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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近 2 0 多年艾滋病在全球的蔓延对各国经济发展
、

社会稳定和人民健康造成了严 重的

危害
,

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
,

世界各国有关投入 日益加大
。

本 文对目前国际上若干重要的艾滋病研

究墓金进行了总结分析
,

从这些基金的资助额度
、

资助方式
、

资助方向等方面来分析国际上艾滋病

研 究发展态势
,

以期为我国艾滋病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

〔关扭词〕 艾滋病
,

艾滋病病毒
,

科研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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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言

2 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全球蔓延的艾滋病已成

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

并成为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数据显示
,

截至

2 00 6 年底
,

全世界共有 3 9 50 万人感染 H IV 病毒
,

其中 2 0 0 6 年新感染人数为 4 30 万人
,

2 0 0 6 年因艾

滋病死亡人数为 290 万人川
。

艾滋病疫情的日益严

重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
,

世界各国有关投入 日益加

大
,

各国机构在基础科学
、

临床试验
、

行为学和社会

学等各个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

呈现出新的研究

发展态势
。

本文对目前国际上若干重要的艾滋病研

究基金进行了总结分析
,

从这些基金的资助额度
、

资助方式
、

资助方向等方面来分析国际上艾滋病研

究发展态势
,

以期从一个侧面为我国艾滋病研究提

供一定的借鉴
。

2 研究对象概述

由于艾滋病对全球经济发展
、

社会稳定和人 民

健康的严重危害
,

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艾滋病防治

领域的工作
,

根据国情建立抗艾滋病战略
、

开展艾滋

病防治研究
。

另一方面
,

由于艾滋病防治研究的综

合性
,

需要大量的财力来资助
,

只有政府才能提供最

大的财政资助和政策支持来保证科学研究的顺利进

行
,

并且
,

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的作用是最重要的
、

具

有导向性的
,

决定科学研究的方向
。

因此
,

美国
、

加

拿大
、

欧盟
、

英国
、

澳大利亚
、

印度等国家都投入大量

资金资助艾滋病防治领域的科学研究
,

并由各国医

学健康领域的最高国家机构来管理
、

领导相关研究
。

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 N at io an l I sn it
-

ut t es of H司 ht
,

N I H )
、

全美艾滋病研究基金 ( A m e ir
-

ca n

oF
u n d a t i o n fo : A I D S R

esear
e h门m 1A R )

、

加拿大

卫生研 究院 ( aC
n a d a I sn t i t u t e o f H eal t h R

eseacr
h

,

C I H R )
、

欧盟第六框架计划 ( t h e S ix t h F ar m e w o r k

P ogr ~
m e fo r R

~
cr h

,

F 6P )
、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

会 ( M
e d i e

al R ese
a r e h oC

u n e i l
,

M R C )
、

澳大利亚国家

健康与医学研究理事会 ( N a t io an l H e a l t h a n
d M e d i e a l

R e
se ar

e h oC
u n e i l

,

N H M R C )和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

( In d i a n

oC
u n e i l o f M e d ie a l R

esea
r e h

,

IC M R )
。

其中
,

N IH
、

M R C
、

N H M R C 和 IC M R 都是世界上历史悠

久
、

著名的医学研究机构
。

这些机构每年都获得政

府巨额的资金资助
,

以保证医学研究项 目的顺利进

行
,

艾滋病研究基金资助的项 目也得以顺利开 展
。

这些机构的概况见表 1
。

本文于 2 0 0 7 年 5月 8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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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国际开展艾滋病研究皿要机构概况

机构 国别 成立时间 组成机构 机构总经费 (年度 )

I N H〔 2 1

am fA R [3 〕

CI HR [4 〕

F 6 P〔 5 ]

M R C[6]

N HM R C{7 ]

I CM R [. 1

美国

美国

加拿大

欧盟

英国

澳大利亚

印度

8 8 17

1 98 5

2 0 0 0

2 02 0

1 913

2 6 1 9

1 1 1 9

2, 个研究所和中心
日月 、

f A R

13 个虚拟研究所

2 9个研究单位
、

3个研究所和一个附属公司

2 1个永久性研究所 /研究中心和 6个地区性医学研究中心

2 8 6亿美元 ( 2 0 0 7 )

18 3 0万美元 ( 2 0 0 6 )

8亿美元 ( 2 0 0 6 )

