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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我国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大健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国内外大健

康产业的发展状况,综述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在大健康领域的应用现状,并提出发展建议。研究结

果表明:我国发展大健康产业具有政策保障、资源基础和平台优势,海洋生物资源在药物、医疗保

健、功能性食品和化妆品等大健康领域均有广泛应用;针对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发展层次偏低

和企业总体规模偏小等问题,我国推动海洋生物资源在大健康领域的应用应发展全产业链、建设

高水平的产业服务平台以及拓宽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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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健康产业是全球规模最大和发展速度最快的

新兴产业之一,是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增长和优化经

济结构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海洋生物资源成为世

界各国竞相开拓的新的健康产业资源,尤其在海洋

药物与生物制品方面,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持续加大

投资力度。海洋健康产业已成为大健康产业发展

的新趋势。

1 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状况

大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以及精神和心理等方面

的健康[1]。大健康产业是以维护、改善和促进健

康为目标,提供一切与健康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

生产活动的集合[2]。发展大健康产业可提高人民

群众尤其是中老年和慢性病人群的身体素质和生

活品质。

1.1 国外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相继制定推

动大健康产业发展的管理计划或管理政策,为大健

康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例如:

1973年美国颁布《健康维护法案》,1978年日本推

出国民健康运动计划,2002年欧盟制定《欧盟成员

国公共健康行动规划》;大健康产业逐渐成为美国

经济的支柱产业,2016年美国大健康产业产出占美

国经济总产出的7.6%[3];英国的大健康产业以开发

利用医学资源为主要动力,其医学技术、基因测序

技术和“基因打靶”技术等领域均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

1.2 国内

“十四五”规划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入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建

设科技强国。我国大部分人群的生活压力较大,

健康需求逐渐多样化。我国是世界第二大保健

品 消 费 市 场[4],2018 年 保 健 品 市 场 规 模 达

402亿美元,2019年 休 闲 保 健 服 务 业 产 值

达2000亿元[5]。

1.2.1 政策保障

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至

2030年我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16万亿元。

近年来国家层面陆续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

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支持社

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关于

促进健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

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和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一系列政策,从健康生产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对我

国健 康 事 业 进 行 规 划,涉 及 传 统 健 康(医 药、医

疗)、新兴健康(康养、健身)和配套服务(金融、环

保)等领域,为我国大健康产业的飞速发展提供良

好的政策保障。

1.2.2 资源基础

我国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和海洋生物资源为大

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资源基础。2017年我

国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230万hm2(不含林地和野

生药材)[6];我国是全球海洋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国

家之一[7],已知记录的海洋生物超过2万种。我国

海洋药 物 与 生 物 制 品 产 业 增 加 值 由2015年 的

302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413亿元,年均增速达

11%[8];202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业实现增加值

451亿元,同比增长8.0%[9]。

1.2.3 平台优势

我国通过广州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和海南

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等平台加大对大健康产品和

服务的宣传,参展内容主要包括海洋保健食品、海

洋功能食品、新资源食品、海豹油、海参产品、各地

大健康产业推介、创新药品和医疗器械、中医药以

及高端保健品。在各大相关展会上,沿海地区的海

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企业携海洋低聚肽粉、蛋白肽和

鱼油等产品亮相并广受好评。

以健康科技为核心的健康产业基地主要表现

为生物医药产业园、医疗器械产业园和健康产业

园等形式。近年来沿海地区纷纷加大海洋健康产

业基地的建设力度:厦门海沧生物医药港集聚金

达威、艾德生物和鲎试剂等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

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企业,一批自主创新产品相

继获批投产,在促进福建大健康产业发展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烟台的山东国际生物科技园拥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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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由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组成的“大生物大

健康之家”,在海洋药物和海洋生物材料等特色领

域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致力于打造生物医药、海

洋生物、生物农业和健康医疗等健康产业科技研

发的国际化园区[10-11];北海的中华鲎海洋生物产

业基地致力于建设中国鲎养殖繁育基地、体外诊

断试剂及仪器生产基地、海洋生物大健康产业基

地和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孵化基地;宁波象山着力

构建海洋生命大健康产业体系,重点发展海洋生

物育种和高效健康养殖以及水产品精深加工和海

洋生物制品两大产业,培育发展医疗保健装备和

器械以及休闲养生两大产业。

2 海洋生物资源在大健康领域的应用

我国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和心脑血管疾

病患者均超过1亿人,肺病和肿瘤等慢性病患者

也在不断增加,亟须寻找新药来治疗疾病或缓解

病情。国内外纷纷将目光投向海洋生物资源,希

望利用海洋生物的活性物质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和

医疗器械,推动重大药物产业化,开发预防疾病的

功能性食品。

2.1 海洋生物资源在药物方面的应用

海洋药物的发展为大健康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强大支撑。目前海洋生物医药产品主要应用

