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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合成生物定义界定：让细胞为人类工作生产想要的物质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合成生物学是一门以工程学思想为指导、多学科结合的新兴领域，通过一系列重新设计与技术改造生 

物体或细胞以使其具有新的能力，在此过程中设计与构建一系列新的标准化的生物元件、组件与系统， 

以实现理想的生物制造能力。合成生物学的本质是让细胞为人类工作生产想要的物质。该技术突破自 

然进化的限制，以“人工设计与编写基因组”为核心，可针对特定需求从工程学角度设计构建元器件 

或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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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合成生物发展历程：中国当前处于发展新阶段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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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人类基因组计划”在美国首先启动，进而英、日、法、德相继参与，组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协作组。

1994 1994年，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CHGP）启动

1997 1997年中国专家商议要申请加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推动中国基因组科学的发展。

1999
1999年，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协作组公布了中国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申请，并于同年9月1日正式向全世界宣布。1999年，  

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成立，与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等共同承担基因序列工作。

扩张和 

发展期

2005 2005年，华大基因牵头中华协作组，承担的10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HapMap）在《Nature》发表

2008

2008年初，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英国桑格研究所以及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等多家机构共同启动了“千人基因组计划”。成果 

于2010年10月28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在《自然》杂志上。2008年，中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立，是国内第一个合成生物 

学重点实验室

2011 2011年，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北京）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遗传发育所召开

2014-
2021年

2015 2015年，华大面向全球发布自主研发的首款桌面型高通量测序系统BGISEQ-500

2018 2018年，华大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中国人基因组学大数据研究成果

2019 2019年，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成立

2021 2021年12月，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核心研发基地项目主体完工

2022年
至今 2022

2022年至今，由合成生物学带动的技术平台已经在很多领域落地应用。合成生物学的研究范式从大数据开始，经历数据挖掘、建模和演 

算，最后发展到由人工智能（AI）引领的数字合成生物学。它把生命科学推向预测科学，使其有了强大的预测能力，成为融合实验科学、 

工程科学和预测科学的新兴交叉学科，AI赋能的数字合成生物学将会是未来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发展新 

阶段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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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政策历程，中国合成生物产业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发展速度惊人， 从“十三五”开 

始，合成生物学被列为战略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和前沿共性生物技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合成生物学的 

发展。

1.1.2 合成生物政策发展历程：中国合成生物产业起步相对较晚

政策历程 2022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3

《向国会报告：合成生物学》

《国防部科技优先事项》

启动敏捷生物铸造厂联盟计划 《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

《2019年工程生物学研究与开发法案》

《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关于推进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 

创新以实现可持续、安全和可靠
的美国生物经济的第14081号行 

政命令》

《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计划》

《英国合成生物 

学战略计划》
《至2030年国家 

生物经济战略》

《工程生物学国 

家愿景》
《英国生命科学 

战略：构建生命 

科学生态系统》

《工程生物学：英国经济 

和国家目标的机遇《世界领先IT国 

家创造宣言》

《地平线2020（欧盟科 

研框架计划）》 《面向生物经济的欧洲 

化学工业路线图》

《关于合成生物学定义 

的意见》

《欧盟生物经济战略进 

展报告》

《国家生物质能战略的 

基石》

《生物战略2019》

《技术评估：合成生物学》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规划》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 

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

《“十四五”生物经济 

发展规划》

《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 

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3年本》

《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 

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加强“从0到1”基础研 

究工作方案》
《“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



合成生物学本身的发展和增长受益于多种技术的融合，从产业链来看，上游生物体设计企业主要提供 

底层技术和应用支持，比如DNA测序/合成/ 存储、基因编辑、蛋白设计和催化，代表性企业有Twist、 

金斯瑞、script、Codex等；中下游企业负责合成生物产品制造，例如材料与化学品等领域，代表性 

企业有金丹科技、海正生物、BioNTech等。

1.2.1 全国合成生物产业现状：合成生物产业链覆盖面庞大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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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全国合成生物产业现状：合成生物产业应用领域广泛

资料来源： C B I nsi ghts 波士顿咨询集团 《 合成生物学信息参考》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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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Research and Markets披露的信息， 2023 年，中国合成生物市场规模达到11.5 亿美元，随着应用场景的增 

多和技术的改善，市场逐渐扩容，合成生物在未来10 年内将对各个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2023年中国合成生物学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0-5年 5-10年 10+年