1 7 5亿欧元 ( 2 0 0 2一 2 00 6 )

5亿英镑 ( 2 0 0 6 )

5亿美元 ( 20() 7 )

2 5 0亿卢比 ( 2 0 0 2一 2 00 7 )

作为政府组织
,

N I H 等机构的主要职责是规划

和管理医学相关研究
,

具体的科学研究由其下属的

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完成
。

在艾滋病研究领域
,

这些

机构都有专门的研究所来主持研究工作
,

如 N I H 的

美国国家变态反应与传染病研究所 ( N at io an l Isn it
-

t u t e o f lA l e堪 y a n d In f e c t i o u s D i s e a s e s ,

N IA I D )
、

C I H R 的传染病与免疫研究所 ( In s t i t u t e
of I n f ec t ion

a n d Im m u n i t y
,

111 )
、

M R C 的 M R C/ U V R I ( U g a n d a

V iur s R e s e a r e h In s t i t u t e ,

乌干达病毒研究所 )乌干达

艾滋病研究单位 ( M R c/ U V R I U g a n d a R e se a r e h U
-

n i t o n A I D S )
、

I C M R 的国家艾滋病研究所 ( N a t io an l

A ID S R es
e a r e h I n s t i t u t e ,

N A R I )
。

这些机构同时也

是目前国际上艾滋病研究领域的领导机构
。

作为全球著名的非营利组织之一
, a m f A R 与以

上这些国家机构有所不同
,

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
、

个人和其他基金会的捐赠
,

自 19 8 5 年开始
, a m fA R

已投入超过 2
.

5 亿美元用 于支持全球 20 00 多个团

队的艾滋病相关研究项目3[]
。

F P 6 是欧盟为加强国与国之间科研合作而专门

制订的
,

主要面向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
,

有两大主要

策略目标
:
巩固工业的科技基础 ;增强欧盟的国际竞

争力和促进维护欧盟政策的研究活动
。

在传染病研

究领域
,

H I V/ A ID S
、

疟疾和肺结核是 F P 6 的三个重

大资助方向
,

其研究的目标是通过两个方面来研发

新的药物
、

疫苗和其他有效防治方法
:
资助新药的临

床前和早期人体试验研究项 目
、

资助在非洲开展的

H 期和 H l 期临床试验
。

2 0 0 6 年
,

欧盟 又启动了第

七框架计划 ( t h e
se

v e n t h F ar m e

wo
r k P osr

r a m m e
fo

r

R e s e a cr h
,

FP 7 )
,

持续时间为 20 0 7一 2 0 13 年
,

总资助

金额达到了 5 0 0 亿欧元
,

医学与健康仍是其一个重

要研究领域
。

3 结构化信息分析结果

通过对这些艾滋病研究基金的结构化信息分析

研究
,

发现关于 H I V 和艾滋病的基础研究
、

预防与

治疗研究
、

临床研究是各个基金共同关注的内容
,

并

且也是科学研究投入资金最多的领域 ;社会学
、

行为

学方面也是大多数基金的重点研究方向
。

3
.

1 国际皿要艾滋病研究基金皿点研究 (或资助 )

方向 (见表 2)

衰 2

墓金

来源

N I H

艾滋病研究投入

金额 (年度 )

2 9 亿美元 ( 2 0 0 7 )

重点研究方向或重点资助项目

am f A R 1 4 0 0 万美元 ( 2 0 0 6 )

( l) 墓础研究
:

包括 H l v 的自然史和流行病学
、

病因学和发病机制方面的研究
。

(2 ) 预防研究
:

包括杀菌剂
、

疫苗
、

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
。

( 3 ) 治疗研究
:

各种治疗方法的研究
。

( 4) 特殊人群相关研究
:
包括妇女与儿童

、

种族与少数民族
、

全球人种等的研究
。

( 5) 支撑性研究
:

包括训练
、

基础设施建设
、

信息发布等方面的研究川
。

( l) 墓础研究
:

发展更好的预防技术
.

包括艾滋病疫苗和抗生素用于阻断 H I V 的性传播 ;开发用于 H I V 感

染者的免疫系统修复技术 ;发现抗 H IV 药物的新的病毒和细胞靶点
。

( 2 ) 临床研究
:

评估联邦政府或是企业未能充分重视的临床研究或医学管理战略
,

集中于这些研究或战略

能够极大地增强 H IV/ A I DS 治疗和医护的能力
。

(3 ) 预防科学研究
:

寻求能够有效减少 H I V 感染的策略
,

特别是控制 H l v 高危感染的策略
.