于抗肿瘤、抗病毒、抗菌和镇痛等领域。上海绿谷

制药有限公司、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有限公

司、杭州杭康药业有限公司、烟台鲁银药业有限公

司和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等在海洋生物技术

领域均有一定的优势[12]。力品药业(厦门)股份有

限公司开发出溶解度高和定点靶向释放的抗肿瘤

新药DAM肠溶胶囊,现已向美国FDA申请临床试

验;厦门大学研发的抗结肠癌新药K-80003已进入

美国一期临床试验阶段,同时对具有显著抗三阴性

乳腺癌作用的海洋来源化合物衍生物 YXY211开

展临床前开发。

目前欧洲、美国、日本和中国等的药品监管机

构已批准上市的海洋药物有10余个,全球已有近

70个海洋候选药物经药品监管机构批准进入不同

阶段的临床研究,国内外已上市的海洋生物药物如

表1所示。

表1 国内外已上市的海洋生物药物

海洋生物来源 药物名称 主要适应症

加勒比海绵

(Cryptotethiacrypta)

阿糖胞苷

Cytarabine/Ara-C
急性白血病

隐南瓜海绵

(Tethyacrypta)

阿糖腺苷

Vidarabine/Ara-A
多种病毒性疾病

海绵

(Halichondriaokadai)

艾日布林

Eribulin

乳 腺 癌、脂 肪 肉

瘤、胶质母细胞瘤

海兔

(Dolabellaauricularia)
BrentuximabVedotin

肺细胞癌、非霍奇

金淋巴瘤

芋螺

(Conusmagus)

齐考诺肽

Zieonotide
疼痛

海鞘

(Ecteinaseidiaturbinata)

曲贝替定

Trabectedin

脂肪 肉 瘤 和 平 滑

肌肉 瘤 等 软 组 织

肉瘤,复发性卵巢

癌等妇科恶性肿瘤

地中海海鞘

(AplidiumAlbican)
Aplidine

实体瘤、T 细胞淋

巴瘤等血液疾病、

多发性骨髓瘤

海带

(LaminarajaponicaAresch)

藻酸双酯纳

PSS

高血 脂 及 其 引 起

的心脑血管疾病

海带

(LaminarajaponicaAresch)
甘露醇烟酸酯

高 血 脂、高 血 压、

冠 心 病、脑 血 栓、

动脉硬化

海带

(LaminarajaponicaAresch)

岩藻聚糖硫酸酯

(海昆肾喜胶囊)

代偿期、失代偿期

和尿 毒 症 早 期 的

慢性肾功能不全

红藻(刺麒麟菜)

(Euehemaspinosum)

卡拉胶鼻喷雾剂

Iota-Carragelose
流行性感冒

海带

(LaminarajaponicaAresch)

甘露寡糖二酸

GV-971
阿尔茨海默病

鱼油ω-3-脂肪酸乙酯 拉法佐Lovaza
高甘油三酯血症、

预防心肌梗死

鱼油ω-3-脂肪酸和EPA 伐赛帕Vascepa 高甘油三酯血症

鱼油ω-3-脂肪酸
Epanovaomega-3-

carboxylicacids
高甘油三酯血症

链霉菌

(Streptomycesmediterranoi)

利福平

Rifampicin
结核菌感染

海洋顶头孢霉菌

(Cephalosporiumacremonium)
头孢菌素 细菌感染

褐藻酸钠
甘糖酯

MannoseEster,ME

降 血 脂、抗 凝 血、

抗血栓

2.2 海洋生物资源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应用

大健康产业包括与人体健康紧密相关的产品

(如医疗器械)和服务(如健康体检)2个方面[13]。
提取自海洋生物资源的海洋生物医用材料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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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类材料、高分子多糖类材料和蛋白类材料等,

主要包括海藻酸、海洋胶原蛋白和壳聚糖及其衍生

物。此外,通过海洋生物原料可开发出普通医用纱

布、伤口敷料、止血材料、可降解支架和药物缓释控

释材料等医用产品。

我国已有不少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企业实现海

洋生物医用材料的产业化,有效推动整个海洋生物产

业的健康发展。厦门致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

发的海洋工具酶基因检测系统被广泛应用于结核耐

药检测、肿瘤基因筛查和遗传病基因检测等领域,该

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还开发出新冠病毒现场检

测一体机和检测试剂盒;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改性海洋多糖为液相主体,以海洋贝类来源的

