鹏&
欧拉生态创新中心主办。
大会以“开放合作·源创锦
程”为主题，搭建起开源高
端开放合作平台。

大会以“服务撮合—
创新孵化—场景验证—示
范推广”的场景工作思路为
指导，借助机会清单、开源
社区地图发布、合作签约、
供需发布以及场景分享，助
力开源发展生态打造。通
过广泛征集与整理，市经信
局市新经济委在会上正式
发布“2024 成都开源合作
机会清单”。清单共有需求
清单48条，供给清单37条，
涉及技术创新、场景应用、
载体平台、人才建设、公共
服务等方面。

此次大会正式发布
“成都开源社区地图”。地
图涵盖成都市主要的开源
组织、知名项目和技术交
流平台，旨在促进技术共
享与合作，激发更多创新
可能。它将帮助开发者找
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让企
业发现优秀的开源项目。

大会当天还举行了开源欧
拉战略合作、开源鸿蒙项
目合作以及区域协同共建
开源生态战略合作3个项
目的签约仪式。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的软件产业，是城市经济
发展的动力支撑。今年
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

《关于2023年中国软件名
城评估结果的通告》，公布
了2023年中国软件名城评
估结果。在全国14个中国
软件名城中，成都位列第
6，居中西部首位。市经信
局市新经济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称，“2023 年，全市软
件产业规模突破 7000 亿
元。全市软件产业市场主
体约26万户，其中，亿元级
企业达 500 家。”今年 1-7
月，成都市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已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3769.2 亿元，同比增
长 11.2%。全市规模以上
软件企业共 1579 家，较
2023年增加125家。

上述负责人认为，成
都具备发展开源的良好基
础和潜力，但仍需要以顶
层设计与政策引导凝聚共
识、激发活力；以基础设施
建设、商业价值实现，打通
其引领产业创新发展的

“最后一公里”；以开源创
新成果赋能千行百业，培
育全市经济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
观新闻记者 刘依林） 建
立碳足迹管理体系，对推
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和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
重要意义。近日，“数字绿
链 碳 索 未 来 ”——2024
数字低碳供应链大会在成
都举行，旨在积极探索推
动供应链碳足迹管理工作
创新路径。

记者获悉，本次大会
聚焦数字低碳供应链建
设，会聚了众多专家学
者、企业代表，共同探索
供应链碳足迹管理的创
新路径。在主旨演讲环
节，来自四川大学碳中和
未来技术学院、四川联合
环境交易所、天府永兴实
验室等的 6 位嘉宾围绕

《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
绿色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产品碳足迹支持转型金
融与供应链金融融合发
展》《CO2 捕集与矿化利
用研究进展》等主题进行
了演讲分享。

作为现场另一重要环
节，还举行了供应链碳足
迹管理联盟（SCCM）启动

仪式。据了解，SCCM 的
成立旨在积极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实现供应链企业
协同减排，推动供应链碳
足迹管理的发展，通过合
作与创新，提高供应链的
透明度和可持续性。

成都市绿色低碳发
展协会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减少碳排放已成为
当务之急，供应链作为企
业运营的重要环节，对于
实现碳减排目标具有关
键作用，未来将积极采用
科学的碳足迹核算方法，
鼓励供应链上下游企业
共同参与碳足迹管理，形
成数字低碳供应链生态
系统，并推动技术创新和
应用，加强与政府、科研
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合作，
定期发布供应链碳足迹
管理的进展和成果并接
受社会监督。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
会议通过源头减排、过程
降碳、末端中和的实施路
径，最终实现零碳办会，并
由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颁
发了“零碳”会议碳中和荣
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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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万林（化名）住进了四川省人民
医院一间特殊的病房。病房的门是防辐射门，
有人将餐食送到指定的地方。住进来第二天，
万林吃下一种名为“碘化钠”的药，药物里含有
医用同位素碘-131，这正是治疗甲状腺疾病的
关键法宝。去年底，万林进行了甲状腺癌手术，
但手术不能确保切掉了所有甲状腺癌浸染的组
织，而这次入院治疗，就是进一步巩固治疗效
果，避免病症复发和癌细胞转移。

其实，用碘-131治疗甲状腺疾病并不是什
么新技术，医用同位素参与疾病诊疗更是经历
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

现在，核医疗的飞速发展正让过去不可能
治愈的疾病有了治愈的可能，让检测诊断变得
更加精准，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看到希望。

随之而来的，是核医疗产业的日益壮大。
这不是一条新的赛道，却如火如荼地上演着新
的比拼。对城市、对企业，都如此。

用于疾病治疗的医用同位素当然不
止碘-131，近年来，钇-90越发受到关注，
因为它对于肝癌的治疗有良好的效果，也
在国外积累了多年的临床治疗数据。但
使用进口的钇-90微球治疗，一次的治疗
费用超过30万元。