并且探家在其

他地区可应用的预防棋式
口

(4 ) 公共政策计划研究
:

保证 H lv/ A I D6 研究的必要资金支持
,

实施全国性的预防战略
。

( 5) 全球计划研究
:

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医护人员和艾滋病相关机构最大限度利用当地资探
,

促进研究
、

治

疗
、

预防和教育战略的有效实施
。

(6 ) 公共和职业教育计划研究
:

为 lH v 感染者及其医护人员提供 良好的信息服务
.

使其了娜相关方面的最

新进展 [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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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基金

来探

艾滋病研究投入

金撅 (年度 )

2
.

81亿美元

( 19 9 9年至今 )

重点研究方向或重点资助项目

1
.

31亿欧元

( 2 00 2一 20() 6 )

ō FP6

M R C

每年 5 00万美元

( 20() 4一 2 0()7 )

I CM R 1
.

9亿卢比 ( Z IX) 6 )

( 1)荃础研究
: H l v

一

1发病的分子调节机制 ; H l v的传播和发病机制 ;性传播疾病的生物学研究 ; H l v诱导

的免疫缺陷的分子学研究
。

(2 )临床试脸研究
:

加幸大艾滋病临床试验研究网络 ;三国 (加幸大
、

英国
、

美国 )临床试脸研究合作
:

抗逆转

录病毒治疗失败的 H l v感染者的治疗 ;肯尼亚男性包皮切除对 H l v感染的影响的随机控侧临床试脸
。

(3 )政策研究
:

加章大吸毒者治疗与政策研究
。

( 4)疫苗研究
:

加章大庙症
、

慢性病毒性疾病疫苗与免疫治疗研究网络
。

5 ( )特殊人群研究
:

加章大土著居民健康训练行动 [11气

( l)药物研究
:

选择和研发用于粘膜的杀菌剂来预防 H IV的性传播 ;一种同时作为杀菌剂和药物的 R N A核

酸适体的开发
。

( 2)疫苗研究
:

利用结构基因和重组 HI V基因开发新的 H l v疫苗 ;粘腆疫苗的开发 ;以重组麻疹作为载体

开发疫苗 ;以树突状细胞为把点的治疗性
、

预防性疫苗 ;发展新的疫苗递呈系统 ;开发新的疫苗佐剂
。

( 3)羞础研究
: H l v整合醉和逆转录醉的研究 ;从植物中提取抗 H IV的中和抗体

。

(4 )临床试脸研究
: H l v感染者的治疗选择临床试脸研究 ;建立欧洲 H l v临床试验和实脸室研究网络【 ] l2

。

( 1)羞础研究
: H I V

一

2的传播
、

感染机制研究 ; H l v病毒感染人类细胞的机制和引起药物抵抗的机侧 ;在冈

比亚进行的基于种群的 H IV感染研究
。

( 2)药物研究
: H l v感染者产生药物抵抗的几率 ;在乌干达进行的非洲抗逆转录药物的有效使用研究

。

( 3)顶防与疫苗研究
:

研发阴道杀菌剂来预防 H l v传播 ; H lv疫苗的研究
。

(4 )临床研究
:

在非洲开展的抗逆转录 H l v药物的临床试验 【 311
。

( l)羞础研究
: H l丫 1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星状胶质细胞的分子学研究 ;利用二硫健调控 C〔峙细胞功能 ;

HI V
-

1诱导一种丝氮酸蛋白醉抑制剂促进 H l- v 1复制 ; H lv
一

1 T ta蛋白的研究 ; C C RS受限制的 Hl- v 1感染

者的发病机制 ;` R N A ; H l v免疫逃遵机侧 ; H l琴 1的墓因组研究
。

( 2)预防与疫苗研究
:

HI V感染的免疫学研究与新疫苗的研发 ;

(3 )药物与治疗研究
:

接受逆转录治疗的 H l v感染者免疫学研究 ; H l v感染者的药物拮抗 ; H IV感染与疟

疾 ;治疗 H l v感染的新方法
: H lv并发心血管疾病的治疗

。

(4 )流行病学研究
:

同性恋 H l v感染的研究 ;全球 H lv感染的现状 l,]
。

( l) 流行病学研究
: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 lH v 初级护理对 lH v- 1性传播的预防 ; IH V商危人群的行为学和生

物学评价 ;一种印 v 重组载体疫苗 电 A A O为 的 I期临床试验 ;一种阴道杀菌剂的 n 期临床试脸 ;印度感染

印 v 妇女的子宫痛检查 ;印 v 感染的年度普查
。

( 2) 临床研究
:

一种蛋白醉抑制剂和一种非核普类逆转录醉抑制剂联合用药治疗 阅浑
.

