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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观察

“紫红色袋子里是益生菌，绿色袋子装的植物
精油。”8月1日，湖北景瑞天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马玉娇拿出两个彩色的袋子。“但这
些保健品可不是给人食用的，而是给动物吃的。”
她笑着说。

看到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一脸惊讶，马玉娇解
释道，这两种产品主要作用于动物肠道健康，促进
消化和吸收，与人类食用的益生菌功效差不多。

景瑞天恒致力于饲料添加剂研发生产销售，
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

以往，由于动物饲料中抗生素的滥用，导致动
物产生耐药性，机体受到损害，也带来对环境的污
染与残留。

2020年7月1日起，我国饲料生产企业停止
生产含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中药类除外）
的商品饲料，以减少滥用抗生素造成的危害。

景瑞天恒意识到，机会来了！
全面禁抗之后，安全性较高的益生菌，对动物

机体的生长发育有诸多益处，成为畜牧行业替代
抗生素的最佳方案之一。

为了抢占新赛道，景瑞天恒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年销售收入翻倍增长。马玉娇介绍，该公司已
与正大集团、扬翔集团、康迪集团等全国知名饲料
企业建立长期供货关系。2021年，公司主营产品
在该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超过60%，被认定为

“省级科创新物种”和瞪羚企业。
与景瑞天恒一样“不走寻常路”的，还有另一

只“瞪羚”——湖北盛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这家
智能化工厂建设企业，可以为客户提供一整套工
程项目解决方案和实施标准，完成从原材料到产
品的生产一键化启动。

盛林生物总经理李刚介绍，选择这个赛道，缘
于他多年的生物工厂工作经验。他说，很多研发
自动化的人员，往往并不了解生物企业生产过程
中的真正需求，造成各个环节的工艺、装备、自控、
仪表等不匹配，难以实现真正的自动化。抓住痛
点，他将各工艺单元的系统设备集成和工厂的自
控系统有机结合，并抓住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机
遇，在智能化工厂建设领域闯出了一片天，还成为
西门子等知名企业的合作伙伴。

块头不大却身怀“独门绝技”，高速创新成长的企业，被称为瞪羚企

业，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

在宜昌高新区城东U谷宜昌生物医药孵化器，一个个瞪羚企业开

辟新赛道，突破新技术，不断成长壮大。

宜昌生物瞪羚企业跑得快跳得高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元媛 通讯员 杨婷婷

新赛道 从痛点中寻求商机

新突破 从创新中赢得市场

“我们产品中的植物精油含量，比市面平均水
平高一倍。”马玉娇说，公司自主研发的包被技术，
能让精油减少在胃的释放，更多地作用于肠道，实
现精准释放，提升效能。这也成为景瑞天恒产品
替代进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在河北涿州，景瑞天恒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
建设动物试验基地，提供给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
饲料生产企业，用来论证新科技产品的有效性。
公司自建研发平台与高校合作研发，研发投入占
销售收入的7%以上。

城东U谷另一家瞪羚企业湖北灏瑞达环保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被誉为“臭气克星”，针对不同性质
的废气恶臭性质，总能研发出“尖板眼”。公司技术

总监张浩介绍，发酵异味治理是行业难题，以硫化
杆菌属为例，成分复杂，一个发酵罐产生的气量达
到4万立方米/时，产生异味的物质含量可能仅有
0.3克/立方米。“浓度不高，气味刺鼻，隔老远都能
闻到”。

该公司通过物理洗涤方式，不仅去除异味效
果好，还节约了传统方法的药剂成本。对食品发
酵行业高浓度废气，灏瑞达研发首创曝气微生物
除臭处理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去除效率高，平
均运营成本降低60%以上。

从行业领先的无创伤治疗肾结石项目到癌症
早期筛查，从生物医药特种酶研发到合成生物学
研发生产，行进园区，一阵阵科技新风扑面而来。

新平台 从孵化中孕育生态

“一个区域的瞪羚企业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该区域的创新能力和发展速度。”三峡大学科技
学院党委书记田强说，专业领域新、创新能力强、发
展潜力大，是瞪羚企业最大的特点。他建议，政府部

门应从政策扶持到金融赋能，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
越的创新生态，让“瞪羚”跑得更快、跳得更高。

城东U谷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的
国家级专业孵化平台。投建运营方宜昌欣扬孵化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湃介绍，园区已构建
起从众创空间到孵化器、加速器、再到产业园的一
站式全链条生物医药孵化体系，为初创期的企业
提供研发、办公方面的共享设施。2023年，该孵
化平台帮助园区企业融资9250万元，协助56家
企业争取各类资金支持973万元。

