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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周雨

9月28日，“新领先（重庆）生物医药一体化研发服
务基地”项目在永川区建成投用，由其承担的首批 15
个高端制剂项目集中启动，这也是永川建成投用的首
个生物医药一体化研发服务基地项目。

该项目由北京新领先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这家公司是国内医药CXO领域的龙头企业，
也是国内首家登陆主板上市的医药 CXO类公司，至
今已为全球药企提供超过 1000个研发和生产服务
项目。

“医药CXO公司实质就是医药服务外包公司，主
要为药企提供第三方研发生产服务。”北京新领先医药
公司董事长陶新华告诉记者，无论是新药开发还是仿
制药开发，都是一个投资非常大、周期非常长的过程，
靠单个药企去完成这个过程的难度非常大。因此，药
企通常会采取定制化研发生产的方式，将其外包给第
三方专业公司，即合同研究组织、合同生产组织，以降
低成本、提高效率。

据悉，“新领先（重庆）生物医药一体化研发服务基
地”项目总投资 24亿元，目前已建成一期新领先（重
庆）研究分院、新领先（重庆）MAH公司，二期将建设细
胞基因治疗CRO公司、CDMO基地、重庆MAH信息平
台及管理中心等。该基地全部建成后，可为药企提供
药品立项、药品注册、临床CRO、CDMO以及MAH等全
产业链“一站式”研发生产服务。

□ 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9月28日，由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等单位合作完成的论文《中国志留纪早
期最古老完整有颌脊椎动物》，作为封面
论文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
（《自然》）。这一研究意味着重庆发现了
世界最古老完整有颌脊椎动物，意义极
其重大。

这一发现填补了“从鱼到
人”演化史的巨大空白

重庆市地质矿产研究院是该封面论
文的并列第一作者单位。该院研究人员
陈阳介绍，包括人类在内，地球上现存
99.8%的脊椎动物都具有颌骨（上颌与
下巴），统称为有颌脊椎动物或有颌类。
有颌类的出现与崛起是“从鱼到人”的脊
椎动物演化史上最关键的跃升之一，人
类的很多重要器官与身体构型都可追溯
到有颌类演化之初。

然而，有颌类直到志留纪晚期（4.25
亿年前）才出现较完善的化石记录，而分
子钟推断的有颌类起源时间不晚于 4.5
亿年前的奥陶纪晚期，因此，有颌类的早
期演化存在一段至少绵延3000万年、横
跨整个志留纪的巨大空白。

此次研究团队发现并命名了志留纪
早期鱼化石组合“重庆特异埋藏化石
库”。其中发现的古鱼化石数量众多，保
存完整，包含迄今为止最早的完整的有
颌脊椎动物化石记录，正填补了上述巨
大空白。

人类四肢的雏形、鲨鱼的
直系祖先，在这些新属种中找
到线索

“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中，有最新
发现的 3种志留纪古鱼新属种：盾皮鱼
类的神奇秀山鱼，软骨鱼类的蠕纹沈氏
鱼和盔甲鱼类的灵动土家鱼。

研究团队历时近三年，使用高精度
CT扫描、精细三维重建、扫描电镜元素分
析、全光位图像、多元统计分析在内的多
种手段开展细致研究和反复探索，使得这
些化石“吐露”了大量珍贵的解剖学信息。

陈阳介绍，其中，灵动土家鱼生活于
4.36亿年前，是一种没有颌部的盔甲鱼，
身长约 6厘米，其头甲保存了奇特的侧
线系统。更难得的是，灵动土家鱼的身
体得以完整保存，这在盔甲鱼中属于首
例。从身体部分，可以观测到其体侧成

对的连续鳍褶，研究表明，这些连续鳍褶
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四足动物四肢的雏形。

有蠕纹沈氏棘鱼生活于 4.36亿年
前，身长约 3厘米，是一种软骨鱼类，也
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软骨鱼类大化石，还
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关联保存的软
骨鱼类大化石。

有蠕纹沈氏棘鱼具有一个非常特殊
的包围肩带的大块膜质骨甲，这一特征
此前被认为是盾皮鱼类独有的特征，在
其他软骨鱼类中从未发现过，确证了软
骨鱼类是从“披盔戴甲”的祖先——盾皮
鱼类演化而来。这也意味着，看似柔韧
灵活的鲨鱼、鳐鱼等软骨鱼类，竟然有