1感染者的 IV 期临床

试验 ;
lH v 感染者肺结核的化学治疗 ;一种 H】V/ D N A疫苗研究和联合免疫策略在小爪模型中的评价

。

(3 )免疫学研究
:

早期 lH v 感染的免疫学和病毒学特征
。

(4 )病毒学和分子病毒学研究
:

起撅于印度的 lH v- 1膜蛋白的中和抗原决定簇分子学研究及羞于膜蛋白的氮

基酸免疫原构建研究 ;印度不同风险人群的扭 v 发病率
、

遗传多样性和杭逆转录药物拮扰央变体的全面

分子学分析研究 ; lH v- 1装配和发芽过程中与宿主蛋白的交互作用 ;印丫 1母要传播的分子特征和发病机

制
。

(5 )行为学和社会学研究
:

lH v 感染妇女的生殖健康 ; IH W A IE6 咨询服务 ;青少年生殖和性健康教育 ;印 v 感

染者的社会心理压力 114]
。

3
.

2 其他各有关机构的研究特点

( 1) N I H在艾滋病防治研究领域是全球的先驱

和领导者
,

每年投入的金额巨大
,

因此研究所涉及的

内容也几乎包括艾滋病研究的所有领域
,

并积极发

起一些国际性的研究项目
。

(2 )
a m fA R 作为全球著名的非营利组织之一

,

公共政策计划研究
、

公共和职业教育计划研究等这

些方面是其重点研究方向
。

( 3) C I H R 的研究更关注加拿大国内
,

开展了加

拿大吸毒者治疗与政策研究
、

加拿大土著居民健康

训练行动等针对性项目
。

(4 ) F 6P 的项 目主要集中在杀菌剂
、

药物
、

疫苗

等的研发
。

( 5) M R C 的项目很多在非洲国家开展
,

如在冈

比亚进行的基于种群的 H l v 感染研究
,

在乌干达进

行的非洲抗逆转录药物的有效使用研究等
。

( 6) N H M R C 的项目主要关注艾滋病的基础研

究与治疗研究
。

由于印度国内艾滋病还没有得到有

效控制
。

( 7) IC M R 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国内艾滋病的研

究情况
。

3
.

3 除了资助艾滋病相关研究项目外
.

各个机构发

起或参与国际或全国性的抗艾滋病行动

( l ) N IA ID 发起 T H I V / A ID S 全球健康计划
、

艾滋病研究网络
。

( 2) am f A R 在全国范围组织和发起了一系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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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
,

包括公众论坛
、

医学再教育课程
,

以及每年

一次的国家 H IV / A I D S 进展会议 ( N A U C )
。

( 3) C I H R 作为四个实施机构之一发起了加拿

大抗 H IV / A ID S 流行的全国行动
。

( 4) 欧盟委员会投入 2 亿欧元成立 了欧洲和发

展中国家临床试验伙伴计划 ( E u
or p e a n a n d D e v e lo p

-

in g oC
u n t r i e s C l in ie a l T r ia ls P a r t n e r s h ip

,

E D
-

C T p ) 〔̀ 5 ]
。

3
.

4 各个机构在资助形式方面的特色

( 1) F 6P 主要资助三种不同形式的研究
:
早期

具有创新性的
、

规模较小的
、

具有高度风险的发现型

研究项目 ;由规模较大的
、

多学科综合的研究团体主

持的转化型研究项 目 ;在发展 中国家开展的临床试

验项目
。

( 2) M R C 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资助医学研究
:

为

英国大学和医院的科学家提供研究资助 和奖励 ;资

助与大学合作的研究中心 ; 资助理事会下属的研究

机构
。

( 3 ) I C M R 通过 以下三种机制促进医学研究
:

资助内部机构的医学研究
:
包括 21 个永久性研究所

/研究中心和 6 个地 区性医学研究中心 ;资助其他机

构的医学研究
:

与其他医学院校
、

研究中心合作建立

高级医学研究中心
,

资助其他机构开展医学相关研

究 ;其他资助形式
:
包括研究奖学 金

、

短期访问学者

奖学金
、

短期研究奖学金
、

多种训练计划项目和研讨

会
。

4 归纳与结论

通过以上对国际重要艾滋病研究基金的结构化

信息分析
,

笔者归纳如下几点基金资助的特征行为
:

4
.

