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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福建省药理学学科的发展对于提高福建人民群众合理用药水平，促进医药企业新药研发，以及推动海西生物医药产

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福建省药理学科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在药物靶点与先

导化合物研究、中药与天然药物研究、小分子药物研究、基因药物研究和海洋药物研究等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福建省药理

学科将继续依托福建省药理学会平台，促进药理学术交流，加强药理学分支学科与专业委员会建设，充分发挥学科优势，服

务福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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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是药学与医学的桥梁学科，对临床合理用药、开

发新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药理学科的发展对于提高合

理用药水平，促进新药研发，以及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1985年，中国药学会药理专业委员会与中国

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国药理学会，有力推

动了我国的药理学科发展。此后，全国许多省、直辖市也相

继成立了省级药理学会。 

长期以来，我省的药理学是隶属于福建省药学会的二级

专业委员会，在福建省药学会的领导下，我省药理学科得到

了长足发展，学术交流活跃，水平不断提高，队伍不断壮大。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省药理学科的发展，2012年，由福建医科

大学、福建省药检所、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福建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及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5家单位为发起单

位筹备成立了福建省药理学会，并于同年 11月 17日召开了

学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经过大会选举，产生了福

建省药理学会第一届理事以及领导机构，许建华教授当选福

建省药理学会首任理事长。 

福建省药理学会的成立推动了我省药理学科的发展。截

至目前为止，学会共有 388 位个人会员，其中女性会员 172

人，占总人数的 44%，具有高级职称会员 89 人，占总人数

的 23%，学生会员 91 人。团体会员 4 家，分别是福建医科

大学、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南方药业有限公司。2012年 11月 17日召开了第一

次学术研讨会，邀请了 18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学术交流报

告。中国药理学会理事长、中科院药物研究院副院长杜冠华

教授作了题为《新药临床前研究的药理学关键问题探讨》的

专题报告。2014年 11月 28日，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召开，邀

请了 19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学术交流报告。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丁健教授、台湾嘉南药理大学李

冠汉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符立梧教授、复旦大学药

学院杨永华教授等做了专题报告。 

新成立的福建省药理学会与福建省药学会应用药理专业

委员会实现了合署办公与资源共享，根据海峡西岸经济区建

设与发展的需要，不断扩大我省药理学的研究与服务领域，

进一步团结全省药理学工作者，开展广泛的学术活动，促进

省内外药理学工作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努力推进与台湾药

理学工作者的合作与交流，共同为福建药理学工作者提供更

加广阔的交流平台与发展空间，全面提高福建药理学的科研、

教学、应用水平，共同推动我省的药理学科的发展，促进新

药研发和医药科技进步，为福建省生物医药经济的发展贡献

力量。 

1 福建省药理学科发展现状 

福建药理学科最初是伴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而诞生的。

1954年，福建医学院建立了药理学教研室，是福建省药理学

科发展的起点。随后，福建中医学院、福建卫生学校等院校

也组建了相应的药理学教学队伍，形成了早期药理学科发展

的雏形。在药理学研究方面，我省的医学院校以及福建省医

学科学研究所、福建省中医药研究院等科研单位相继建立了

药理学研究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省高等教育事业的发

展，药理学科在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华侨大学等综合性大

学以及莆田学院等新建本科院校中得到长足发展。 

目前，我省在肿瘤药理、神经精神药理、心血管药理、

蛇毒生物肽药理、药检药理、新药非临床安全性评价以及临

床药理等领域进步显著。全省开设《药理学》课程的大中专

院校共有 14所，药理教师队伍约有 180人，从事药理学相关

学科的研究院所共 20家，药理科研人员约有 100人；各级医

院从事与药理相关医务工作人员约 200人；各制药企业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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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研发及质量控制等相关工作的人员约 200人；省市级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反应监控中心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约

