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

笃实生辉

她向世界头部冻存企业“摆擂台”
学生记者   朱滢

“赛存既有青年的干劲和勇

气，又有壮年的稳重和实力，这

都是源于赛存对‘控冰冻存’技

术超 10 年的打磨和积累。”

在今年五月北京北人亦创国

际会展中心圆满落下帷幕的第八

届未来医疗生态展会上，赛存生

物联合创始人之一、清华大学化

学工程系校友孙玉玲博士作出了

如上掷地有声的发言。

成立于 2022 年的赛存，企业

虽是“初创”，核心技术的积淀

与应用却已“老道”。十余年的“台

下功夫”，终于在台上光彩绽放。

作为一家专注于新一代安全型生

物样本冻存液研发与生产的创新

型企业，赛存生物致力于以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产品，实

现对生物样本的精准、安全、高

效冻存，为生物医药行业提供定

制化的冻存方案。

在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阶段，

时代既需要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

创造医疗领域旧问题的新解法，

也呼唤一批具备核心科研能力、

敢于挑战勇于创新且充满强烈社

会责任感的“新青年”。

孙玉玲正是“新青年”中的

代表人物。

新青年，新力量：跬步积累，

师法自然

作为一家科研成果转化企业，

赛存生物的核心技术源于高校实

验室专家团队超十年的创新技术

成果。

“ 我 于 2012 年 至 2017 年 间

在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高分子研

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专注于高分

子材料的研究，并获得了材料学

院的学位。”本是研究材料却与

生物医药行业结缘，孙玉玲说，

一方面是源于个人对这一领域的

浓厚兴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

到了导师在生物应用高分子领域

研究的深刻影响。

2015 年，孙玉玲导师的实验

室团队与中科院团队共同展开了

一项合作课题，孙玉玲作为团队

成员全程参与，并以此作为博士

研究的重要部分。在深入研发的

过程中，她逐渐接触到了冻存技

术领域，而项目成功与否的检验

标准之一，就是合成出高性能控

冰新材料。

冻存液，简单而言就是用于

将细胞冻结并保存在极低温条件

下的溶液。它作为一种保护剂，

能够防止细胞因冰晶爆发式增长

赛存生物联合创始人，清华大

学 2012 级化学工程系博士，德

国马普高分子所博士后，中科院

化学所-中德合作项目负责人；

长期从事细胞 / 组织 / 器官的低

温冻存研究。

孙玉玲

或高浓度溶质环境而受损，维持

细胞的活性和完整性。在解冻复

苏过程中，仍能够保持细胞的功

能。冷冻保存技术在细胞治疗、

基因治疗、疫苗的低温储运、辅

助生殖卵母细胞、胚胎的冻存、

再生医学及畜牧育种中起到关键

作用。

目前，每个细分领域中的高

端冻存液市场都被海外品牌、特

别是欧美品牌占据，呈现寡头模

式。这些品牌的冻存液使用的技

术路线为沿用了 60 多年的传统玻

璃化冻存技术路线，即添加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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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二甲基亚砜（DMSO）作为冷

冻保护剂，在低温下使液体呈现

玻璃态，抑制冰晶的形成，从而

保护细胞不受损伤，国内的冻存

液品牌也沿用这种技术路线。然

而，玻璃化冻存液冻存效率低的

瓶颈一直未被突破，目前世界上

仍缺乏不含DMSO且冻存效率高、

冻存有效性高且安全的冻存液系

列产品。

“冻存液的开发，从技术角

度看实际上是一个既涉及材料选

择，又涉及化学配比的学科交叉

研究与应用。”凭借对化学原理

的深刻理解和对材料性能的精准

把握，孙玉玲冲在了实验研发的

一线。

接下任务时，研究尚处于萌

芽阶段，几乎大半个读博期、加

上毕业后前往德国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的几年，孙玉玲的研究始

终以解决生物样本高效、安全的

冻存问题为圆心。

“我们的灵感来源于那些在

酷寒地区生活的动物。在 1969 年，

科学家就在南极的一种鱼类身上

发现了能抵御低温的蛋白——抗

冻蛋白。但经过了六十多年，其

机制一直未被清晰的研究。我们

团队发现，在极寒地区生活的动

植物，比如在 -16℃下生活的木蛙，

在冬季被冻结，春季解冻后可完

全复苏，其结构和运动状态不受

影响。跟导师一起考察时，我们

还发现了带有沙漠甲虫的冰块在

手中融化后，甲虫能迅速恢复活

力。这些看起来颇为神奇的自然

现象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思路。”