钙盐为粉体主要成分,创立医疗器械可注射骨修复材

料(人工骨)的自主品牌;福州新北生化工业有限公司

开发第四代鲎试剂检测盒,临床上能在1~2h内检

测出细菌内毒素感染或真菌感染。

2.3 海洋生物资源在功能性食品方面的应用

海洋功能性食品在大健康产业中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相关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制一系列已投

入市场的产品。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

全球著名的营养强化剂生产企业,其研发生产的辅

酶Q10对心脏机能发挥重要作用,远销全球多个国

家;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维

生素 AD滴剂胶囊等功能性食品为我国婴幼儿的

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持;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的海藻苏打水是国内第一款海洋大健康饮品,具

有易于人体吸收、零糖和零卡路里的特性。

2.4 海洋生物资源在化妆品方面的应用

海洋生物化妆品包括海洋肽类化妆品、海洋多

糖类化妆品和色素类化妆品等。目前主打海洋类

化妆品的国家主要包括法国、韩国、美国、以色列和

中国,产品原料来源主要包括各类海藻提取物以及

特殊地域的海水和矿物盐。法国欧莱雅是全球化

妆品行业的佼佼者,其海洋类化妆品包括海洋胶原

星肌补水乳液和海洋胶原星肌蓝藻面膜等,主要成

分为褐藻多肽,具有补水保湿的功效;美国海蓝之

谜研发生产的修护精华露含有深海巨藻成分,具有

修护细胞和调理肌肤等功效。

2.5 海洋生物资源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海洋生物资源在环保制品和农用制品等领域

的应用也较为广泛。

从虾壳和蟹壳等外骨骼中提取的壳聚糖可制

备成透明度高的薄膜,适用于果蔬类和肉类等的涂

膜保鲜;从麒麟菜中提取的卡拉胶是天然高分子聚

合物,具有可降解性、可再生性、可食性和凝胶性等

特性,在世界各国引起广泛关注并成为重要的食品

添加剂。国内部分海洋生物领军企业正致力于海

洋生物农用材料的精深化发展:雷力海洋生物公司

自主研发的褐藻生物产品具有改良土壤、抗病免疫

和提高养分吸收率等功效;贝宝海洋公司研发生产

的微生态制剂和酶制剂等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畜牧

业和生态农业等领域。

3 海洋生物资源在大健康领域应用的“短板”

3.1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普遍面临研发资金投入不

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和“研发—中试—产业化”对

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其中,药物研究主要停留在

实验室阶段,核心技术尚未突破,海洋化合物高效

发现、精准制备、靶点设计、高通量筛选、规模化制

备和成药性评价的技术体系尚不健全。

3.2 产业发展层次偏低

受制于药物核心技术研发时间长、生产流程复

杂和行政审批周期长等因素,高附加值的海洋药物

生产企业占比较少,海洋生物制品同质化竞争激

烈、精深加工程度不足且附加值低。例如:国内的

海藻酸钠被广泛应用于食品的增稠剂和乳化剂等

领域,而国外精深加工的组织工程级海藻酸钠已被

应用于多种疾病的介入治疗。

3.3 企业总体规模偏小

我国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的规模以上企业较

少,产品结构较单一,产业链条较短,生产领域集中

在从海洋生物中提取海藻酸钠、氨基葡萄糖和鱼胶

原蛋白等药物活性成分和药用辅料。

4 推动海洋生物资源在大健康领域应用的

建议

4.1 发展全产业链

大健康产业包含医疗、康养、器械和服务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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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应从治疗、预防和保健等多个角度挖掘海洋

生物资源的价值,从海洋生物资源获取和保藏、技

术创新、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等方面建立全生命周

期的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全产业链。

4.2 建设高水平的产业服务平台

通过建设高水平的公共研发平台,推进海洋大

健康技术成果产业化,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

品集群,推动海洋大健康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与国

外领先的海洋药物科研机构展开合作交流,构建国

际性的跨学科合作机制。

4.3 拓宽应用领域

充分利用我国海洋生物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

产业技术推广,拓宽资源和产品应用领域。凭借海

洋生物资源的天然特性和较高的安全性,推动相关

产品在保健食品、化妆品和医药等领域更加广泛地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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