80人；据不完全统计，全省药理学工作者合计约 700余人，

队伍还将不断壮大。自 2000年以来，随着我省医药经济和医

药产业的蓬勃壮大，药理学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学会会

员共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 200余项，出版专著和教材

50余部，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 800多篇，获国家、省、厅

级科技进步奖 30多项。 

2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福建药理学科具备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药理学二级学

科博士点，药理学省级重点学科，形成由省高校科技创新团

队、省高校药理学教学团队、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闽江学者

特聘教授、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国家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省高校教学名师、福

建省首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福建省首批海西产业人才高地

领军人才、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福建

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等高层次人才组成的学科队伍。学科成员还担任教育

部药学教指委、中国药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药理学会肿瘤

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中国药理学会神经精神药理

专业委员会等全国性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学术兼职，在国内有

较高的影响力。长期以来，本学科为我省医药卫生事业培养

了大批药理学高级人才。 

3 平台建设 

药理学学科与新药研究相关学科整合构建了我省新药研

发链，建成了创新药物的研发平台，重点构建了抗肿瘤药物

研究、老年医学与药学研究、神经精神药物研究、生物肽生

化药理研究等稳定的主要学科研究方向，并形成了明显的特

色和优势。建立了科学、先进的中药化妆品的技术平台，例

如美白研究平台、除皱抗衰老研究平台、养发护发防脱研究

平台等，通过大量检索中医古方、宫廷美容药方及国外最新

医学文献选择健康安全的植物药，通过平台筛选具有美容作

用的植物提取物及单体，并进行深入研究，认真比对，提供

最优秀产品。目前实验室已获得企业 250万元经费支持。 

4 研究领域与成果 

4.1 药物靶点与先导化合物研究 

（1）新结构类型的 Hsp90抑制剂先导物的发现与研究。

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天然化合物姜黄素（Curcumin，Cur）是新

结构类型的 Hsp90抑制剂，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首次发现

Cur 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有特殊的治疗意义，获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ZL00131104.2)。Cur与 Hsp90蛋白的 N端

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互补性; Cur 与 Hsp90 N 端蛋白片段

（NHsp90）能够直接结合，并抑制 Hsp90的功能。这一特性

有助于克服伊马替尼耐药性，与伊马替尼联合应用对 CML

干细胞和伊马替尼耐药细胞有显著的协同抑制作用[2]。该研

究团队发表 SCI 论文 8 篇，其中一篇发表于国际权威刊物

Leukemia，获得德彪中国奖、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福建医

学科学一等奖、福建省自然科学三等奖等成果。 

Cur 的研究：由于 Cur 成药性不足，以 Cur 为先导，设

计合成了 5个系列共 90个衍生物，其中新化合物 30个，并

采用分子靶点与药效、药代联合筛选的新策略、新方法，从

合成的系列新化学实体中发现了具抗肿瘤活性的候选分子。

该研究团队已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6项，申报国际 PCT专利 1

项；系列研究得到 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1项国家重大新

药创制重大专项的资助。 

（2）PPARα 激动剂的研究。PPARα 是一类由配体激活

的核转录因子，属 II型核受体超家族成员，与脂肪酸代谢密

切相关。PPARα 激动剂能显著降低血浆甘油三酯(TG)的水

平，增加高密度脂蛋白(ML)的水平。OEA是一种天然的脂肪

酸乙醇胺（FAEs）、一种内源性油脂，对 PPARα 的亲和力

很高，在抑制饮食方面有惊人的功能[3-5]。基于 OEA 的分子

结构，该研究团队设计和合成了一系列 OEA 衍生物，期望

这类药物能减少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即可以降低

血脂，成为一类新的心血管先导药物。 

（3）心血管疾病机制及相关药物研究。建立在体及离体

动脉粥样硬化模型等心血管疾病模型，研究其基因及蛋白的

表达变化，探索这些疾病发病的分子机制，从天然药物及合

成药物中寻找创新药物及其先导化合物，对先导化合物进行

结构修饰和活性筛选，研究其构效关系，以求从分子水平上

阐明药物影响机体功能和机体处理药物的作用原理，在此基

础上研发可能的新型抗动脉粥样硬化症先导药物[6]。该研究

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项，发表相关 SCI研

究论文 4篇，其中 II区以上 SCI论文 1篇；已申报化合物合

成及应用专利 3项。 

（4）脑血管疾病及相关药物研究。建立在体及离体脑缺

需模型，以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药理学为手段研

究脑缺血损伤的发病机制，寻找脑缺血治疗的可能靶点，在

此基础上研发可能的抗脑缺血损伤药物[7]。该研究团队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项，发表相关 SCI研究论文 2

