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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所两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 
 

 

上海药物研究所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完成的发明“茚酮并吲哚类化合物、制备方

法及它的医学用途”日前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号ZL03129348.4）。 

该发明公开了一类新结构茚酮并吲哚类化合物、制备方法及它的医学用

途。该类化合物经药理筛选具有与雌激素受体亲和力高，而且对雌激素受体α

有很高的选择性，是亚型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在体外成骨细胞增殖实验

中有促进成骨细胞增殖的作用，可在预防、治疗妇女绝经后综合症疾病的药物

中应用。 

据悉，妇女绝经后综合症主要表现在骨质疏松、雌激素依赖型癌症、心血

管疾病、老年痴呆等。骨质疏松是绝经后妇女的常见病和多发病。60岁以上

的中国妇女发病率约为40%。大多数妇女在停经后3至6年会丢失骨量的20%至

60%。在绝经后骨质疏松症中，小梁骨质的净吸收和丢失会导致骨折。最常见

的雌激素替代疗法虽然可以缓解症状，但有明显的副作用；主要是雌激素刺激

子宫内膜增生，有时引起周期性出血，甚至可能诱发子宫内膜癌和乳腺癌。该

发明提供的茚酮并吲哚类化合物具有雌激素调节作用，与雌激素受体有良好的

亲和性，能促进骨形成，且疗效好，副作用小。 

又讯 一类甲酰肽样受体-1调节剂、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获专利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完成的发明“一类甲酰肽样受体-1调节

剂、其制备 方 法 和 用 途 ” 日 前 获 得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授 权（专 利 号

ZL200410024934.5）。 

该发明提供了一类新型取代的喹啉-4-酮类化合物，以及该类化合物的制

备方法和作为一类新型的甲酰肽样受体-1调节剂在抗炎、免疫调节和抗感染

药物中的应用。 

组织细胞和微生物产生的趋化剂如N-甲酰肽能引起嗜中性粒白细胞的外

渗、趋化和激活，通过一定的信号转导途径发挥生理效应，包括趋化作用、炎

症反应、免疫调节和抗病毒感染等。在感染早期，这类趋化剂可增强机体非特

异性免疫应答能力，对抗并清除病原微生物；但其高水平的持续表达则引起急



慢性炎症，与其它细胞因子共同参与感染性疾病、变态反应性疾病和一些免疫

性疾病的病理过程，对机体造成危害。因此，趋化剂及相关受体作为药物作用

的新靶点，为许多具有高发病和死亡率的人类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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