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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我国传统医药及资源

优势进行创新药物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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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研究是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
、

民族兴旺发达和造福人类
,

且具有重大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事业
。

由于我国经济基础和技术力量都较薄弱
,

新药研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

致使我国

医药工业和药品市场除传统医药外
,

主要靠无偿仿制国外医药产品以满足医疗保健的需要
。

目

前我国已能生产的千余种原料药中 97 %为仿制品
,

虽有极少数几种创新药
,

亦难进入国际市

场
。

面对当前知识产权制度和药物专利立法的实施
,

今后再难维持这种大量无偿仿制国外专利

药品的局面
,

而高价购买国外专利进行全面生产
,

不仅为国力所不及
,

而且作为 12 亿人 口的大

国也不宜只生产国外的专利过期产品
。

因此
,

大力加强新药研制和基础性的研究
,

尽快实现药

品由仿制为主到创制为重点的战略转变已刻不容缓
。

从传统药物及其它天然产物中寻找新药或先导化合物的研究
,

是当前国内外新药创制中

重要研究方向和非常活跃的领域
。

调查研究证实
,

目前临床应用的药品许多都是天然的活性成

分或以其作为先导化合物衍生而来
.

以抗癌药为例
,

长春新碱
、

三尖杉醋碱
、

喜树碱以及目前引

起重视的紫杉醇都是从植物中分离到的天然活性成分或其衍生物
。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虽然运

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取得一定效果
,

但是近年来热点又向天然药物转移
,

寄希望于从天然药

物中找到诸如治疗心脑血管病
、

肿瘤
、

艾滋病等新药
。

我国地域辽阔
,

气温多样
,

有丰富的药用

植物资源 (约 6 0 0 0 种 )
,

几千年来
,

中医利用中草药防病治病
,

保健强身
,

形成了独特的完整的

理论体系
,

积累 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

因此
,

充分发挥我国传统医药及资源的优势
,

运用现代化学

和生命科学的新理论
、

新技术和新方法
,

从传统中草药及其它天然产物中发现结构新颖的具有

生物活性的成分作为药物或先导化合物
,

应是我国从事新药研究的一个特点和优势所在
。

天然药物的化学成分和生理活性的研究属于新药创制的基础研究
,

是一种学科密集
、

技术

密集
、

高技术
、

高难度的事业
,

具有投资多
,

风险大和周期长等特点
。

它是一项建立在天然有机

化学
、

药物化学
、

有机合成化学
、

生物化学
、

分析化学
、

药理学
、

毒理学
、

微生物学
、

药剂学和生物

工程学等多学科基础上相互配合共同攻关的系统工程
。

新药发现的历史和新药出现机率越来

越低的现实告诉人们
,

只有加速新药创制的基础研究
,

在有机化学等化学领域不断开 阔新思

路
,

发现或合成出结构新颖的化合物
,

在药理和生化等生命科学领域不断提出新设想
,

建立新

的筛选模型等试验方法
,

才能焕发新药研究的活力
,

提高新药创制的成功率
,

推动我国药品生

产从以仿制为主向创制为主的战略转变
。

因此
,

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能以重大项目形

式资助以下几个方面创新药物的基础研究
1 传统中药及其复方的研究

以我国中医药宝库为后盾
,

继承和挖掘我国传统医药遗产
,

根据中医理论和实践经验选择

祖国医学常用
,

临床疗效肯定或有民间应用基础的传统中药及中药复方进行化学和生理活性

基础研究
,

这在新药研究中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
“

捷径
” ,

已为世界所瞩 目
。

建国以来
,

在人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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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

五味子
、

丹参
、

川芍
、

葛根
、

青篙和多种中药复方的研究中已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证明了这

一点
。

2中国特有植物的研究

特有植物是指我国独有或产区分布主要在我国的植物 品种
。

据初步统计
,

我 国有 72 科

20 4 属 5 0 0 余种特有植物
,

包括常用中草药 1 00 多种
。

从这些植物寻找新的活性成分
,

不仅可

以避免和国外重复
,

而且可以提高新药研究的命中率
。

以天然抗癌药为例
,

喜树碱原料喜树
,

鬼

臼毒素之鬼 臼
,

三尖杉酷碱 之三尖杉
,

靛玉红之青黛
,

鸦胆子油之鸦胆子和当前抗癌新药研制

热点紫杉醇之红豆杉等都是属于中国特有植物或我国资源丰富的植物或常用中草药
。

3 药用真菌的研究

我国有野生真菌四万余种
,

其中与医药有关的有数百种
。

它们对抗癌
,

心脑血管和神经系

统疾病
,

肝脏及性功能
,

抗炎
,

抗衰老
,

抗菌
,

抗溃疡等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

以抗癌药为例
,

据初

步统计有 38 科 108 属 3 42 种真菌具有不同程度的抗癌活性
。

到 目前为止
,

除已开发或正在开

发的猪等
、

获等
、

虫草
、

灵芝
、

香菇
、

亮菌
、

安络小皮伞
、

树舌
、

竹红菌
、

密环菌
、

构菌等 20 余种外
,

大部分没有进行系统的有效成分的研究
。

真菌的代谢产物除有生物碱
、

菇类
、

醒酮等多种化学

结构类型的化合物外
,

主要含有核昔
、

多糖
、

多肤
、

蛋白等水溶性大分子
,

并多具有不同的生理

活性
。

利用我国丰富的野生真菌资源
,

开展药用真菌的化学和活性的基础研究
,

从中发现有用

的新药或先导化合物是具有良好前景的
。

4 民族药的研究

我国是多 民族国家
,

很多少数民族地 区天然药用资源丰富
,

在长期防病治病的临床实践

中
,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

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医药学
,

成为中华民族医药宝库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

如藏
、

蒙
、

傣
、

彝
、

苗和维族医药等
,

据初步整理 的民族药 已有 1 2 0 0 多种
。

但是由于历史

发展和社会
、

科技条件限制
,

大多数民族药物还未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整理和开发
。

利用现代

化学和药理学等科学技术
,

对有确切临床疗效或民间应用基础的民族药进行整理提高
,

是我国

新药创制研究又一条重要途径
,

并将有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

根据整体设想和统一规划
,

建议从现在起利用 3一 4 个五年计划 ( 15 一 20 年 )
,

对我国 20 0

种传统常用
、

资源丰富的中草药及特有植物和 50 种临床疗效确实
、

组方比较简单而又有代表

性的中药复方开展系统的基础研究
,

并在近期内 ( 1 9 9 5一 1 9 9 9 年 )完成 40 种中草药和 5 种中

药复方的研究
。

通过研究达到
:
( 1) 发现化学结构新颖

、

生理活性独特的新化合物
,

为人工合成

新药提供新的设计思路和先导化合物
; ( 2) 促进中西医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结合

,

使中国医药

进一步走向世界
; ( 3) 提高天然药物学术研究水平

,

推进化学和生命科学等有关学科的交叉
、

渗

透
、

溶合和发展
; (4 )保证和提高常用中药及其制品的质量

,

推动剂型改良和产品更新
,

提高中

药在医药市场和出 口创汇的竞争能力
,

创造更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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