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团

队发现抗冻蛋白能够紧密地结合

在冰晶的表面，并能够有效地控

制冰晶的生长，减少细胞和组织

在冷冻过程中可能遭受的损伤，

从而大大提高了生物样本在低温

时的存活率和复苏后的活性。

抗冻蛋白的技术研究揭示了

一条和传统玻璃化冻存机制完全

不一样的路线，用“颠覆性”描

述也不为过。团队从仿生控冰原

理入手，通过研究和模拟自然界

抗冻蛋白调控冰晶形成及生长的

机制，提出材料可高效控冰的设

计原则，仿生设计多尺度控冰材

料，逐步构建出全球首屈一指的

控冰材料库，在控冰机理上实现

了重大突破。

新范式，新解法：向世界头

部冻存企业“摆擂台”

2017 年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

后，孙玉玲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

院工作了一年，工作内容包含创

业团队孵化、资本对接和企业落

地，这段经历是她与创业的初接

触，也积攒下了不少第三方视角

的经验。

与 IT 行 业 的 快 速 商 业 模 

式不同，基于严谨技术突破的创

业路径更加依赖前期的原创型技

术积累。有独家技术的积淀作为

底子，“换道超车”成为可能。

孙 玉 玲 开 始 思 考“ 去 做 一 些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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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行业里一些大企业做不到的事

情”。2021 年，从德国留学归国

后的孙玉玲对行业风口、趋势展

开了审慎的摸底、判断，她意识

到时机成熟了。

“整个医疗行业的发展，尤

其是下游领域如细胞治疗、基因

治疗及辅助生殖技术等的发展，

对冷冻保存技术提出了巨大的革

新需求。辅助生殖中用到的卵母

细胞、胚胎、精子的保存，以及

近 年 来 备 受 关 注 的 mRNA 疫 

苗等，都需要低温或冷冻运输且

冷冻保存不能影响其后续功能。

细胞治疗是为未来医学的第三大

支柱，在新一代的细胞药物研发

和转化过程中，都必须经历冷冻

保存的阶段，且这种冷冻保存必

须高效且安全，以确保细胞药物

在终端治疗的疗效。传统的依赖

于 DMSO 的玻璃化冻存技术，很

难满足冷冻保存在安全性上的要

求。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的细胞

如 NK 细胞、iPSC 以及一些复杂

的生物样本如类器官等，现在的

玻璃化技术无法实现有效的冻存，

存在巨大的产业空白。”

冷冻保存技术在下游应用中

具有巨大潜力和刚性需求，国内

市场目前被国外品牌垄断，而团

队又拥有与之相关的核心性、突

破性的技术储备，三者合一，产

业化落地的要素已经齐备，前景

光明。这让孙玉玲下定决心全职、

全身心的投入创业。

初始的创业团队仅由 3 人组

成，包括国际知名的控冰材料科

学家、北京市科学技术奖自然科

学一等奖的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王

健君研究员、德国马普高分子所

博士后、清华大学化工系材料学

博士孙玉玲，以及中国科学院的

黄博士。此外，作为一家企业而

非实验室，光有技术团队并不够，

需要学习企业运营的必要技巧，

需要补足在运营、管理上的短板，

更需要找到与技术团队高度匹配

的业务高管……孙玉玲曾用 6 个

月的时间、历经数次反复交流找

到了负责法规质量的总监、生产

总监等核心负责人；从零起步学

习谈判技巧，演练谈判场景……

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前期铺垫很

有必要，在相应的板块必须要选

特别懂的人，哪怕前期投入一些

成本都没关系”。

正是依靠“拿着钉子找锤子，

拿着锤子找钉子”的坚韧心态和

“切断后路，背水一战”的狠劲儿，

在摸爬滚打中孙玉玲把自己打造

成为了“全能战士”“补位能手”。

当前，赛存依托全自主搭建的控 

冰冻存技术平台，研发 和生产出

全药典成分配方且“无 DMSO、

无血清、无蛋白、无动物源成分”

的多款冻存液产品，突破了玻璃

化冻存的限制，大大提升了冻存

有效性、冻存效率和安全性。除

了目前已开发并商业化销售的多

款免疫细胞和干细胞的冻存液产

品之外，针对前景广阔的辅助生

殖赛道，赛存也布局了卵母细胞 / 

胚胎冻存液、精子冻存液等管线，

可以实现人类生殖细胞的安全高

效冻存，并已与该领域多家头部

辅助生殖医疗机构建立了稳定的

合作关系，有望变革辅助生殖行

业技术。目前，赛存的冻存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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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已经获得了多项美国 FDA DMF 

备案和国家一类医疗器械备案，

两个产品完成了一类医疗器械分

类界定，也是首个把无 DMSO 冻

存液做入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分

类目录的企业，受到业内的广泛

认可。

突破技术垄断，布局五大应

用领域、拥有多个产品管线的赛

存生物在向世界头部冻存液企业

“摆擂台”。

新时代，新声音：以愿景聚

人心

在赛存的办公空间，有一幅

具有极高显示度的展板，展示了

公司的愿景，也是孙玉玲时常向

同事们“打鸡血”的素材。

“我们最终的愿景，就是解

决大器官的冻存，助力再生医学

的发展。”