1 三点资助药物与疫苗的研发

由于 目前的药物还 不能有效治疗艾滋病
,

只能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疾病进程
,

预防艾滋病的疫苗也

没有研发成功
,

因此
,

成功开发有效的疫苗和药物成

为艾滋病防治的当务之急
。

各个基金组织也都把大

量的资金投入艾滋病药物和疫苗的研发
,

与药物疫

苗研发相关的基础研究
、

临床试验也成 为各基金的

资助重点
。

N I H
、

C I H R
、

F P 6
、

M R C
、

N H M R C
、

IC M R

等机构的大部分资金都投在这些研究领域
。

4
.

2 关注行为学
、

社会学领域研究

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医学 问题
,

也是一个社会学

问题
,

与艾滋病相关的行为学
、

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也

是各基金关注的重点
。

如
a m fA R 这样的非政府

、

非

营利组织把公共政策
、

公共教育方面的研究摆在非

常重要的位置
,

资助 开展 了大量这 方 面的研究
。

M H
、

CI H R
、

IC M R 等机构也都资助 了一些艾滋病

相关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项目
。

4
.

3 关注特殊人群的艾滋病预防与治疗

已有的研究表明
,

不同种族
、

不同地 区的人群抵

抗 H lv 感染
、

艾滋病传播的能力有很大差别
,

欧洲

有些地 区的居民天生就有抵抗 H IV 感染的能力 ; 另

一方面
,

不同职业
、

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感染 H IV 的

风险也有很大不同
。

因此
,

某些特殊人群艾滋病的

预防与治疗也成为当前艾滋病防治研究的一个重要

内容
,

如 N I H 开展了妇女与儿童
、

种族与少数民族
、

全球人种等方面 的研究 ; CI H R 开展 了吸毒者治疗

与政策研究
、

土著居民健康训练行动 ; N H M R C 开展

了同性恋 H IV 感染的研究
。

4
.

4 资助在非洲进行的临床试验项目

由于 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 H IV 感染
、

艾滋病

传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

而非洲国家的 H IV 感

染情况还在不断加剧
,

并且非洲国家 H 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人数众多
,

因此艾滋病相关药物
、

疫苗的

临床试验项目大多由欧美国家资助在非洲进行
。

如

N IH
、

C IH R
、

F p 6
、

M R C 等机构均在非洲资助开展 了

大量的艾滋病临床试验研究
,

以期研发出有效的艾

滋病药物和疫苗
。

4
.

5 国家间
、

机构间合作更加紧密

艾滋病防治研究涉及基础科学
、

临床科学
、

行为

科学
、

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
,

需要多个研究机构之 间

的紧密合作
。

因此
,

各种研究基金在资助研究时
,

也

特别重视各机构之间的合作
,

并且开展了多个全球

合作项目
。

如美国开展的 H IV /艾滋病全球健康计

划
、

加拿大开展 的三 国 (加拿大
、

英国
、

美国 )临床试

验研究合作
、

欧盟开展的欧洲和发展中国家临床试

验伙伴计划
、

欧洲 H I V 临床试验和实验室研究网络

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

4
.

6 生物技术成为有力的工具

生物技术是当今世界最振奋人心的研究领域之

一
,

国际上纷纷利用基因工程
、

细胞工程等技术的发

展
,

利用人类基 因组计划
、

蛋 白组计 划
、

生物信息学

等突破性的知识
,

进行科研规划
,

寻找艾滋病病因
、

发病机制
、

传播机制和有效防治技术
,

研发效果好
、

价格低
、

易于生产和储存的艾滋病药物和疫苗
。

新

型杀菌剂
、

D N A 疫苗
、

重组载体疫苗
、

整合酶抑制剂

类药物
、

成熟抑制剂类药物等是 目前世界上艾滋病

领域研究的热点
,

也是有效预 防和 治疗 H l v / A ID S

的希望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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