“我们还成立了湖北优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升级产业基金至5000万元，用于优质企业的持股
孵化。”彭湃说，这种模式已帮助5家企业实现从
孵化到产业化发展的转变。

景瑞天恒投资建设的现代化绿色生物饲料及饲
料添加剂研发生产基地，正拔节生长。基地将扩大生
产规模，引进更先进的全自动生产线，提高生产产
能。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0亿元。

目前，城东U谷入驻企业300家，培育高新技
术企业46家，其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
家、湖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4家、湖北省

“瞪羚”企业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100余家。

日前，位于宜都市的湖北天宜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产品研发中心传来好消息：用于化工行业特
殊工况下的智能化输送技术和设备研发成功。

“样机推出后，得到了客户认可。”谈起新产
品，公司董事长黄俊杰脸上透出喜悦。

天宜机械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集设计、制
造、安装、调试输送设备、破碎设备、筛分设备于一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用17年的时间，从一个“小作坊”式的机械
厂，逐步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瞪羚”企
业。近年来，尽管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但企业产值却节
节攀升。截至7月，企业今年订单已达1.2亿元，同比
增长30%，预计全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7亿元以上。

“小巨人”闯出大市场，成功秘诀何在？

黄俊杰介绍，从2011年开始，为了加快自主
创新步伐，企业大力引进技术人才，组建研发中
心，每年将不低于8%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累计
投入研发资金近千万元，先后攻克了产品耐温耐
磨性能、气密性、智能化等问题。

“几乎每天都要开产品研究总结会，反复进行
技术攻关和头脑风暴，不断解决问题、完善产品。”
天宜机械常务副总经理李学生说，现在客户需要
什么，就研究生产什么。

根据客户订单需求，该公司研究生产出了“埋
刮板+螺旋”组合输送机、煤气化专用气密性埋刮
板输送机等一系列市场化产品。在解难题过程
中，企业获得了有效专利9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
12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2项，行业标准6项。

8月2日，宜昌科技大会吹响了加快建设区域性科创中心的号角。在国家和省级创新战略下，

宜昌高新区正加快建设完善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构建以“用”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促进高校与

企业的科技合作，将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链接”到生产线。

加快从实验室落地到生产线

宜昌高新区促成
近60桩“科技姻缘”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元媛 通讯员 杨婷婷 林星鑫

宜昌高新区水铁空通达。

眼下，位于宜昌高新区的森德电工
研发车间，聚焦肿瘤放射治疗的放疗模
拟定位机，进入技术攻关关键期。

放疗模拟定位机，被称为“看不见的
手术刀”，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交叉产
品。森德电工是一家医疗设备领域的科
技型中小企业。

“最大的瓶颈在于关键技术的研
发。”森德电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周尤刚介绍，设备涉及的计算机软件、
特别是多模态的二维影像三维重建技
术，研发过程中特别需要，企业却苦于没
有技术储备。

去年，华工产业技术研究院落户宜
昌高新区，建设国家级产业创新发展服
务平台。华工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汪

志刚介绍，这个产研院是政产学研用相
融合的新型研发机构，将聚焦宜昌绿色
化工、生物制药和新能源等三大产业集
群，集聚创新资源、配置创新要素。比如
产研院建设的生物制药公共服务平台、
储能新材料实验室，就是通过运营团队
和创新团队股权激励的方式，促进创新
链与产业链、创新要素与生产要素的深
度融合。

森德电工遇到的难题，通过产业技
术研究院，向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找到
了“答案”。目前，华科团队已为森德电
工进行了技术诊断，计划年底在技术上
实现较大突破。

今年3月底，随着武汉工程大学宜昌
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心落户，宜昌高新区再

添一家高能级产学研合作平台，推动更多
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也帮助更
多中小型科技企业，找到智力支撑。

宜昌高新区科创局局长张伍介绍，
今年4月，宜昌建设科技创新供应链平
台，推出“企业出题、高校院所响应、以需
定研”的技术研发合作新模式。作为科
创供应链建设试点单位，宜昌高新区以

“用”为导向，探索将科研成果从实验室
“链接”到生产线。

目前，区内已有689家企业上线湖
北科创供应链“天网”，线上对接技术、人
才、金融等创新服务。“在供需对接机制
上，我们要求对企业提出的需求在1天
内确认，5天内完成详细沟通，15天对接
给出解决方案”。

8月4日，启迪之星（宜昌）科技企业
孵化器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杨韵介绍，
她今年已促成3个科研项目在宜昌转
化，成果转化项目金额达150万元。