天津

1.2.3 全国合成生物产业现状：各地区均积极布局合成生物领域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天津已经明确将生物制造作为带动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加快推动天津生物经济前瞻布局、创新发展。依托天津大学、中科院天津生物科 

技工程研究所、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教育部合成生物学前沿科学中心、合成生物学海河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天津将加快打造合成生物产业发 

展新高地。
其中，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是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是我国抢占全球生物产业技术创新制高点的“国之重器"，是集核心技术研发、技术转移 

转化、企业培育、资本运营四位一体的新型研发平台。同时，天津还将建立特色产业基地，推动“生物制造谷”建设。进一步发挥天津港口、自贸试 

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综合优势，与大型中央企业合作，在津设立健康糖产业园区。合成生物上市公司华熙生物，也在天津投资6.3亿，建成了全球 

最大的合成生物中试转化平台。

山东

山东汇聚了很多老牌的发酵企业。早在2017年，由青岛能源所、山东大学、齐鲁工业大学.、青岛蔚蓝生物集团等7家发起单位共同建立了山东省合成 

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华熙生物、金城药业、三元生物、山东赫达、山东福瑞达、青岛蔚蓝生物等合成生物技术相关企业，总部都在山东。
2023年1月，山东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把“合成生物”产业作为大力培育支持的创新产突出”合成生物”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扎 

实推进先进制造业强省行动，着力深化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推动山东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海

上海是我国第一个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第一个合成生物学科学联盟，第一个合成生物学专业委员会诞生地。从2020年开始，上海就密集发布了合 

成生物产业相关政策。2022年11月21日发布《上海市加快打造全球生物医药研发经济和产业化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瞄准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干 

细胞与再生医学、细胞治疗与基因治疗、人工智能辅助药物设计等重点领域，布局若千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
2023年10月，上海市印发《上海市加快合成生物创新策源 打造高端生物制造产业集群行动方案(2023-2025年)》，目标到2025年培育1至2家年销售收 

入超过10亿元的优势企业，建设3个左右具有特色和国内领先优势的产业基地;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生物制造产业集群。

浙江

2023年2月20日，浙江省发布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优先发展”合成生物”等9个快速成长的未来产 

业。具体包括加快发展定量合成、基因编辑、蛋白质设计、细胞设计、高通量筛选等前沿技术，推动合成生物技术在生物智造、生物育种等领域的颠 

覆性创新与工程化应用。
浙江省的合成生物产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杭州市。人才方面，杭州在合成生物领域已拥有郑裕国院士、杨立荣教授、李永泉教授等一批行业领域顶级专 

家，引进了曾安平院士、王宝俊教授等一批“鳃鹏计划”人才，逐渐形成了以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等为代表的优势科研团队。
重点平台方面，杭州获批建设了国家化学原料药合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布局微生物生化与代谢工程、生物有机合成、药物合成生物学等省级重点实 

验室。2023年7月，浙江省合成生物产业技术联盟，由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牵头，传化集团等多家企事业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2023年8月，传化科技城核心产业载体-钱湾生物港正式开园，将逐步构建起以合成生物为核心的生物技术产业集群，打造国内首个"合成生物成果转
化基地”，横向兼顾CGT、医疗器械，纵向聚焦化工、农业等领域对合成生物的应用，发挥传化集团“链主”优势，构建合成生物“科研-转化-产品” 
一体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一直以来，深圳始终瞄准国家和“双区”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着力融合信息技术（IT）和生物技术

（ BT），不断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除了出台多个扶持行业发展的政策外，深圳首创的“楼上楼下”  

创新创业综合体模式，诞生了众多合成生物的明星企业。

1.2.4 深圳合成生物产业现状：深圳较早布局合成生物学赛道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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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 2022年6月，深圳发布《关于发展壮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 

意见》，计划打造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8个未来产业的产业集群，合成生物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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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模式指的是“楼上创新、楼下创业” ，该综合体 

聚焦合成生物领域，表面是科研人员与企业人员在同一栋大楼工作，实质是产 

研双向融合。楼上注重产业应用研究，楼下企业孵化聚集，打通从原始创新到 

推动创业发展的创新路径。



中游

1.2.5 深圳合成生物产业现状：产业链布局较为完善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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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光明科学城承载建设了全球首个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同时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筹）合成生物学院、合成 

生物产业园等相继落地。截至2022年，深圳光明区内合成生物企业总量已突破80家，总估值超270亿 

元。

1.2.6 深圳合成生物产业现状：光明区发展形势较好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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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以来，国内新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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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区

