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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第二轮“探索大挑战”结果揭晓。这一总投资为1亿美元、在全

球征集解决健康问题新点子的项目，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新热情。继去年首轮104个新点子获奖后，

今年又有81个点子胜出，各获10万美元资助。与去年一样，在第二轮“探索大挑战”中，来自中国大陆

的获胜者仍然只有一位。 

 

两页纸上，用英文讲述了一个研发疟疾疫苗的新思路 

 

“一个同事从武汉出差回来，将这个项目的消息告诉了我。我上网一看，征集期限快要到了。读完

申报指南，我非常惊喜——只要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就可以在线填写两页申请表并提交。无需其他手

续，我的点子就有可能换来10万美元的支持经费。竟有这等好事！于是，我立即动手……”在海南医学

院，谭光宏教授向记者说起这段获奖经历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在谭光宏教授所在的海南省热带病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那份换回10万美元的申请。两页纸上，

用英文讲述了一个研发疟疾疫苗的新思路。 

 

科学界认定，对于每年致3亿~5亿人感染、270万人死亡的疟疾，控制的手段只能靠疫苗。然而，过

去数十年间，科学家研发了数代疟疾疫苗，接种人体后均无理想效果。这些疫苗，要么诱导免疫反应特

异性不高，要么免疫力低或免疫力不持久。疟疾疫苗研发急需寻求一种新策略。引起疟疾发病的是一种

名叫疟原虫的寄生虫。它先是在按蚊中生长，雌性按蚊通过叮咬人体将疟原虫注入人体血液。在人体

内，疟原虫首先在肝细胞中发育生长，最后才转移到红细胞，造成红细胞破裂，使人体出现畏寒、发热

等临床症状。很显然，阻断作为疟疾感染人类宿主上游环节的子孢子进入肝细胞，就可以避免疟原虫进

一步发育为致病原。 

 

谭光宏由此设想，是不是可以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敲除掉疟原虫子孢子的一个基因，令其生长停滞于

肝细胞内，表现出“减毒”的功能；同时将另一个增强免疫能力的基因转进该疟原虫子孢子中，获得一

种能够诱导更强的抗疟免疫能力的新型疟原虫株？这样，通过基因的“一减”、“一加”，一条免疫增

强并全虫减毒的疫苗研发新路线出来了。 

 

在20多年职业生涯中，谭光宏做了16年的儿科医生。他的两个学历学位，学士为临床医学，博士为

肿瘤学。这与他的获奖点子似乎都离得有些远。谭光宏坦言，他迷上热带病研究，是在2004年来这个实

验室工作之后。一些新奇想法，往往一闪而过。“探索大挑战”独特的资助方式，给了他极大的激励。

于是，他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将他的构想系统化。在第二轮征集结束的前一天，他点击鼠标，作了提交。 

 

无论你是谁，不管你学的什么、有没有经验 

 

此前半年，首轮“探索大挑战”结果揭晓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高谦教授团队的获奖，曾令许多

青年学子热血沸腾。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唯一入选的团队，其核心成员竟是两名还没毕业的大学生。他们

的获奖源自试图探求“小RNA在潜伏感染到活动性结核病中的作用”。而最初把小RNA引入结核病研究的

构想，就出自这两名大学生。 

 

“无论你是谁，不管你学的什么、有没有经验，都可以尝试参加‘探索大挑战’。我们鼓励所有人

在健康领域大胆构想、大胆创新。”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健康项目总裁Tachi Yamada如此描

述这一项目。 

 

Tachi告诉记者，2008年启动的这项5年计划，每年提供两轮资助。不要求申报者提供初步研究资

料，也不设任何门槛，只要他有前景良好的创新构想，就有可能荣获10万美元。如果他的新点子具备可

行性，基金会还将追加100万美元。之后，如果发现其构想意义重大并具备极大的发展潜力，基金会将

十万美元验证一个新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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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资助支持。“探索大挑战”设立的初衷是，便于任何拥有创新想法者能更快检

验其想法对改善全球健康的潜在作用。 

 

Tachi 认为，传统思维模式无法帮助解决健康领域面临的诸多挑战。资助创新研究意义重大，因为

创新意味着大的变革，而非细微改变。Tachi说：“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创新发明是微波炉。在传统

观念中，如果你要加热东西，你必须使用更热的加热工具。而微波炉却可以通过分子相撞产生热能以实

现加热的目的。这就是思维方式转变带来的成果。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创新。” 

 

盖茨基金会总部的一位新闻发言人坦陈： “我们在有意识地寻求那些对解决目前全球健康领域面

临的一些重大挑战有帮助的、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我们预想到可能性有很多，甚至大多数项目都未必

能成功。但是，哪怕只有一个项目可以展现出喜人的结果，我们便认为那就是成功。” 

 

点子形形色色，但中国申报者少，获奖者更少 

 

“探索大挑战”的两轮征集落下帷幕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共收到约7000份申请，其中中

国申报者少，获奖者更少。在191份来自中国的申请中，获奖的共有4份，中国大陆两份，中国香港两

份。 

 

香港大学艾滋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博士的研究计划是一种新型艾滋疫苗，利用它阻断经性接触传播

的艾滋病病毒。该计划的概念验证将在恒河猴艾滋病动物模型上进行，所取得的实验数据，将为以后的

人体临床试验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陈扬超则计划研究“三联慢病毒载体介导的

基因改造抗流感病毒鸡 ”，拟建立一种针对流感病毒在家禽鸡只中侵入及复制的慢病毒载体，并利用

该载体对鸡只进行基因改造，以减少禽流感的发病率，最终降低人类感染禽流感的机会。 

 

据悉，两轮“探索大挑战”征集到的“变革性”点子形形色色，令人耳目一新。日本一位学者计划

研发一种基因转录的蚊子，令其唾液腺产生疫苗蛋白质，使其在叮咬人体吸血的同时注射疫苗。新加坡

一位学者想尝试创造分子印记聚合纳米微粒来捕获病毒，以有效阻止病毒感染细胞。还有，准备通过干

扰波长来研制阻止疟疾传播的“驱蚊手电筒”；让蚊子“伤风感冒”，从而使其无法辨识和叮咬人类；

研发含有抗病毒药物的番茄；通过使用激光来增强疫苗的效力…… 

 

有消息称，中国申报者成功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长期的教育模式和思维定势造成研究人

员创新性不强；二是中国人不熟悉西方的表达方式，难以展示自己优秀的想法。盖茨基金会驻华首席代

表叶雷博士向记者透露，“探索大挑战”本身是一个关于创新的比赛，而大多数来自中国的申请者没能

满足要求，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资助来支持已经存在的概念或证据。那么，成功的要诀是什么？一位盖

茨基金会的项目官员一言以蔽之：“用新颖的方案，解决全球最突出的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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