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苗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至关重要。
4月12日，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

物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国药集团中国生
物”）申报的一类新药——新型冠状病毒灭活
疫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许
可。这是全球首个获得临床试验批件的新冠
病毒灭活疫苗。

在全球疫苗研发过程中，中国在灭活疫苗
技术上实现了“领跑”。

疫苗研发进入“战时节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对疫苗研发攻关高度重视，疫苗研发也进入了

“战时节奏”。
据了解，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早在1月19

日就成立了由科技部“863”计划疫苗项目首
席科学家杨晓明挂帅的科研攻关领导小组，从
诊断、治疗和研发三个维度奋力攻关。同时，
安排10亿元研发资金，布局“两所一院”（武汉
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中国
生物研究院），在两条技术路线上开发新冠病
毒疫苗。

2月1日，在科技部生物中心的高效组织
和有力推动下，中国生物作为牵头单位获得了
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共安全风险防控
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专项“2019—nCoV灭
活疫苗”项目紧急立项。

为使疫苗早日研发成功，在开展灭活疫苗
科研攻关的同时，应急审批工作也同步启动。
国家药监局为疫苗研发机构开通了绿色通道，
他们打破常规，以滚动方式提交相关资料。武
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先后向药品审评中心滚动

提交了13轮电子资料、10轮邮件回复资料，
国家药监局同步审核，多次召开单专业审评
会，极大提高了沟通效率和审评速度。

4月10日，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向药品
审批中心正式提交了最终版全套纸质申报材
料并获得受理号。

4月12日，在多部门协同合作下，国家药
监局向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发放了临床试验
批件。

反复试验确保疫苗安全

毒种是研发和制备疫苗的基础。
据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病毒性疫苗研究

一室主任王泽鋆介绍，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1
月份主要开展了两方面工作。一是病毒在细
胞上的适应传代工作研究；二是由于要研发的
是灭活疫苗，因而需要确定病毒的灭活工艺和
灭活条件，以确保疫苗灭活成功。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武汉
病毒研究所在1月份成功分离疫苗株后，共同
开展了毒种库建库工作，经过严格筛选和纯
化，于2月28日成功建立了三级毒种库。

2 月 14 日，科研攻关团队获得纯化抗
原。从2月16日起，便开始在大鼠、小鼠、豚
鼠及恒河猴、食蟹猴等多种试验动物身上开展
疫苗的免疫原性研究，以验证疫苗的有效性。

2月25日，科研攻关团队完成了工艺建
立和质量标准确定，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
研究所建立的动物模型上，开始动物保护性
研究，在恒河猴等动物身上证明了疫苗具有
很好的保护效果。据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总
经理段凯介绍，武汉病毒研究所科研团队在

最后关头连续奋战多日，才赶在4月6日完成
了实验。

在疫苗研发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是
临床前的安全性评价，即首先要证明疫苗在动
物身上是安全的。自3月8日开始，科研攻关
团队开展了安全性评价工作。4月10日凌晨
5时，重复给药毒性实验报告完成了。

捷报接连不断。3月18日，三批疫苗生
产完成。“这三批疫苗很重要，因为我国要求在
申请临床试验之前，必须连续生产三批合格样
品。”王泽鋆说。4月4日，武汉生物制品研究
所生产的灭活疫苗自检合格；4月9日，顺利获
得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检定合格报告。

疫苗安全有效未来可期

国药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批进入
临床试验阶段的灭活疫苗，是一种通过物理
或者化学等方法杀死病毒，但仍保留了病毒
引起人体免疫应答活性的一种疫苗。这种疫
苗研究基础扎实，具有生产工艺成熟、质量标
准可控、保护范围广等特点，在预防甲肝、流
感、手足口病、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中均有广

泛应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国生物已为应急使

用做好充分准备。中国生物总裁吴永林表示，
中国生物申报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批次产
量超过5万剂，量产后每批次产量超过300万
剂，年产能1亿剂以上，完全具备大规模灭活
疫苗生产能力。

目前，该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一期、二
期临床试验已在河南焦作武陟县同步开展。
在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焦作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武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心组织
下，临床试验在获得临床批件后第一时间启
动，已完成第一阶段32名志愿者接种工作。

中国生物党委书记朱京津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生物组织科研人员多维
度、多层次展开科研攻关工作，已率先研制出
核酸分子检测试剂盒，率先提出康复者恢复期
血浆技术标准和治疗方案，成为全球首家获得
新冠灭活疫苗临床批件的企业。