产业总估值超270亿元

• 2018年光明区成立以来， 

已聚集合成生物企业突破  

80家，总估值超270亿元

光明区合成生物产业创下多项“首位”

重点发展方向之首

• 在深圳市重点培育的 

“20+8”产业集群中合 

成生物居8个未来产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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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区关于支持合成生 

物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 

展的若干措施》

首支合成生物基金

• 国内首支合成生物产业
基金2022年落户光明区，
目标基金规模15亿元

首创创新创业综合体模式

• 首创“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 

体模式，打通从原始创新到推动 

创业发展的创新路径，被国家发 

改委列入推广深圳经验47条

先有创新，再 

有产业

光明区合成生物 

产业的发展特点

创新中心和产业园是光明科学城合成生物企业的主 

要聚集形式，关注科研和产业转化的创新中心是企 

业“孵化器”，从“孵化器”“成长毕业”的企业 

可以进入场地更大的产业园，进入更大规模的实验 

或生产。创新中心、政府等会对企业全程关注，为 

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所需支持。

未来

2023年光明区政府工作报告表示，未来将大 

力培育5大未来产业集群。优先发展合成生 

物产业集群，高标准建成光明合成生物产业 

园，组建产业创新联盟，巩固先发优势，打 

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合成生物产业高地。



1.3.1 深圳合成生物政策机遇：合成生物为八大未来产业之首

资料来源： 《 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22 年6 月，深圳发布《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前瞻布局8 大未来产业，  

其中合成生物位列8 大未来产业之首，《意见》提出要重点发展合成生物底层技术、定量合成生物技术、生物创

制等领域，加快突破人工噬菌体、人工肿瘤治疗等创制关键技术，推进合成生物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合 

成生物学研发基地与产业创新中心。

深圳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及20大产业集群

产业 序号 聚焦集群方向 产业 序号 集群/方向

新一代信息 

技术

绿色低碳

1 网络与通信

2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3 超高清视频显示

4 智能终端 新材料 16

生物医药

数字与时尚

海洋经济

13 新能源

14 安全节能环保

15 智能网联汽车

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 

料、结构和功能材料、生 

物材料、前沿新材料、材 

料基因组等

17 高端医疗器械

18 生物医药

19 大健康

海洋工程装备和辅助设备 

海洋通信技术与设备、海
20 洋交通设备、海洋能源、 

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养殖 

和深加工、海洋环保等

高端装备制 

造

5 智能传感器

6 软件与信息服务

7 数字创意

8 现代时尚

9 工业母机

10 智能机器人

11 激光与增材制造

12 精密仪器设备

深圳八大未来产业

产业 序号 产业

5-10年内有望成长为战略新兴产业

1 合成生物

2 区块链

3 细胞与基因

4 空天技术

10-15年内有望成为战略新兴产业

5 脑科学与类脑智能

6 深地深海

7 可见光通信与光计算

8 量子信息



1.3.2 深圳合成生物政策机遇：未来合成生物有望成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支持措施

支持探索未来产业相关科学问题

争取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组织实施部市联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合成生物学”重 

点专项。支持与香港、澳门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科技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产学研融合，实施深港澳科技计划项目，按相关政策予以最高300万元资助。

01

提升科研平台保障能力

支持建设与未来产业关联的合成生物研究、脑解析与脑模拟、 

材料基因组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质量基础设施、实验动物设 

施、自然科技资源库以及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网）等科研条 

件平台，对于新建项目按相关政策予以一定资金资助。

02

推动未来产业交叉融合发展

支持搭建“类脑智能+机器人”、“可见光通信+深地深海”、“光计算+类脑计 

算”、“量子计算+合成生物”等未来产业跨界融合示范场景，拓展合成生物学 

技术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细胞与基因技术在生物育种中的应用示范。

04

03 支持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和成果转化基地

支持科研医疗机构建设合成生物、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细胞 

与基因治疗等领域的临床验证与应用平台。

2022 年6 月，深圳出台了《深圳市培 

育发展未来产业行动计划（ 2022 —  

2025 年）》, 本措施重点支持八大未 

来产业， 其中合成生物、区块链、 

细胞与基因、空天技术等未来产业 

在5 至10 年内有望成长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



2021年10月，光明区发布了全国首个合成生物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光明区关于支持合成生物创新 

链产业链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真金白银”支持合成生物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创新链建设、产业 

