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期 陈宜瑜 突出战略异 勺 营造创新环境 不断开创科学基金事业发展新局血

先争优活动深人开展 。落实 “三定 ”方案 ,加强岗位

管理 ,努力建设作风优良 、办事高效 、运转协调 、保障

有力的服务型管理机构 。认真做好科学部专家咨询

委员会换届工作 。稳步推进科学部综合处改革 ,健

全科学部主任办公会议制度 ,规范管理程序 ,完善运

行机制 ,不断提升综合管理和战略规划能力 。加强

岗位管理 ,推进干部交流 。继续加强管理培训和职

业道德教育 ,着力建设一支政治素养高 、服务意识

强 、专业素质好 、廉洁勤政的管理干部队伍 。

繁荣基础研究 ,推进 自主创新 ,使命光荣 ,任重

道远 。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周围 ,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 ,把握战

略定位 ,贯彻工作方针 ,突出战略导向 ,锐意进取 ,开

拓创新 ,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科学基金和基础研究

事业繁荣发展 ,以更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九十周年

,̀ ,, 〔 。。̀ 。 , 一 。 , 召。少, ,

·资料 ·信息 ·

一种治疗脑卒中的新药物及作用靶点被发现

' 、。近期发表了南京医科大学药

学院朱东亚教授等题为 “阻断缺血诱导的 与

相互作用治疗脑缺血损伤 ”

一

, 一 的论文 。该研究
发现了一个治疗脑卒中的新药物作用靶点 ,研究了

一种有效且能避免副作用的小分子药物 。该杂志社
特邀该领域的科学家为此发表评论 ,称小分子药物

一。 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脑卒中等神经系统疾

病治疗的新曙光 。

众所周知 ,脑卒中是一种死亡率高 、致残率高的

常见病 、多发病 ,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命和健康 。由于

脑组织结构精细复杂 ,对缺血缺氧损伤特别敏感且

脆弱 ,迄今临床上疗效确切的治疗药物还比较少 。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成果 ,脑卒中病理现象的产

生可能与 细胞 浆 内的神经元 型一 氧化 氮合 酶

与细胞膜上的突触 后密度 蛋白 相

结合有关 。 一甲基一一天 门冬氨酸 受体 八

介导的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 激活是神经

元兴奋性毒性发生的关键事件 ,围绕这 两个靶 分子

开发 了许多药物 。但 由于 和 均具

有非常重要 的生理功能 ,对它们 的直接 干预往往导

致严重的副作用 。

朱东亚教授课题组 由此展开思考 如果阻断 了

这种结合 ,那么能否使神经细胞免受损伤 在经过

一系列复杂的动物和细胞实验之后 ,这种设想得到

了验证 。药物作用的机理听上去简单 ,但实施起来

却并非一帆风顺 。从蛋白间结合的角度进行抗脑卒

中药物的研究非常困难 ,在世界范围也鲜有先例可

循 。这是前人从未攻破过的领域 ,朱东亚课题组进

行了 大 胆 的尝 试 。通 过 研 究 发 现 ,缺 血诱 导 的

与突触后密度蛋白 祸联是脑缺血损

伤的关键分子机制 。在神经元中过表达 的

一端结构域 一 一 阻断这种藕 联能 有效

保护脑缺血损伤 。在分析 与 相互作

用的化学和分子力学机制的基础上 ,课题组设计 了

多种化合物 ,并最终筛选得到有较好药理活性

的化合物 — 一种一端亲水另一端疏水的小

分子化合物 。通过动物及细胞实验验证 ,该化合物

确实可以阻断两蛋白的 “结合 ” ,而且在若干种脑卒

中模型中都显示了它的疗效 ,更为重要的是 ,实验已

经证实这种药物不仅具有较好的脑缺血保护作用 ,

而且避免 了直接 干预 或 带来 的副

作用 ,如学习记忆障等 ,也不会导致动物具有进攻性

等行为异常 ,不具有其他药物针对受体的副作用 。

可以预见 ,该研究结果对脑缺血损伤的分子病

理机制及抗脑卒中新药的研究均有重要影响 。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江苏省教育

厅 、科技厅和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 目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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