目前，中国生物科研战线员工仍处于“战
时状态”，仍有几个科研攻关项目正在日夜无
休抓紧赶工。期待不久的将来，继续有新的捷
报传来。

确保口罩、防护服、检
测试剂盒供应，研发关键
药物等，都是防疫抗疫的
关键环节。能不能及时
供得上、用得了，考验一
个国家在危急时刻的动
员能力。

在抗击疫情这场战役
中，中央企业迅速动员、快
速转产、奋力攻关，发挥了
巨大作用。在口罩机生产
企业中，国机集团、通用
技术集团、航空工业集
团、中船集团、兵器工业
集团等中央企业纷纷担
当重任；在口罩生产过程
中，中国石化、中国石油、
中国海油、国机集团倾力
而为，半个月时间便开行
了11条生产线；在防护服
供应过程中，新兴际华集
团“人倒班、机不停”，为全
国供应了三分之一的防护
服产量。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谈及国有企业定位时表
示，要使国企成为党和国
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
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

“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
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
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
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
重要力量。

多年过去，言犹在耳。今天，在这场抗疫攻坚战
中，中央企业从零起步，强力推进医疗物资生产保供，
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六
大力量”的真正内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央企业作
为国有企业的“排头兵”，以奋勇拼搏的精神，以超强的
行动力，以“舍小家，顾大家”的胸怀生动诠释了什么叫
真正的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
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是党和国家
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也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
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疫情面前，我们更加理解了
为什么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为什么
要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疾风知劲草，苦难铸辉煌。事实再次证明，人类是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疫情面前，所有人都通过不
同的方式联结在一起。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应有之
义。由此，我们也更加理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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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中国石化集团旗下燕山石化公司第4
条熔喷布生产线成功投产。至此，两期工程共4条熔
喷布生产线全部实现量产，燕山石化熔喷布日生产能
力达到12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口罩生产企业普遍
遇到的原材料紧缺问题。

口罩一般分3层。其中，外层和内层采用的是符
合医卫标准的无纺布。中间的防护层是熔喷布，它由
聚丙烯改性的熔喷料制成，是过滤防护的关键，通常被
称为口罩的“心脏”。随着口罩需求增加，熔喷布成为
制约口罩产能的“卡脖子”环节。

燕山石化是中国石化旗下在北京的唯一一家炼化
企业，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医卫原料生产基地之一。
随着口罩告急，燕山石化熔喷布一期工程于2月24日
紧急启动。

资料显示，燕山石化投产的熔喷无纺布生产线年
设计生产能力为14400吨，包括两条熔喷无纺布生产
线、3条纺粘布生产线，每天可生产4吨N95熔喷布或
6吨医用平面口罩熔喷布。这些原料可以生产120万
只N95口罩或600万只医用平面口罩。

在正常情况下，要建成这样一座万吨级熔喷布生
产厂，大约需要半年时间，但燕山石化只用了12天。

新建的熔喷无纺布生产线厂房，是利用燕山石化
位于东厂区一座3600平方米旧厂房改建的。为了抢
工期，施工人员对标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速度，工
人24小时不间断施工，主要管理人员吃住在现场，一
天可完成平时3天至5天的作业量。

3月6日，燕山石化熔喷布生产线一次开车成功，
产出合格产品。

仅一个月后，也即4月10日，燕山石化第3条熔喷
无纺布生产线建成投产；4月15日，第4条熔喷无纺布
生产线投产成功。目前，燕山石化熔喷无纺布项目4
条生产线均实现了稳产高产，熔喷无纺布原料全部来
自企业自产。燕山石化在合成树脂专业领域上下游一
体化的优势彰显无疑。

据了解，截至4月21日，燕山石化熔喷无纺布产
量突破300吨，可助力增产口罩3亿片。

燕山石化：

12天,1 座厂
本报记者 黄晓芳 通讯员 王朝辉

我国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最先获得临床研究批件——

疫苗研发与时间赛跑疫苗研发与时间赛跑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疗物资需求量
激增。面对疫情防控期间口罩、防护服、消毒
液等各类抗疫物资需求缺口，中国石化、中国
海油、新兴际华集团等中央企业纷纷转产，从
零起步，强力确保医疗物资供应，为缓解国内
医疗物资紧缺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增产转产医卫原材料

中国石化产品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防疫
工作，其中聚丙烯、部分有机化工原料、合成纤
维的产品应用尤其重要。

针对疫情防控过程中用到的口罩、注射器
等聚丙烯化工产品原料，中国石化及时调整生
产计划，1月份、2月份安排医用牌号合成树脂
16万吨，同比增产4.5万吨。同时，安排江汉
盐化工满负荷生产，尽最大努力支持国内市场
消毒液原料供应。

同时，齐鲁石化也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优
先做好医用级聚氯乙烯S—1000M原料生产
工作，该产品主要用于生产呼吸面罩、吸氧管