链建设等，其中，合成生物科技专项配套资助项目，单个单位年度资助金额最高为1000万元。

1.3.3 深圳合成生物政策机遇：全国首个产业专项扶持政策

资料来源： 《 光明区关于支持合成生物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项目

01
合成生物科技 

专项配套资助
项目

02

合成生物专业 

资质认证资助
资助项目

04
合成生物企业 

专精特新认定

• 加快培育引进行业龙头CRO、CMO、CDMO等合成生物

领域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按项目所获市级资助的

25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助；各级财政资金支持总

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

• 对建设合成生物领域中试、合成生物专用CNAS认证 

测试实验室等共享平台，按实际建设投资（仅限固

定资产类投资）的50 ，给予最高500万元资助；共

享平台建设经费来源为非财政预算单位，若申报单

位为财政预算单位，仅对自筹部分给予资助。

• 对上述平台，按照上一自然年度服务收入的10 ，

给予最高300万元资助。

• 对获得“合成生物学”“绿色生 

物制造” 等国家、省、市级重点 

专项或课题的承担单位，对国家

级项目按所获资金的20给予资助，

单个项目最高1000万元；

• 对省级项目按所获资金的30 给予 

资助，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

• 对市级项目按所获资金的30 给予 

资助，单个项目最高300万元。单 

个单位年度资助金额最高为1000  

万元。

• 对新取得FDA、EMA、PMDA等机构批准获得境 

外上市资质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按实际投入 

研发费用给予每个产品最高100万元资助；

• 对新取得新药临床试验批文的机构每个产品， 

按实际投入研发费用给予最高100万元资助；

• 对通过DMF、CEP、MF注册的生物原料药，按 

实际投入研发费用给予每个产品最高50万元 

资助；

• 对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的化妆 

品原料目录认证的材料，按实际投入研发费 

用给予每个产品最高20万资助。

对初次认定为工信部专精特新“小 

巨人”的合成生物企业给予一次性  

200万元奖励，对初次认定为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合成生物 

企业给予一次性100万元奖励，对 

初次认定为市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的合成生物企业给予一次性50 

万元奖励。同一企业获更高层级认 

定的，按高层级奖励金额进行差额 

奖励。单个企业各级奖励不超过 

200万元。

项目

03
合成生物产业 

平台建设资助



当前，深圳已经成为我国合成生物产业发展最为迅猛的城市之一，深圳建设了国内首个合成生物产业 

园、推出国内首只合成生物天使基金、发布国内首个支持合成生物产业政策，召开了国内最大合成生 

物产业大会，助力合成生物从科学研究到产业转化再到产业集群的两次跨越。

1.4 深圳市合成生物产业优势总结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深圳合成生物产业链布局较为完善， 

在基因测序、基因编辑等环节发展较 

好，涌现一众优质企业。

产业链布局较为完善

人才优势明显，创新氛围浓厚

人才供给：打造了一支以青年海归为 

主，形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合成生物 

学领域研究团队；

成果转化：打造了源头创新至成果转 

移转化一体化创新平台——深圳市工 

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

合成生物为八大未来产业之首

2022年6月，深圳发布《关于发展壮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

产业的意见》，前瞻布局8大未来产业， 

其中合成生物位列8大未来产业之首。

产 

业 

优 

势

全国首个产业专项扶持政策

“真金白银”支持合成生物战略科技力量 

建设、创新链建设、产业链建设、生态链 

建设等，其中，合成生物科技专项配套资 

助项目，单个单位年度资助金额最高为 

1000万元。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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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2.1 合成生物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滞后

2.3 合成生物行业产业化能力不足

2.4 合成生物行业应用研发主体错位

2.2 合成生物行业面临选品难题和工艺放大难题



我国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合成生物的重要战略地位，并逐步加强了该领域的国家宏观战略谋划，但合 

成生物领域的长期、短期技术发展路线整体规划，技术发展实施路径、生物伦理监管体系构建等仍处 

于空白地带。目前，合成生物学领域的专项政策规划并未出台，如何实现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从 

工程平台建设到产品开发、产业转化等多层次、分阶段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仍不明确。

2.1 合成生物中长期发展规划滞后：许多监管领域处于空白地带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基础研究

