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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完成“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实
施计划 2011年课题申报工作 

 

2010年 5月 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后勤部卫生部联合发布了 2010年第 7 号公告。公告对“重大新药创

制”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实施计划 2011 年课题申报工作做出了

具体部署。“十二五”实施计划 2011 年课题申报的截止时间为 6月

1日。 

校科技处、重大项目办公室在时间紧、任务急的情况下，组织相

关部门（含附属医院）整合有效资源、积极申报，我校牵头申报项目

共计 25 项，其中包括临床评价研究技术平台、中药安全评价技术平

台 2项单元平台建设；创新药物研发项目 23项。同时也积极参与其

他相关研究机构、企业的申报工作，共计 10 余项。如同“雷允上”

联合申报中药“六神丸”的二次开发项目、同“上海现代制药”联合

申报“扶正化淤胶囊的国外临床试验研究”项目、同“中科院上海药

物所”联合申报“中药化学成分库”项目、同“苏州玉森新药开发有

限公司”联合申报“企业创新药物孵化基地建设”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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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方证相对原理抗器官纤维化的中药新药发现 

和评价技术平台（2009ZX09311-003）”简介 
 

“基于方证相对原理抗器官纤维化的中药新药发现和评价技术

平台（2009ZX09311-003）”是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立项的“单

元平台”，主要依托我校进行建设。 

一、基础条件 

1.获得国家科技计划支持情况 

本平台除获得单元平台立项外，还在研有创新药物研究 4项，承

担 973计划项目 1项、课题 1项；863课题 1项；国家“十一五”科

技支撑计划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科技部国际合作计划 1

项。 

2.基本建设规模 

本平台依托我校，建立集成与创新的中药新药发现与评价技术

链，整合大学现有的中药标准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肝肾疾病病症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中管局中药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上海市复方

中药重点实验室、上海市中医临床重点实验室等相关中药新药研发的

技术体系，建成创新的“中药发现和评价技术体系”，加强内涵建议，

提高管理运行水平。 

3.主要仪器设备 

拥有药物高内涵筛选分析系统、流式细胞仪、流式液相芯片分析

仪、荧光定量 PCR仪、凝胶电泳成像系统、多功能酶标仪、多媒体病

理图文系统、高效连续流离心机、离子肼质谱系统、高效液相色谱仪、

制备液相色谱仪、超高液相色谱-质谱连用仪、气相色谱-质谱连用仪、

多维液相色谱系统、细胞内定位仪、细胞感应微生理探测仪、活细胞

工作站、血球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彩色便携式超声诊断仪等

先进、完备的研究大型设备，价值 4000余万。 

4.主要技术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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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共有人员 180多名，其中正高级人员 12名，副高级人员 28

名，中初级人员 60名，研究生及博士后人员 80名。 

5.信息和数据管理及 SOP情况 

建立内部网络、信息共享平台；子课题与总体课题二级数据管理；

建立实验技术 SOP 40 余项。 

二、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1）基于中医方证相对的中医专病新药研发信息化处理技术：遵循

中医“方证相对”、“病-证-方”相关联的原理，基于中医专科专病的“医

论-方剂-病证-病机-治法-药物-医案”等信息要素，采用计算机技术结

构化解析与存储，构建肝硬化与慢性肾衰等文献资料库与中药方剂信

息筛选技术。 

（2）基于中医一病多证及证候动态性的特点，开展多种不同功效古

典方剂的整体模型筛选研究: 采用同疾病的多模型、同种模型不同阶

段进行多种不同功效方剂比较观察；实验指标与整体状态、组织病理

与功能相结合整体、动态的综合效应评价与筛选。 

（3）方剂及其中药化学提取、分离、鉴定: 根据上述药效评价结果，

选用有效古典方剂 30首（每病种 15首），与临床有效的方剂 2首（扶

正化瘀方、抗纤灵冲剂）。全方以及各单味药物分别提取，并以活性

追踪评价为指导，进行中药部位组分、成分的逐步分离。 

（4）细胞水平的中药部位、组分与成分活性筛选:复杂的中药组分或

成分筛选细胞水平筛选有效中药组分或成分。 

（5）分子水平的中药组分与成分活性筛选:分子水平筛选中药组分与

成分。 

（6）基于模型的中药组分配伍的定量设计技术: 水平均衡、配伍充

分、组合对称的中药组分成分配伍设计。 

（7）中药活性物质抗器官纤维化的整体水平药效评价与作用机制研

究: 体外筛选出的有效中药物质包括有效组分、成分，以及基于组分

定量配伍设计的组分组合，再采用整体动物模型进行药效评价；并且

对整体动物模型有效的活性物质、围绕氧化应激、微血管变化、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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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细胞因子及其信号转导等，进行抗器官纤维化的作用机制研究。 

（8）中药有效物质抗器官纤维化作用的系统生物学评价: 运用生物

统计学、生物信息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分析方法，在整体、系统水平

上，寻找有效物质对器官纤维化模型效应的生物学基础。 

三、主要研究成果 

1.为新药研发提供服务的情况 

平台获得立项以来，对外开展中药新药研发的药效、药代与作用

机制研究服务，已经累计为企业、研发机构等提供对外服务 15项。 

2.新药研发情况 

平台建设过程中，目前经过筛选，已经有 5项中药新药进入临床

前研发阶段。 

3.技术转让及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 

平台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9项，获授权 1项，申报国际专利 1项。技术转

让 1项，经济效益 180万元，培养人才 2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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