“戴盔披甲”的直系祖先。
奇迹秀山鱼身长约 3厘米，生活于

4.36亿年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盾皮
鱼类，它糅合了多个盾皮鱼大类的特征，

其颅顶甲型式为从盾皮鱼式向硬骨鱼式
演化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状态。

有趣的是，奇迹秀山鱼的头甲中间有
一道横向的裂隙，在功能上代偿不可动
的颈关节，使得头能在呼吸和摄食时抬
起与落下。研究表明，人类与颈部相连
的枕骨即由奇迹秀山鱼头顶这道裂隙前
的骨片（中央片，或称后顶骨）演化而来。

我国新增一个特异埋藏
化石库

陈阳介绍，“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
是继澄江生物群、热河生物群之后，又一
个在我国发现的、处于生命之树演化重
要节点的特异埋藏化石库。

该发现填补了全球志留纪早期有颌
类化石记录的空白，首次为有颌类的最早

期崛起与辐射分化提供了确切证据，在有
颌类最早期分化、重要器官和身体构型演
化等重要科学问题的探索中取得了新进
展，刷新了世界生命演化史的传统认知。

论文作者之一、重庆市地质调查院
研究员魏光飚说，“重庆特异埋藏化石
库”的发现，表明秀山川河盖中蕴藏了无
数生命演化的奥秘。重庆生物群的发现
与研究，为秀山新增了“志留纪海洋公
园”、“有颌鱼类的故乡”等世界级的科
学、文化名片。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由世界顶
尖研究机构和化石发现地规划自然资源
管理部门紧密合作发现。重庆高度重视
古生物化石保护与研究工作，重庆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将继续为我国重要古生物
化石发现、保护、研究和宣传贡献力量。

距今4.36亿年！

重庆发现世界最古老完整有颌脊椎动物

□ 江津日报记者 杨安迪 邓浩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江津区龙华镇
新店村的重庆锦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锦程实业”），放眼望去，果园里成
片成行的柑橘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
苗圃基地里，一盆盆柑橘无病毒容器苗
排成一个个纵队，工人们正忙着给柑橘
苗木进行日常管护。

据了解，锦程实业成立于 1998年，
是以农业产业化为主营方向的民营股份
制企业，主要从事柑橘产业化经营，是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重庆市柑橘产业协会会长单位、重
庆林业重点龙头企业、重庆农产品加工
业百强示范企业。该公司从柑橘选种、
育苗、种植，鲜果商品化处理、橙汁加工，
到农产品销售、配送、电商及农业休闲旅
游，形成了全产业链，实现了三产融合。
其“锦程橘香四季体验农场”被列为全国
优选旅游项目。该农场位于现代农业园
区核心区域（龙华镇新店村、梁家村），占
地6300亩，其中包含柑橘种苗繁育基地
600余亩、果园基地 4000余亩及完善的
农业基础配套设施。

这只是江津区全力建设国家区域性
柑橘良种繁育基地，推动柑橘产业持续
绿色健康发展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江津是重庆最大的柑橘无
病毒苗木生产区，拥有 14家规模以上
（年育苗能力达50万株以上）育苗企业，
规模以下育苗企业（个人）20余家。全
区育苗基地总面积 3368亩，示范基地 2
万余亩，年无病毒种苗繁育能力近 3000
万株。2021年销售柑橘苗木100余万株，
主要为091无核沃柑、“阳光一号”桔柚和
金秋砂糖橘等10余个品种，除供应川渝
市场外，还销往云南、福建、江西、湖北、广
东等全国柑橘主产区，对我国柑橘品种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国培育柑橘苗木的地区这么多，
为何江津能从中脱颖而出？江津区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种子是农业的

“芯片”，良种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在
2017年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区域性柑橘良
种繁育基地后，江津区逐年提升柑橘种
苗基地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集约化、
信息化水平，促进柑橘种苗稳产、品种示
范稳收，助力柑橘产业跑出“加速度”。