篇，其中 II区以上 SCI论文 2篇；已申报化合物合成及应用

专利 2项。 

（5）内源性大麻素研究。以内源性大麻素水解酶为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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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镇痛类药物开发靶点，设计合成出400余个酶抑制剂，开

发出系列可应用于系统给药的NAAA抑制剂，IC50值降至纳

摩尔级别；FAAH抑制剂的IC50值可降低至皮摩尔级别。目

前部分先导化合物正在进行药效学、毒理学、药物代谢等临

床前研究。该研究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

发表相关SCI研究论文7篇，其中II区以上SCI论文3篇，已申

报化合物合成及应用专利5项。 

4.2 中药与天然药物的研究 

（1）雷公藤抗肿瘤研究。从雷公藤中提取纯化得到雷公

藤内酯醇，对人结肠癌裸小鼠移植瘤模型的效果明显强于 5-

氟尿嘧啶、奥沙利铂，且能增强奥沙利铂的体内外抗癌作用，

作用机理与下调 HSP70的表达，进而上调 Bax/Bcl-2比例、

促进突变型 p53蛋白降解、破坏溶酶体结构有关。该研究能

够开发成为抗消化道肿瘤的一类新药，得到省科技重大专项

的资助。 

（2）灵芝抗肿瘤研究。从灵芝中得到灵芝抗肿瘤水溶性

组分和脂溶性组分，将二者按最佳配比混合后组成灵芝的抗

肿瘤组分中药，对小鼠肿瘤模型的口服抗肿瘤强度是灵芝醇

水提取物的 50倍以上,且化学成分类别明确，提取工艺简单，

质量可控，药效较好，可望开发成组分中药。该研究得到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国际合作专项和省产学研重大项目的

