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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上海 5 月 22 日电 题：“药”让中国人吃得起——访中科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 

  中新社记者 张素 

  位于上海浦东的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创建于 1932 年，

算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创新药物研究机构。如今，这个中国制

药“老字号”又有新身份。 

  2014 年 11 月，中科院正式筹建以上海药物所为主体的药物创新

研究院。“创新研究院意味着，发表论文再不是研究的唯一目的，而

要面向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以‘出新药’为科研活动的核心目标。”中科

院上海药物所所长蒋华良对记者说。 

  综观目前的中国药业，4700 余家药企显得“势单力薄”。2013 年，

中国药企前十强的销售额约 73.8 亿美元、利润约 15.6 美元，国际药

企前十强分别是其 45 倍和 82 倍。 

  “国际大企业的利润之所以高，主要来自于创新药物，仿制药是

赚不了钱的。”蒋华良分析说，目前市面上 95%的国产药是仿制药。

有数据显示，国际药企前十强平均每年研发投入约占其销售额的 17%，

但中国药企前十强的投入仅不到 2%。 

  蒋华良列举出没有创新药的种种后果，例如药价高昂、专利不到

期就不能仿制、医保负担沉重，“中国人与西方的疾病谱不同，同时



考虑到当国内发生类似 SARS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总不能指望别

人，必须有自己的研发能力和产业”。 

  事实上，上海药物所迄今已创制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创

新药物，比如第一个被国际承认由中国首创的、抗恶性疟疾首选药物

蒿甲醚，比如被国际大制药公司仿制的重金属解毒药二巯丁二酸。 

  仅在过去六年，该所为国内药企累计完成了 110 余项 1 类新药的

临床前研究，协助企业获得新药证书和临床批件。最具代表性的，是

与绿谷集团共同组建绿谷制药，推出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丹参多酚

酸盐，累计造福 700 多万名病患、终端销售额超过 120 亿元人民币。 

  “对我们来说，一些文章可以不发表，当看到平均每天有近十万

病例使用这款药物时，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丹参多酚酸盐的研制

者代表宣利江说。 

  像宣利江这样对中药进行现代化研发，在上海药物所可算是一项

传统。以蒿甲醚为例，这是该所科研人员对从植物青蒿里提炼出抗疟

疾的活性化合物青蒿素后进行结构优化，发现的真正用于临床治疗的

疟疾治疗药物。如今，左建平研究组与李英研究员合成一系列新型青

蒿素衍生物，研发出用于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候选新

药“马来酸蒿乙醚胺”，已获准进入临床研究。 

  “1955 年以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仅批准了一个抗 B 淋

巴细胞激活因子的抗体药物，用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但高昂的

治疗费用将绝大部分患者拒之门外。”左建平说，自主研制新药，就

是为让更多患者用得起。 



  随着建设药物创新研究院，在围绕新药研发、临床应用和产业转

化的价值链更为完善的基础上，上海药物所在传统中药药物现代化方

面更进一步。“药物研究其实贯穿一个药物的整个生命周期，不是说

把药交给企业就结束，而要不断优化改进。”宣利江说，有关丹参多

酚酸盐的研究还在不断拓展。 

  为给科研人员“松绑”，上海药物所也提出多项改革措施，科技

成果完成人最高可获得 50%的收益奖励，考核方式亦有侧重。此外，

用科技成果转让或许可他人实施、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对外投资、科研

人员自主创办公司等方式激发全体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今年以来已

经转让 4 个项目，总合同金额约为 2.5 亿元。”蒋华良说。 

  另外，通过联合 16 个中科院内研究所新药研发相关力量，包括

以昆明植物所、昆明动物所、西双版纳植物园为代表的具有丰富动植

物资源的西南分部，以及在新疆理化所、西北高原所、兰州化物所等

西北分部设置维药、藏药等民族药研发中心，推广新药至中亚地区。 

  “处于偏远地区的研究所可以利用我们的研发平台，我们可以共

享他们的资源，新药研发效率大为提高。”蒋华良举例说，抗肺动脉

高压候选新药 TPN729、TPN171 以其价廉物美，不仅有望成为“中国

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而且已经走出国门，目前正在乌兹别克斯坦

进行 TPN729 的药效与安评试验复核。(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