“医生将钇-90炭微球注入为肝部
肿瘤供血的血管内，钇-90炭微球便在
该血管形成栓塞，阻碍血管对肝部肿瘤
细胞供给养分，并辐射出能量高、距离
短的β射线，打断肿瘤细胞的DNA链
条，达到杀灭肿瘤细胞且对正常细胞伤
害极少的效果。”成都纽瑞特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加速器核素及药物部负
责人张双向记者解释了钇-90 炭微球
的作用原理。

钇-90 炭微球是纽瑞特研发的新
品，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一旦问世，
将打破国外垄断。

有没有药是一个问题，有没有用药
环境是另一个问题。

使用医用同位素进行治疗，有时候
需要特定的就医环境，比如碘-131 治

疗甲状腺疾病，医院就需要为患者提供
专门的病房，但这样的病房不是每家医
院都有。四川省肿瘤医院核医学科副
主任程祝忠表示，四川省肿瘤医院核医
学科接收的术后治疗病人中，有三分之
一不是在本院手术的病人。

体检时，只需吃下一颗碳-14尿素胶
囊，再深吸一口气后缓缓吐出，不一会儿便
能知道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而在其

中，医用同位素碳-14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同位素，医疗设备的先进性更

是检测成功的关键。在这方面，成都传
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永新医疗成都
总部基地建设项目进展顺利，预计年内
即可完成建设并正式投入使用。”永新医
疗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预计到
2025 年，公司的核心产品——Insight 四
维定量SPECT/CT将实现规模量产。”

“仅需对患者进行一次扫描，便可
得出被检脏器或组织血流、细胞、代谢
活性等功能影像，同时还能提供解剖学
影像，在病灶定位和疾病诊断上极具优
势，能够帮助医生降低误诊率。”永新医
疗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款设备成功打破
国际品牌长期以来的市场垄断格局。

今年初，永新医疗将公司总部落户
成都。“招引落地后，我们积极开展投后
赋能，帮助永新医疗对接产业链资源，支
持企业在蓉打造辐射全国的‘核医疗装
备及服务产业生态核心平台’。6月底，
企业在成都举行产品发布会，推出了全
国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SPECT/CT
设备。”谈及永新医疗的最新进展，作为
投资招引方，成都产业集团下属成都科
创投集团相关负责人满是欣慰。

医用同位素是放射性药物的必要
成分，如果将放射性药物比作面包，那
医用同位素就是面粉。但直到 2021
年，我国95%以上的医用同位素还依赖
于国外进口。

“就在今年，我们自主创新研发的
锗镓发生器开始销售了，它可以产生
镓-68，这是一种检测类同位素，在标
记药物后利用PET-CT就能进行恶性
肿瘤的检测。”说到这里，张双有些兴
奋，因为中国锗镓发生器只能从国外
进口的局面由此打破。

今年 9 月，亚太地区首台商用的
30MeV 质子加速器将运抵纽瑞特进
行装机调试，预计在 2025 年初取得
辐射安全资质后开始试运行。张双
介绍说，这台回旋加速器将重点生
产锗-68、碘-123、氟-18、铜-64 等
医用同位素，同时，对锕-225 进行重
点研发，为核医药领域提供稳定的
核素来源。

除了加速器，更多的核素来自于

反应堆。
据悉，全国80%以上的医用同位素

都是“四川造”，成都周围便拥有3座在
役反应堆，能够提供镥-177、钇-90等
14种医用同位素。

今年 1 月 30 日，国内首座医用同
位素专用生产堆在四川开工建设，
2027 年建成投产后，将实现年产 10
万 居 里 的 钼 - 99、2 万 居 里 的 碘 -
131。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医用同
位素研发技术负责人张劲松希望，通
过国产化，能将国内医用同位素药品
价格降下来，让更多的人用得上、用
得起。

成都发布
85项开源合作机会清单

成都成立
供应链碳足迹管理联盟

“成都造”核药
正进行临床试验A 总部落户成都仅半年

便推出拳头新品B

不仅要自己做“面包”
还要自己产“面粉”C

布局新赛道
核工业大省“四极”再出发D

昨日，记者获悉，由四
川蓝海智能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牵头研发的全国首台
非爆开挖多功能一体机组
正式下线。该机组主要用
于高速公路、铁路、水利等
工程的隧道建设，与传统
的大机配套施工相比优势
明显，工作时的月进尺（一
个月时间内实际掘进的长
度）从 80 米提升到了 150
米，效率提升近一倍。

为何该机组效率如此
之高呢？据介绍，隧道掘
进包括开挖、出渣、支护、
锚杆、喷浆等多个工序，传
统施工方式是由不同功能
的多种机械协作施工，相
互配合完成。“我们新研发
的多功能一体机组，集多
项功能于一体，将传统施
工的多机协作变为多工序
并行作业，大幅减少了设
备转场时间，显著提升了
施工效率。”蓝海智能公司

董事长助理牟旭说。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眼前这个“庞然大

物”长19米，宽11.8米，高6.5米，采用全电动
作业。目前，该机组已申请国家专利68项。
据介绍，一体化机组可全面覆盖各种施工断
面和围岩条件，且各工序均由机械臂完成施
工，把工人从高风险的作业中解放出来，同时
大幅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娟