在创业初期面对投资人时，

孙玉玲就反复提到这句话。一些

投资机构觉得她在讲一个“遥不

可及的故事”，但她坚定地认为

这个愿景必须要有——越远大的

目标，越驱动着团队不断打磨技

术、追求卓越，进而引领行业的

适用场景大变革，而且器官、人

体的冻存通过技术拆分，采用高

效的控冰冻存技术进行攻关研发，

定能实现，当前只是时间问题。

目前，赛存生物的第一代冻

存液产品已经上市销售，2.0 版本

也已陆续推出，其面向的下游应

用领域：细胞治疗和辅助生殖领

域相对成熟。然而，这只是开始，

企业的远期目标是解决组织器官

的冻存难题。器官供需缺口大作

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直接导致

人口贩卖、黑市交易等系列社会

问题。尽管我国器官捐献率逐渐

上升，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

来说，整体捐献比例仍然很低。

尤其是心肺等器官，由于缺乏有

效的冷冻保存技术，转运时间有

限，废弃率高达 70%-80%，造成

了巨大的令人痛惜的浪费。

赛存期望做出的贡献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控冰冻

存技术让器官在过冷状态下保存

更长时间，从而延长其运输时间；

二是实现部分大器官的真正冻存。

要使大器官的冻存成为现实，需

要研发团队从细胞、组织、胚胎

到器官，逐步攻克技术难关，在

推动整个冻存行业的发展的同时

促进器官移植领域的进步。这是

一条长期而艰难的道路，但一步

一个脚印，伴随其中的成就感、

价值感远非金钱或市值所能衡量。

孙玉玲也向我们带来了一个

好消息：去年年底，研发团队取

得了一个重要突破——成功地将

冻存一周后的大鼠心脏移植回去，

心脏成功恢复跳动。这无疑给了

所有成员信心和希望。如果器官

能够成功冻存，其应用场景将会

大大拓展，包括建立更完善的器

官库、提高配型比例等，大大增

加器官衰竭等疾病的治愈率，切

实实现用强大的技术力和产品力

为医疗行业的发展赋能，造福世

界人类。

当大器官冻存和复苏成为可

能之后，真正的人体冻存才算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如今的孙玉玲，如果没有出

差行程，她会在周三晚上的固定

时间回到母校上课，学一些新知

识，认识一些新朋友——清华这

个朋友圈，是她创业路上的强大

助力与坚实后盾。

回想公司起步阶段那段充满

酸甜苦辣的日子，彷佛就在眼前，

孙玉玲饱含深情地说道：

“创业前，许多前辈都劝我

三思而后行。我深知创业这条路

上的艰辛与不易，所以在创业前

我就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建设。我

相信每个时代都有其机遇，我坚

信没有什么困难是跨不过去的。

对于 CEO 这样的核心角色来说，

创业阶段必须成为全能型人才。

我原本只擅长技术和研发，但进

入公司后，我迅速学习并掌握了

临床注册、销售、市场等多个方

面的知识。这种快速学习和迭代

的能力，整合资源拓展方法的思

维，遇到困难时不退缩的毅力，

是我在清华求学期间积累到的宝

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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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存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简 介

企业诉求

1. 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 赛存生物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中，重点寻求与生物样本冻存液生产的

原材料供应商、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研发机构及医疗器械制造商的深度合作，以推动技术创新和

产业化应用。

2. 融资合作 : 我们相信科技成果商业化离不开资本的助力，目前已开启 Pre-A 轮融资，欢

迎认同企业发展前景的合作伙伴前来治谈。

联系人：郑智丹 17710357367

赛 存 生 物 成 立 于

2022 年 5 月，是一家专注于

新一代安全型生物样本冻存

液研发与生产的创新型企业，

打造国际领先的生物样本冷

冻保存技术平台，为新型生物

医药行业提供精准冻存方案。

团队由中国科学院王健

君研究员带领，与德国马普高

分子所、清华大学孙玉玲博士

等多位博士联合组建。经过十余年自主研发，赛存

生物首创颠覆性控冰冻存技术，突破沿用 60 多年

的传统玻璃化冻存液的技术瓶颈；赛存生物已建立

全球最大的控冰材料库，是目前全球唯一拥有生物

样本冻存方案定制化开发和交付能力的技术团队；

独特的双系统叠加解决方案，大幅缓解了 DMSO 对

样本的毒性，显著提升了冻存效率、冻存有效性和

安全性，实现了脆弱细胞和复杂样本冻存 0-1 的突

破，为再生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打破

了长久以来的国际技术垄断格局。赛存冻存液产品

主要包括：免疫细胞冻存液、干细胞冻存液、卵母

细胞 / 胚胎冻存液及组织冻存液等。赛存冻存液性

能优于多个国际品牌，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引

领全球生物样本冷冻保存技术的升级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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