资助，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项。 

（3）钩吻生物碱的研发。近年来，我省科研人员探索钩

吻生物碱单体抗神经精神疾病作用及其机制，进行相关的创

新药物研发，取得显著进展。福建医科大学率先采用高速逆

流色谱等技术，从本地盛产的钩吻分离纯化获得钩吻素子等

钩吻生物碱单体，其制备工艺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并

发现 2种新的钩吻生物碱单体；同时，首次报道钩吻素子等

钩吻生物碱单体具有抗神经病理性疼痛、慢性炎性疼痛作用

以及抗焦虑作用、抗类风湿性关节炎作用，申报相关的药物

功效用途国际发明专利 1项、国家发明专利 4项，其中 2项

国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目前正在寻找合作企业，希望能尽

快开展临床前研究。 

（4）蛇毒生物肽生化药物研究。对蝮蛇、尖吻蝮、圆斑

蝰、眼镜蛇和眼镜王蛇等我国主要的毒蛇蛇毒进行分离、纯

化、酶学性质和药理学活性研究。特别是对尖吻蝮蛇的抗血

栓组分、眼镜蛇毒的抗肿瘤组分和圆斑蝰蛇毒中的磷脂酶 A2

进行了深入研究，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发表相关论文近 100

篇，并开发出一个抗血栓药——蕲蛇酶（二类新药），具有

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优秀成

果。目前开发的蛇毒抗癌成分——延福蛇毒胶囊和眼镜蛇细

胞毒素，已完成药学、药效学和药动学研究，拟申报国家药

监局审批上临床研究；此外，研发中蛇毒活性成分——凝血

X 因子激活剂、解离素、神经生长因子、神经毒素、补体激

活因子等均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相关研究申请了 2项发

明专利，获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和三等奖 2项。 

（5）植物核糖体失活蛋白研究。相关课题组与中国科学

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合作开展“从植物中分离和筛选有抗

肿瘤活性的核糖体失活蛋白”研究工作已 14年，先后纯化了

八棱丝瓜蛋白和南瓜蛋白等多种新的Ⅰ型核糖体失活蛋白。

在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省、校级课题的资助下，系

统地开展南瓜蛋白的结构与抗肿瘤作用的研究工作，培养出

南瓜蛋白单晶，测定了一级、二级和三级结构，测定了南瓜

蛋白在体外及小鼠体内的抗肿瘤作用及作用机制。南瓜蛋白

对体外培养的多种肿瘤细胞株具有明显的的增殖抑制和诱导

凋亡作用（IC50均＜1μmol/L），活性比天花粉蛋白强 1～6

倍，而对人正常肝细胞株和外周血淋巴细胞的抑制作用较小，

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南瓜蛋白在小鼠体内对多种肿瘤（包

括人肝癌、胰腺癌及慢粒的原位模型）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南瓜蛋白能在蛋白表达水平下调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的

BCR/ABL、胰腺癌细胞的 EGFR等重要分子。相关研究共发

表了 20余篇学术论文，申请了 10项发明专利（已授权 6项）。 

（6）中药积雪草、墨旱莲、玛咖的研究。对积雪草、墨

旱莲[8]、玛咖进行了化学成分及抗动脉粥样硬化、骨质疏松

等药效学研究及作用机制研究，获得厦门市海峡中医药平台

支持及企业经费支持，发表论文 4篇，其中 SCI论文 2篇，

1篇为 JCR2区。 

（7）东方肉穗草的研究。对福建省地产药材东方肉穗草

进行深入的化学成分及药效学研究，首次系统报道其黄酮及

多酚类有效成分，并在免疫、肿瘤等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机制

研究。在此基础上获得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1项，发表

论文 6篇。 

4.3 小分子药物的研究 

（1）以 Hsp90为靶点的 1.1类抗肿瘤候选药物的研究。

Hsp90 抑制剂的多靶点抗肿瘤作用引起国际制药巨头的高度

重视，该项目是在长期进行 Hsp90抑制剂研究的基础上，使

用新技术、新策略发现具有新结构、新机理的多靶点抗肿瘤

1.1类候选药物，与伊马替尼比较，在抗 T315I点突变耐药方

面具有优势，在体内外抗肿瘤活性、对 Hsp90的抑制强度以

及药代特性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与 Hsp90结合的能力强于

Hsp90 N端抑制剂 VER49009，对 Hsp90相关的多条信号通

路具有抑制作用，对 K562、SW480 等多种肿瘤细胞有较强

的杀伤作用，尤其是对伊马替尼高度耐药的 T315I 点突变细

胞敏感，对 CML 干细胞与正常细胞具有选择性。该研究已

获得 2项发明专利，申报 1项 PCT国际专利，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2012年获得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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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肿瘤转移新药的研究。干预肿瘤手术后再转移的

源头新药——美她司酮(化学 1.1 类)的注册研究已纳入国家

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备选库项目。该研究申报了 2项

专利，并完成了美她司酮的药学研究，包括中试合成、纯度、

理化性质和溶解度研究。药效学试验表明，美她司酮显著作

用于细胞粘附分子、病灶粘附激酶、整合素、p53 和 Bcl-2

等靶点，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迁移、在血管内膜的粘附、在

动物体内的转移[9-10]，还完成了小鼠急性和 30天毒性试验。 

（3）治疗肺动脉高压及慢性阻塞性肺病新药的研究。斯

诺普利是具有一氧化氮（NO）和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ACEI）性质的治疗肺动脉高压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新   