技术创新

工程平台建设

产品开发

产品转化

发展方式和发展 

路径仍不明确

技术发展路 
线整体规划

技术发展 
实施路径

生物伦理 
监管体系

仍处于空白地带



首先，选品要评估市场空间及需求刚性。选品是合成生物学产品生产过程的第一个门槛，需要理性评 

估目标产品利用生物合成途径生成的难度，并与其他生成路径进行比较。错误的选品在进入后期商业 

化开发阶段后失败带来的代价较大。其次， 选品要适合合成生物学方法生产。

2.2.1 选品难题：错误的选品将带来较大的代价

资料来源：动脉网 倍生生物 中国科学院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摄入

大规模生产时过量表达的产物 

可能会带来细胞毒性

排出

选择生物合成途径中的终产物， 

可能降低后续步骤的难度

如果产品处于代谢流关键环节，可能 

影响细胞正常生命活动

大规模生产中的分 

离纯化成本

评估所选产品利用 

合成生物学方式进 

行生产的难度

预估整体成本 

降低的范围

合成生物学方 

法所得产品性 

能与传统方式 

是否有差异

产品在微生物 

细胞代谢流中 

所处环节

是否会对细胞 

产生毒性或生 

存压力

选品时需要考虑
的因素

能量和生物质
intracellular

extracellular



2.2.2 工艺放大难题：可能导致项目整体耗时及成本大幅提升

资料来源： A myr is Sc ienc e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在利用合成生物学方式生产产品时，产物结构越复杂，对应的代谢通路优化的复杂度以及分离纯化的 

难度也呈指数级提升，导致项目整体耗时及成本大幅提升。在所有环节均采用生物合成难度较大时， 

选择将部分步骤通过化学合成的方式实现，构建生物合成与化学合成的组合，则可能实现整体的成本 

和效率的最优，提升规模化生产成功率。

Amyris规模化生产青蒿素生物合成与化学合成结合办法

生 
物 
合 
成

＋

化 
学 
合 
成

ERG10  

ERG13  

tHMG1(X3)

ERG12  

ERG8  

ERG19

ERG20

Artemisinic acid

CYP71AV1，  

CPR1，CYB5  

ADH1，ALDH1

青蒿酸(青蒿素前体) 

合成生物学方式生产

Artemisinim

青蒿素
在青蒿酸基础上完成 

化学半合成



2015年以来，我国在合成生物领域研究发文跃居全球第二，但论文篇均影响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 

国合成生物领域论文的整体质量还不够高，且研究发文领域多集中在应用领域，论文在前沿和核心技 

术领域的创新能力与欧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同时，虽然国内研究机构应用研究成果凸显，但创 

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实践较少，科企融合度较低，对产业的推动力量较弱，近几年全球合成生物学主 

要研究项目和成果都集中在欧美等国家。

2.3 合成生物产业化能力不足：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实践较少

资料来源： R ege nes is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2018
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通过国 

际合作促进合成生物学标准化” 
研究项目，约220万欧元

1、Shao Y Y等利用CRISPR-Cas创建单染 

色体啤酒酵母细胞
2、Sc2.0计划完成单酵母染色体组装

2019
Ron milo等将大肠杆菌碳源从 

有机碳转化为二氧化碳

1、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提高作物抗逆性 

和产量的智能植物和解决方案”项目，  

2000万澳元
2、丹麦技术大学“合成生物学指导下的 

恶臭假单胞菌生物氟化工程”项目，800 

万欧元
3、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基于合 

成微生物联盟的黄酮类化合物合成生物 

学生产平台”项目，740万欧元

2020 麦考瑞大学建设“合成生物学卓越中心” 
项目，2.4亿澳元

1、Biotechrabbit公司研发出无 

细胞蛋白合成系统
2、Tarryn Miller等制造出“人 

工叶绿体”

2021
麻省理工设计出第一个完全依 

赖蛋白质互作的合成生物学电 

路

1、David Baker团队发布RoseTTAFold，  

基于大规模深度学习的结构建模范围从 

真核细胞的蛋白质单体扩展到了蛋白质 

复合物，并可以预测蛋白质-蛋白质相互 

作用的分子细节
2、Wendell Lim 团队设计了两步正反馈 

电路，使T细胞能够根据抗原密度阈值来 

分辨目标

2022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宣布首 

例转基因猪心脏移植手术实现

1、乔治亚研究院利用新开发的合成生物 

学和基因工程技术，使用重组的4-  

hydrophenylacetate 3-monooxygenase  
和FAD还原酶基因，改造肠道中的益生菌  

2、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团 

队于《Cell》发表论文，实现了有史以 

来最完整的活细胞计算机模拟

2023 帝斯曼的开创性研究合成生物法生产维 

生素A，即将全面上市

1、ACS Synthetic Biology指出，  

合成生物学有可能颠覆现有腺相 

关病毒（AAVs）的生产模式
2、Imec计划开发纳米芯片，推进 

合成生物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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