本报讯 （成都日报
锦观新闻记者 吴茜） 近
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公示了拟确定的 2024
年度绿色制造梯度培育
省级名单，成都 23 家企
业、2个园区入选。其中，
绿色工厂共16家，包括中
车成都机车车辆有限公
司、成都京东方车载显示
技术有限公司、兰芳园食
品制造四川有限公司等；
工业园区两个，分别为四
川大邑经济开发区和四
川双流经济开发区；绿色
供应链管理企业共 7 家，
包括成都巴莫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巨石集团成都
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

团四川海蓉药业有限公
司等。

据悉，绿色工厂是制
造业的生产单元，是绿色
制造的实施主体，属于绿
色制造体系的核心支撑单
元，侧重于生产过程的绿
色化。工业和信息化部印
发的《绿色工厂梯度培育
及管理暂行办法》显示，绿
色工厂梯度培育是指从以
下两个维度建立培育机
制：纵向形成国家、省、市
三级联动的绿色工厂培育
机制；横向形成绿色工业
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
业带动园区内、供应链上
下游企业创建绿色工厂的
培育机制。

成都23家企业、2个园区
拟纳入省级绿色制造梯度培育

走进蓝海智能偌大的装备整停区，就
像置身“机械森林”。这里停满了不同类型
的地下工程装备，它们大多拥有一至三条
机械臂。它们的研发成功，改变了地下工
程建设领域不少施工工法。

诞生于2018年的“智能拱架一体化台
车”，配合蓝海专利技术多榀预制拱架工
法，突破传统立架工艺的局限，在极大提
升施工安全性的同时为工程降本增效。

“隧洞开挖后，需要及时在洞壁支护钢制
拱架，确保隧洞开挖后的稳定性。”蓝海智
能副总经理冯怀出示一段视频显示，一段
弧形钢制拱架，像小姑娘头顶的“发箍”，
在隧道壁上生了根。传统施工工法需要
技术工人在隧道内一榀一榀分段拼接，安
全性与效率都很低。“智能拱架一体化台
车”可将预制好的三榀拱架，洞内一次性
拼接，强壮的机械臂伸展开来，快速完成
立架施工。以三榀拱架拼接施工为例，以

往 8—9 名工人得忙活 3-4 小时，如今只
需要 2—3 名工人操纵台车，一个小时左
右就可完成。

再看“智能拱锚喷一体化台车”，它的
机械臂多出一个类似“打钉”的功能，可将
钢锚杆穿过拱架准确固定在隧道壁的岩石
上。“多功能掘进机”自重70余吨，自带的液
压油泵向机械臂顶端一只硕大的高频破碎
锤输送澎湃动力，坚硬的岩石应声而碎，相
较传统爆破掘进或研磨掘进模式，粉尘降
低的同时大量节约混凝土用量。

“凿岩台车”则是“打洞专家”，它主要
为矿山开采、隧道等地下工程爆破施工开
凿炮孔。折叠臂和直臂两种机械臂形态，
是为适应复杂的爆破现场——最大能适应
16米宽13米高的隧道断面。它还自带金刚
石钻头，可在绝大多数质地的岩石上规整
凿出42毫米直径，最大深度5.2米的炮孔。

矿山、水电、公铁路隧道、储能等地下工

程领域，都是蓝海智能自主研发的这些大型
施工装备施展“才艺”的舞台。截至目前，公
司已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为
国内地下工程装备制造行业领军企业。

而在13年前，初创时期的蓝海智能，还
不过是一家只有几百平方米的“弹丸”小厂。

“我们最早只生产交安行业的打钻桩机，整个
行业全国产值当时才2亿元。”冯怀回忆道。

“我们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加大研发环
节和人才培养投入，确保技术和产品始终
走在市场前沿。”冯怀介绍，企业总共800余
名员工，其中研发人员就占到1/4。2021年
企业研发投入 767.24 万元，到 2023 年增加
至 2905.65 万元。同步与多所高校建立合
作，获得自主知识产权343项。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重大装备的融合应
用，是蓝海智能下一步研发重点。蓝海智
能的这些大型施工装备，将越来越“聪明”。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蔡宇 摄影 李冬

纽瑞特自主创新研发的锗镓发生器纽瑞特自主创新研发的锗镓发生器

永新医疗自主研发的我国首台永新医疗自主研发的我国首台SPECT/CTSPECT/CT

解放人类双手的各类工程机械，可平地起高楼，可天堑变通途。可
当施工场景来到地下或者山体内部，又是怎样的机械装备开山凿岩展
示现代科技的伟力？

9月1日，记者来到位于温江区的四川蓝海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进行了专访。这家坐落在成都医学城、与一众生物医药科创企业为邻
的装备制造企业，却“玩转”大型机械电动化与智能化创新技术，研发出
的多类新型施工装备，革新了地下工程建设领域的传统施工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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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造”工程机械改变了地下工程建设工法

开山凿岩“大块头”有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