杨韵是宜昌高新区的一名技术经纪
人。不久前，她与中国机械研究总院集
团签订了高端装备制造综合解决方案成
果转化委托协议，可为宜昌一批企业解
决装备制造方面的技术难题。

华工产业技术研究院科技创新服
务专项经理、技术经纪人李艳，是森德

电工与华科团队的牵线人。作为技术
经纪人，她既要深入了解企业的痛点与
需求，又要能与高校的科研团队及成果
进行匹配。

“很多科技企业都是创新型中小
企业，包括瞪羚企业，都是刚刚才跨越
创业‘死亡谷’。如果完全靠自己搞研
发，不仅成本高、周期长，风险也大。”
她说，如果说科创供应链是一张线上

“天网”，那么我们这些技术经纪人主
要是构建“地网”。把“天网”和“地网”

形成合力，将科研单位、设备厂商、下
游客户连接起来，就能为企业解决很
多创新难题。

张伍介绍，宜昌高新区已启动技术
经纪人专项培育计划，努力培养一支懂
业务、善经营、会管理的本土技术经纪人
队伍，在企业和高校院所的供需两端架
起“鹊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目前，已
有41名技术经纪人活跃在各个园区、企
业和高校之间。力争到2025年，宜昌高
新区上线“天网”企业超1000家。

今年5月，《宜昌市支持科技创新供
应链平台建设的若干措施》和《宜昌市科
技创新供应链专项科研激励资金管理办
法》出台。以“用”为导向，宜昌成为全省
首个出台科创供应链平台“政策包”的地
市州。

“政策包”提出，宜昌每年将设立1亿
元科创供应链建设基金，3000万元供应
链平台建设资金和2000万元专项科研
激励资金，共计1.5亿元支持资金，分阶
段支持科技成果研发转化和商品化，单
个项目最高支持200万元。

目前，宜昌高新区已对接需求107
项、促成技术合作 52项、总成交金额
2693万元；达成金融合作3项、总成交
金额600万元；人才项目合作3项。“加
起来，总共促成了近 60 桩‘科技姻
缘’！”张伍表示，宜昌高新区将围绕满
足企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科技
合作、人才资金等科创需求，引导
科技企业、服务中介、高校院所
等利用科创供应链平台发布科
创需求、对接专业机构、匹配解
决方案、转化科技成果。

今年一季度，宜昌高新区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增长22.3%，增速居宜昌市
前列，预计上半年将超70亿元。

企业出题、高校响应、以需定研

41名技术经纪人架起“鹊桥”

促成近60个技术、人才合作项目

宜昌高新区一角。

天宜机械：自主研发获得90多项专利
湖北日报通讯员 黎文来

蓝谷中微：小小菌株年创收5000万元
湖北日报通讯员 刘一鸣 杨菲

“我们正在进行的试验主要是改进发酵工艺，
让丁酸梭菌发酵菌数提高，降低成本。”8月1日，
宜昌市夷陵区蓝谷中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中
心厌氧工作站前，工程师樊杨全神贯注地从中取
出试验用菌种。

该公司是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丁酸
梭菌、乳酸菌等微生物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创业八年，已成为微生物饲料添加剂行业佼佼者。

“目前，公司王牌产品丁酸梭菌市场占比达到
18%、饲料原料发酵菌剂市场占比15%。”蓝谷中
微公司总经理蔡学敏介绍，丁酸梭菌主要用于改
善动物肠道益生菌种群，调节动物肠道微生态平
衡及治疗相关动物疾病。

2020年，蓝谷中微引进国内先进的全自动化
厌氧发酵生产线，选用优化的丁酸梭菌菌株，经三
角瓶、种子罐、商品罐发酵等多级培养，通过分离

浓缩、喷雾干燥等生产工序，成功将丁酸梭菌活菌
产品纯度提升至每毫升15亿以上。产品一经问
世，迅速获得新希望、广东温氏、海大、中粮等中国
农牧知名企业青睐。

通过不断优化发酵工艺，蓝谷中微丁酸梭菌
产品已从每毫升15亿提升到了25亿。“我们的目
标是提升到30亿每毫升。”蔡学敏说，丁酸梭菌产
品的价值是以活菌数量来衡量，活菌数提升后，有
效成分越多，产品价值越高。

目前，该公司已拥有自主研发的微生物及饲
料原料发酵菌剂相关知识产权35项，是湖北省科
创“新物种”瞪羚企业。核心产品“丁酸梭菌菌剂”
荣获“湖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2023年，公司销售产品1472吨，其中丁酸梭
菌1036吨、饲料原料发酵菌剂436吨，实现销售
收入5011万元。

湖北景瑞天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实验室。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