药[11-14]，2015年纳入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备选

库项目。 

4.4 基因药物的研发 

目前，全球临床化的基因药物的发展瓶颈是基因药物的

载体。AAV是目前最理想的基因药物载体之一，但是不能大

规模 GMP生产，AAV免疫原性副作用严重阻碍了临床试验

的进行。在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863”专项资助下，我省

科研人员发明一种全新包装技术(即 VV-Ad/AAV系统）GMP

生产 AAV，不但从源头完全清除野生型病毒污染，而且产量

增加 10 倍，可达 1016vg/批规模，解决了大规模 GMP 生产

和降低了 AAV 免疫原性的问题。目前已拥有一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可供临床前和临床 I 期试验的基因药物和小分子

药物。 

利用 rAAV携带治疗基因 Kallistatin明显抑制了肝癌移

植瘤的生长，肿瘤微血管密度明显降低，并且首次发现

Kallistatin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15]，获得 2项国家发明专

利和获得国家重大专项资助。 

将 rAAV2/5-TRAIL 114-281靶向传递至肺癌模型小鼠，

结果血清中出现 TRAIL三聚体，肿瘤生长速率显著减慢，生

存时间显著延长。有关结果发表于权威的国际肿瘤研究刊物

Cancer research、Hepat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等杂志。2007年，以 rAAV- sTRAIL和 rAAV- Kallistatin为

基因药物申请了“863”项目“肺癌靶向性广谱基因治疗药物的

临床前研究”。 

利用 rAAV 生物纳米载体携带抗血管生成因子

vasostatin，不但能抑制肺癌原位肿瘤的生长，更重要的是能

抑制肺癌的转移，有关结果发表于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在毒性和胆固醇肝纤维化小鼠模型上，证明 rAAV-Cygb

可以减少 HSC的硬化以及细胞间骨架的沉积，无论在肝损伤

前还是损伤后给药均有显著治疗作用[16-19]。这一重要创新成

果已申报美国、欧盟、日本、中国专利，并获得中国专利授

权。 

4.5 海洋药物的研究 

在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医药产业发展的十二条措

施》号召下，我省科研人员研发海藻多糖和生物碱的海洋药

物，重点针对恶性肿瘤的术后转移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

以此项目为契机，鉴于海洋生态环境的特殊性(高盐度，高压，

缺氧，避光)和资源采集的非陆地性，实现现有植物药研发平

台向海洋药物研发平台的系统改造、兼并和升级，产生出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产业化前景良好的海洋新药。 

5  学术交流 

    2014年，我省邀请了包括美国 Douglas D. Thomas博士、

Lin L. Mantell 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药学院左中教授，美国

NIH的 Ruin Moaddel 博士等境外学者到福建讲学。   

6 福建省药理学科的发展思路 

6.1 以学会为平台，促进我省药理学的发展 

药理学科是一门医学与药学、基础与临床交叉的学科。

由于药理学会是新成立不久的省级学会，有许多相关专业的

学者们尚未知晓，下一步应开通网页或期刊通讯，号召更多

的专业人士共同参与药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促进我省药理

学科的全面发展与均衡发展。 

6.2 加强药理学分支学科与专业委员会建设 

根据药理学科发展的现状和医药卫生事业与医药产业发

展的需求，我省应加强临床药理、毒理与安全用药、中医中

药药理、肿瘤药理、神经药理、抗炎免疫药理等分支学科的

建设，在条件成熟时建立相应的专业委员会，促进学科特色

的形成。 

6.3 发挥学科优势，服务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在新药研究方面，我省相对比较滞后，我们应积极鼓励

校企合作，鼓励药理学工作者深入企业，开展咨询，举办各

种讲座，与企业共同研究开发新的药品或保健食品，为我省

医药创新体系的建设贡献力量。 

药理学知识是执业药师的核心知识，目前我省执业药师

不仅数量不足，而且从业人员中药学知识，尤其是药理学知

识匮乏。药理学会应发挥专业优势，与有关行业协会定期举

办各种培训班或专题讨论会，帮助药品流通领域中从业人员

学习合理用药的有关专业知识，提高安全用药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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