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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在抗艾滋病病毒感染药物研发的国际竞争中，获得重要突破。2007年4月16日，一项基于我国科学家国际专利及其

临床前研究成果开发防治艾滋病新药的国际合作协议在上海签署，上海靶点药物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艾维克（Avexa）公司将联手

推进防治艾滋病候选新药“尼非韦罗”的后续研发，这标志着我国侵入抑制剂类艾滋病治疗药物的研发步入国际化产学研合作的快

车道。 

据介绍，目前临床广泛使用的抗艾滋病病毒感染药物作用于病毒侵入人体细胞后的生活过程，可使艾滋病晚期病人并发症减少

及存活时间延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抗艾滋病药物生物利用度较低、有明显的毒副作用、具有广泛的耐药性，且单独使用效果

不明显，需与其他抗艾滋病药物联合使用，价格非常昂贵等。过去几年来，科学家们又针对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细胞这个起始环节

研发新药，这是一个新的重要方向，竞争十分激烈。目前，国际上已有一种药物完成了三期临床研究，即将上市。  

我国科学家也跻身这一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对这类起始点上的抗艾滋病药物不遗余力地探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生化细胞所裴钢院士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大为就是其中两位。他们全力合作，发挥生物学与化学相结合的学

科交叉优势，共同开展了针对艾滋病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环节的药物设计与筛选，历时3年，终于发现数个很有潜力的抗艾滋病病毒

感染的候选药物分子，并申请了国际专利。  

而如何尽快让科学家在实验室的发现转化为老百姓能够用上的新药，这是裴钢等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为了让候选药物分子的后续研发提速，尽快完成临床前研究成为快出新药的关键一步。产学研合作、“带土移植”成为两位科

学家的首选。2003年6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以知识资本入股，与上海复旦张江生

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组建了上海靶点药物有限公司。抗艾滋病病毒感染候选药物的后续研发由专业化、市场化的项目公司

来全力推进。同时，前期参与研发的陈力博士也与科研成果一起转到公司，领衔候选药物分子“尼非韦罗”后续的研发工作。在科

技部、上海市科委等多方政府部门的支持和资助下，年轻的团队只用了不到3年时间，就将上海市科委重大专项“尼非韦罗”临床

前研究工作顺利完成。今年2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尼非韦罗”进入临床研究，人体试验研究即将展开。目前，“尼

非韦罗”的国际专利已经进入包括美国、日本、欧盟在内的14个国家和地区。据悉，临床前实验表明，“尼非韦罗”体外抗艾滋病

病毒感染的效果与国际上同类候选药的效果相当。  

裴钢认为，这次国际合作协议的签署将会使“尼非韦罗”的后续研发迈上国际化的产学研合作快车道。据悉，协议规定双方将

分工协作，共同研发候选药物“尼非韦罗”，中方保有“尼非韦罗”在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市场占有权，并分享后续研发中

产出的知识产权，负责药物化学和药物筛选方面的研发工作；澳方艾维克（Avexa）公司承担“尼非韦罗”后续全部的研发经费，

分阶段支付专利转让经费，拥有未来新药在中国以外地区的市场占有权，但其国际市场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归中方。  

上海靶点药物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力博士称：“协议条款是按照新药研发的国际通行规则制定的。我们的目的是利用专业化、高

起点的国际药物研发平台为药物研发提速，同时也是探路，为后续新药的研发打开国际市场通道。”  

据介绍，运用“尼非韦罗”国际化产学研合作开发的成功模式，裴钢的另一项科学发现——老年痴呆症致病新机制的部分专利

权也许可给了上海靶点药物有限公司。治疗老年痴呆症药物研发合作意向书同日签署，以迅速将新药推向市场。  

马大为认为：“在基础研究领域，我国有一批科学家已经作出了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领域尚需探索

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体制机制。”  

“一流的科学家产出了一流的科研成果，需要有一流的产学研结合的成果转化机制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实现科

技自主创新的最终价值，造福于人民。”裴钢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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