在推进基地建设方面，坚持“抓大控

小”。江津区全力支持重庆嘉超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奔象果业有限公司和福禄
特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无病毒容器
育苗重点龙头企业生产能力建设，依托
农业专项资金项目改建120亩新优品种，
开展柑橘资源收集利用与种质资源圃运
转维护。此外，严格控制生产条件差、技
术保障差、布局不合理小户散户发展，通
过建立并实施种苗生产经营许可制度和
联合执法检查，鼓励生产脱毒容器苗。

在加强源头监管方面，坚持综合施
策。江津区严把基地到市场的流通关，
从严审批发放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
营许可证，目前全区办理种苗生产经营
许可证的企业共计13家。同时，建立种
苗生产、销售档案，全程跟踪记载每一批
种苗的品种、数量、品种来源、接穗来源，
育苗单位、病虫检疫、育苗天数等情况，
实现全程可追溯。种苗出土后，由区农
技中心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检疫，不合格
的苗木一律不得出圃。

在加强政策引导方面，坚持管服并
重。江津区对柑橘新建园项目用苗严格
执行管控准则，确保区外苗木、接穗必须
有检疫证书，区内必须有产地检疫合格

证，所选种苗必须无病毒容器苗，容器苗
出圃标准必须符合行业标准，所购种苗、
接穗品种必须是审定的柑橘品种，保障
全区柑橘种苗安全。此外，江津区大力
支持重点育苗业主建立远程检疫监管系
统，以及开展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
试点项目，提档升级育苗生产。

在加强队伍建设方面，坚持齐抓共
管。江津区建立区农技中心、区农业执
法支队、区多经中心和镇街农业服务中
心多部门联合、上下联动机制，组织技术
人员深入苗圃镇街、苗圃基地，举办植物
检疫技术和育苗技术培训，提高检疫和
育苗水平。坚持毗邻镇街、部门镇街执
法监管联合协作，确保产地、调运、市场
三环节检疫不脱钩，提升监管队伍工作
效率。

下一步，江津区将充分利用好优势
产区的有利条件，依托有关项目，加强和
完善柑橘良种无病毒繁育体系建设，建
设一批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
和信息化的优势柑橘种苗生产基地，并
加快新品种的引进、收集、脱毒、繁育、示
范及推广，擦亮国家区域性柑橘良种繁
育基地这块金字招牌。

江津：多措并举建设国家区域性柑橘良种繁育基地

永川

投用首个生物医药
一体化研发服务基地项目

□ 江津日报记者 邓浩

日前，四面山森林资源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四
面山森服中心”）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资料时，
发现一段国家“三有”动物——红白鼯鼠觅食的精彩
画面。

据悉，红白鼯鼠长相酷似松鼠，隶属于松鼠科、鼯
鼠属，体长35厘米至60厘米，面部和胸膛呈白色，眼圈
和周身呈枣栗色；喜欢昼伏夜出，瞳孔特别大，夜视能
力极强；白天常蜷伏在树洞中，黄昏后出来活动觅食，
常以树木的嫩芽、嫩叶、果实等为食；主要栖息于海拔
1000米左右山坡森林地带或石灰岩隐蔽处，国内主要
分布于重庆、四川、陕西、云南等地，国外主要分布于印
度、缅甸、泰国等地。

值得一提的是，红白鼯鼠身体两侧及后腿之间有
一层翼膜，当四肢伸展后就像打开了一把滑翔伞，人类
翼装飞行就是受到了它的启发。

“红白鼯鼠胆小机警，多栖于高大乔木的树洞中，
能拍到红白鼯鼠下地觅食的珍贵镜头，实属难得。分
布在四面山的红白鼯鼠为宜昌亚种，与其他亚种在体
型和斑纹上均有一定的差别。”四面山森服中心工作人
员封镀介绍。

下一步，四面山森服中心将深入研究红白鼯鼠生
活习性，继续布设人工巢箱，为保护该区内野生动物提
供更多、更安稳的居住场所。

江津

发现国家“三有”动物红白鼯鼠

红白鼯鼠

□ 上游新闻记者 李舒

9月 28日，记者从“城口老腊肉新发展 乡村产业
再升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城口将城口老腊肉作为全
县支柱产业和长效富民产业进行培育，主要从 5个方
面推进城口老腊肉全产业链发展。

具体来看，城口将围绕产业链条“建链”。城口
将通过选育最适合城口老腊肉生产的地方品种猪、
开发地源性饲料配方、传承弘扬传统工艺等措施，构
建产业分工明确、要素配置高效、产品质量可控的发
展格局。

