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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口服难吸收中药活性成分灯盏乙素进行结构改造 为寻找和设计合理前药及其剂型提供依据 ∀

方法  通过先成盐后酯化的方法合成灯盏乙素乙酯 !苄酯并改进文献方法合成羟乙酰胺酯 用质谱和氢谱确证结

构 ∀研究 种前药在不同 水溶液中的稳定性 !溶解度 !分配系数和在人血浆中的降解 ∀制备灯盏乙素羟乙酰胺

酯环糊精包合物和乳剂 比较包合物和乳剂在肠液中对该前药的保护作用 考察该前药在不同肠段黏膜匀浆中的降

解情况 ∀结果  合成的 种前药经确证为目标物 灯盏乙素羟乙酰胺酯在缓冲液  1和水中的溶解度比灯盏

乙素分别提高近 倍和 倍 分配系数也由原来的  1提高到 1该酯水溶液的稳定性较好 τ Υ  

1在人血浆的半衰期最短 τ Υ  但在肠黏膜匀浆中的降解可能影响酯的吸收 不同肠段黏膜匀浆降解羟

乙酰胺酯的次序为 十二指肠 回肠 ∴空肠 结肠 ∀乳剂在肠黏膜匀浆中对前药有显著的保护作用 包合物次之 ∀

结论  与灯盏乙素乙酯和苄酯比较 羟乙酰胺酯的理化性质较好 但其在肠道中的稳定性有待提高 可以选择乳剂

或结肠定位给药减少前药的降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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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药的活性成分为先导化合物进行结构改造

和发现新药是国内外药物化学家研究的热点 ∀灯盏

乙素 ∏是从菊科植物灯盏细辛 Εριγερον

βρεϖισχαπυσ中提取的黄酮类成分 具有扩张血管 !增

加动脉流量 !降低血液黏度 !降低外周阻力 !减少血

小板计数和抑制血小板凝集等作用 ≈ ∗  ∀但由于其

溶解性和渗透性差 犬口服绝对生物利用度只有

1 ≈
严重影响了其口服应用的效果 ≈ ∀

前药是母体药物的衍生物 在体内经过化学或

酶降解释放出母体药物发挥药效 ∀酯类前药是羧酸

型母体药物的经典设计目标之一 目前已有简单的

脂肪族和芳香族的烷基酯类前药上市 如依拉普利


≈ !莫西普利 ¬

≈ !奥司他伟

√
≈及头孢呋新酯 ∏¬¬

≈

等 ∀羟乙酰胺酯类前药由于理化性质好 !血浆半衰

期短受到关注 目前上市的有卡莫他特 


≈ ∀一些酯类前药改善了原药的理化性

质和渗透性但仍不能显著提高口服吸收 ∀这是因为

这些药物或前药可能是 °2糖蛋白 °2

°2!多药耐药相关蛋白  ∏∏ 

   °等外排泵的底物 ≈
另外也可能是

肠道和肠黏膜存在的大量代谢酶 如酯酶 !细胞色素

°酶和葡萄糖醛酸转化酶等 ≈
前药在到达血

液循环前发生降解 阻止了前药发挥作用 ∀国外有

报道 ≈采用乳剂避免酯类前药的肠道降解 对酯类

前药在肠道和肠黏膜降解也有一些研究报道 ≈ ∀

本文根据灯盏乙素的结构特点 合成了 个分

属不同类别的酯类前药 灯盏乙素乙酯 ∆1!灯盏

乙素苄酯 ∆2和灯盏乙素羟乙酰胺酯 ∆3∀对 

种前药在不同 条件下水溶液中的降解 !人血浆

中的降解 !溶解性及油水分配系数等理化性质进行

了研究 ∀选择了理化性质较适宜的 ∆3进行了肠道

和肠黏膜的降解考察 并比较了乳剂和包合物对 ∆3

在肠黏膜匀浆中降解的保护作用 同时考察了 ∆3

在不同肠段黏膜的降解 为灯盏乙素前药及其剂型

的设计提供依据和参考 ∀

材料和方法

仪器  岛津高效液相色谱仪 日本 ≥∏

≤ 2×高压泵 ≥°⁄2紫外可见检测器 ≤× 2

≥型柱温控制箱 ≥2⁄自动进样器 ≥≤2

色谱工作站 ≠2型超声波细胞粉碎机 宁

波新芝科器研究所  ≥ ⁄冷冻离心机

≥≥ ∏小型喷雾干燥机 瑞士

∏公司 ∀

药品与试剂  灯盏乙素 云南玉溪万方天然药

物有限公司 纯度为含灯盏乙素 1 批号 

大豆磷脂 上海太伟药业有限公司 

°≤  2羟丙基 Β2环糊精 江苏泰兴一鸣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 

≤≤和 法国佳

法赛公司 ≥≥转运液为含有  # 
葡萄

糖和  # 


的 ≥≥缓冲液 

1考马斯亮蓝总蛋白定量试剂盒 南京建成生

物工程研究所 ∀

动物  ≥⁄雄性大鼠 体重  ?  中国药

科大学动物中心提供 ∀

前药的合成  种前药的合成见路线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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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盏乙素钠盐的合成  灯盏乙素  1