等，在1000吨产品销售一空后，又紧急排产
1000吨。

中国石化党组书记、董事长，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张玉卓表示，要充分发挥中国
石化的产业优势、网络优势、采购优势，千方百
计做好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各大医院医用氧需求
量连连攀升，医院氧气用量已达到日常用量峰
值的10倍以上。

听说医院“缺氧”之后，位于湖南的长岭炼
化快速落实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党组部署，优化
生产运行，提高装置负荷。经过系列调整优
化，长岭炼化每天可产出医用氧120吨，较平
时产能提高约20%。

面对疫情防控期间消毒液等防疫物资需
求量急速上升，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迅
速行动，满负荷生产防疫物资所需原料和消毒
液原液。

次氯酸钠原液是84消毒液的主要成分。
中国海油旗下山东海化员工坚守生产一线，实
施四班三运转，开足马力生产次氯酸钠原液，

保障疫情防控现场病毒消杀需求。截至目前，
该公司已累计生产并向社会无偿捐赠可配制
165万公斤消毒液的次氯酸钠原液。

满负荷生产确保供应

疫情发生以来，新兴际华集团坚决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国资委工作要
求，全力转产医用防护服。

由于企业第一次生产防护服，人员、装备、
原料、资质等现实问题都摆在了新兴际华集团
面前。在生产设备保障方面，国资委积极协
调、紧急调拨关键生产设备——热压机；工业
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积极协调各方原料供应，
派驻特派员全方位跟踪调度；市场总局快速跟
进资质和检验环节相关工作，为企业快速达产
争取了时间。

集团所属企业际华3502公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公司2300余名一线职工每天加班加点，
关键工序实施两班倒，发货量节节攀升。

1月30日下午，际华股份设计完成2套医

用防护服样衣；2月1日凌晨即完成裁剪；2月
3日，医用防护服批量试产成功。2月25日，
日产能突破10万套。

与此同时，新兴际华集团党委在应对疫情
领导小组下增设4个疫情防控物资专项工作
组，即防护用品生产保障组、应急装备生产保
障组、职工防疫保障组和相关政策对接保障
组。先行转产医用防护服的企业，按照“试制
样品—检验测试—申请资质—排产供应”流
程，全面磨合优化医用防护服生产15道工序，
为最大负荷抢产创造条件。

“多生产一件防护服，就可以多武装一位
‘战士’；多开一条生产线，就等于多开辟上千
条‘生命线’。”新兴际华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集团防护服日产量最高达到15万套。

30天打通口罩产业链

3月15日，中国石化宣布口罩日产量突
破100万只。同时，中国石化负责提供原料的
协作企业每天也可生产超过100万只口罩。
这意味着，中国石化一家企业可以每天为社会
提供200万只口罩。

须知，仅1个多月前中国石化还只是口
罩原料聚丙烯生产商。为抗击疫情，企业一
头扎进了中下游，迅速打通了口罩生产整个
产业链。

口罩一般有3层，外层和内层均采用符合
医卫标准的无纺布，原料是聚丙烯。中间的防
护层是熔喷布，是由聚丙烯改性的熔喷料制
成，能过滤细菌，阻止病菌传播，其纤维直径只
有头发丝的三十分之一，是过滤防护的关键。

显然，能不能迅速上产增产口罩，熔喷布
是关键。一时间，熔喷布成为产业链条的“瓶
颈”，价格一度飙升。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上海石化充分发挥聚
丙烯产能、技术、团队以及产业链优势，立即启
动技术攻关，联合地方政府和有资质的厂家，
加快熔喷布专用料研发。2月23日，上海石
化紧急研发转产的熔喷无纺布专用料试产成
功，每天可生产6吨，每天可助力新增一次性
医用口罩近600万片。

张玉卓表示，预计到5月底，中国石化可
累计形成每天35吨熔喷布产能，约占全国
20%，有望成为全国最大的熔喷布生产商，每
天可助力生产3500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

熔喷布的下一个环节就是口罩生产，中国
石化决定，索性“一猛子扎到底”，直接生产口
罩。纳通公司小骨科事业群总经理李仁耀说：

“我们平时并不生产口罩，看到中国石化寻求
合作伙伴，还提供口罩机和原材料生产口罩，
公司立刻同他们取得联系，双方一拍即合。目
前，中国石化采购的15条口罩生产线已经在
纳通公司投入运行，口罩日产能超100万片。”

疫情期间央企从零起步转产医疗物资——

跨界出击显担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晓芳 吉蕾蕾

图为由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与中国图为由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与中国
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协同研发的新冠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协同研发的新冠
病毒灭活疫苗病毒灭活疫苗。。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工人正在中石化仪征化纤生产车间里整理熔喷布图为工人正在中石化仪征化纤生产车间里整理熔喷布。。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