城口还将围绕园区建设“强链”。城口以推进城
口老腊肉特色产业园区建设为抓手，建设一批老腊肉
产业强村和老腊肉产业强镇，完善供应链和创新生
态，积极引进关键环节企业和配套企业。

同时，城口将围绕标准制定“补链”。城口制定了
城口老腊肉团体标准，并正在修订城口老腊肉传统炕
房建设生产技术规范、老腊肉加工工艺及流程等 6项
城口老腊肉地方标准，同时建立溯源管理体系。

此外，城口将围绕政策创新“拓链”。城口大力构
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让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
社、龙头企业抱团发展，建链成链，并分环节、分对象、
分层次实行定制化政策配套。

最后，城口将围绕文化挖掘“延链”。通过打造老
腊肉展览馆、老腊肉非遗工坊、老腊肉文化体验区、老
腊肉数字博物馆等方式实现文化与健康、绿色与生
态、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

城口

布局老腊肉全产业链发展

□ 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

9月28日，记者从西南大学获悉，西
南大学团队历经八年努力，成功研发全
球首张油菜液相育种芯片——油菜50K
液相育种芯片。

要想收成好，首先要种子好。种子
创新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生物
育种则是生物农业的首要方向。这就是

“种质资源”“育种技术创新”。
“一堆种子摆在面前，经验丰富的人

也许能凭借肉眼观察其好坏，但哪种种
子长出来的植株更高？哪些种子的产量
高？哪种种子不容易生病虫害？这些问
题则必须依靠现代科技。”西南大学农学
与生物科技学院教授卢坤称，随着分子
设计育种成为引领作物遗传改良的前沿
技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希望借助基因
组测序、多组学分析、生物信息学的利器
探索基因调控奥秘，提高育种效率。

正因如此，近年来，育种芯片的研发
在育种技术创新上也非常重要。

育种芯片和传统意义上的手机电脑
等工业芯片不同，是生物物种基因检测
的重要工具，通过生物芯片可以读取生
物样本DNA数据。“简单来说，育种芯片
可让研究人员了解这类种子的大部分特
性，从而指导重要品种培育。”卢坤说。

当然，育种芯片的形式也有不同，大
致分为固相芯片和液相芯片两类。液相
芯片在价格上极具优势。从原理来讲，
传统的固相芯片是基于荧光检测，根据
荧光强弱进行反应。由于反应位点固
定，且以板为单位进行使用，即使只有效
使用了其中一个芯片单元，都会造成整
板芯片报废，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研发
成本。而液相芯片是基于DNA的捕获，

然后再进行测序，它对同一个位置进行
了多次的测序。准确率不仅更高，且位
点设计更为灵活，成本价格也仅占固相
芯片的1/5。

“油菜过去有育种芯片，但不是液相
芯片；液相芯片有其他领域，但不是针对
油菜。油菜液相育种芯片则是全球首
张。”卢坤说。

据了解，该团队历时八年，前期对全
球588份有代表性的油菜品种进行了全
基因重测序，挖掘出 500万多个 SNP位
点，然后从中筛选了5万多个位点，设计
了这款液相育种芯片。该芯片能为油菜
靶向捕获测序、遗传分析和基因组育种
提供基因组学资源。

卢坤介绍，之所以聚集油菜领域，是
因为油菜作为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每

年为国家提供 50%以上的国产食用油，
对扩大油料生产，保障国家粮油安全有
重要意义。

“育种从古至今，已经历了四代变
革。”卢坤说，第一代是人类将作物驯化
为栽培品种；第二代是常规育种，如杂交
育种；第三代是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
第四代是智能化生物育种，以全基因组
选择和基因组设计育种的方式获得新品
种。

卢坤表示，油菜液相育种芯片的研
发只是一个中间环节，前期团队完成了
油菜全基因组重新测序，鉴定出全球油
菜的上百万个变异位点。“未来，我们将
基于该芯片构建智慧设计育种平台，利
用平台，设计好基因型，培育出国家和农
民需的新品种。”

重庆科学家研发全球首张油菜液相育种芯片

志留纪兰多维列世重庆生物群生态复原图。

志留纪早期五种古鱼的三维复原图。 “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化石照片。

（本组图片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