加入  烧杯中 加水  机械搅拌 

1 内分批加入 ≤ 1 1 室温

搅拌 1 后在  ε 反应 1 降至室温 减压过

滤浓缩后烘箱干燥得钠盐 1 ∀

灯盏乙素乙酯 ∆1 的合成  将钠盐 1

 1 混悬于 ⁄ ƒ  中 加入溴乙烷

1  1 和催化量的 1  ≅




磁力搅拌 升温到  ε ×≤检测反应

甲醇 2水 Β约  后停止反应 ∀倒入  

的冰水混合物中 乙酸乙酯提取  ≅  合并

酯层 依次用  ≥   饱和的 ≤溶液

洗涤 无水  ≥干燥过夜 浓缩得油状物 加乙酸

乙酯少量碾磨后置于冰箱中冷藏过夜 过滤得黄色

固体 烘干 甲醇重结晶得淡黄色固体 1 ∀

灯盏乙素苄酯 ∆2 的合成  将钠盐 1

 1 混悬于 ⁄ ƒ  中 加入溴苄 1

 1 磁力搅拌升温到  ε ×≤检测反

应 石油醚 2丙酮  Β1 后停止反应 ∀倒入

 的冷水混合物中 乙酸乙酯提取  ≅  

合并酯层 饱和 ≤溶液洗涤 无水  ≥干燥过

夜 浓缩得油状物 加乙酸乙酯少量碾磨后置于冰箱

中冷藏过夜 过滤烘干得淡黄色固体 1 ∀

ΝΝ2二乙基 22氯乙酰胺的合成  将二乙胺

1 1 和苯  加入二口烧瓶中 加

干燥管 磁力搅拌 冰盐浴冷至  ε 从恒压滴液漏

斗中缓慢滴加氯乙酰氯 1 1 维持反

应在  ∗  ε 约  滴加完毕 撤除冰浴自然升

温搅拌 1 回流  水  洗两次 合并有机

层 无水  ≥干燥过夜 常压过滤后浓缩得浅红

色油状物 直接用于下一步合成 ∀

灯盏乙素 2ΝΝ2二乙基 22羟乙酰胺酯 ∆3

的合成  灯盏乙素 1   加入  二口

圆底烧瓶中 依次加入 ΝΝ2二乙基 22氯乙酰胺

1  1 三乙胺 1 ⁄ ƒ  和 

1  ε 反应 ×≤检测反应 甲醇 2水   Β

约  后停止反应 ∀倒入  的冰水混合物

中 乙酸乙酯提取  ≅  合并有机层 依次用

 ≥     ≤  饱和 ≤

溶液洗涤 无水  ≥干燥过夜 常压过滤后浓缩

得油状物 加乙酸乙酯少量碾磨后置于冰箱中冷藏

过夜 过滤得淡黄色固体 1 ∀

前药在不同 πΗ水溶液中的降解动力学研究

根据文献 ≈
前药的降解研究是在  ε 下  1

和 1的溶液及  1 1 1和 1的缓冲液

1 # 

 Λ  1中进行的 ∀ 种前药的

降解符合假一级动力学 ∀

前药在人血浆中的降解动力学研究  根据文

献 ≈
将新鲜人血浆用  1等渗磷酸盐缓冲液

°≥稀释成 后进行 ∆3的降解研究 ∀ ∆1和

∆2的 τ直接由斜率求得 ∀ ∆3的 τ直接由图中降

解曲线获得 ∀

溶解度的测定  直接在  1的邻苯二甲酸

钾的缓冲液 由不同 水溶液的降解动力学研究

结果可知  1时 种前药较稳定 和去离子水

中进行 ∀过量的前药加入  的介质中 超声 

后恒温  ε 下  # 
搅拌  1 Λ

滤膜过滤 滤液用 °≤测定含量 ∀每组实验 份 

同时平行测定了灯盏乙素在两种介质中的溶解度 ∀

油水分配系数的研究  根据文献 ≈
种前药

和灯盏花素的分配系数在正辛醇和  1的 °≥

中研究 ∀

∆3羟丙环糊精包合物的制备  根据 ≥

等 ≈的制备包合物方法并加以改进 ∀将摩尔比为

Β的 2羟丙基 2Β环糊精 1 和前药 ∆3 1 

溶于 的乙醇中 室温磁力搅拌 1 后喷雾干

燥得到包合物 ∀

∆3乳剂的制备  根据 等 ≈的报道加

以改善制备 ∆3的乳剂 ∀将 ∆3  于  ε 在氮

气保护下溶于含有 

≤≤ 1 1

和大豆磷脂 1 的混合油相中 水相为 ×

 1 和水 1 的混合液 ∀将水相于  ε 时

加入等温的油相 高速搅拌得到初乳 ∀冰浴下细胞

破碎机探头式超声  •  得乳剂 调节至

 1后冲氮气保存 ∀

大鼠小肠液和肠黏膜的制备及蛋白测定

肠液的制备  ≥⁄雄性大鼠禁食  麻醉 固

定于恒温板上 ∀沿大鼠腹中线切开腹腔 自幽门下

 处开始结扎  长的小肠囊 加入 ≥≥转

运液  静置  后排出   # 
离心

 取上清液   ε 冷冻保存备用  1

测其蛋白浓度 ∀

肠黏膜的制备  将制备好肠液的大鼠立即取出

十二指肠约  空肠  回肠  结肠 

用冰 ≥≥转运液  冲洗 将肠段剖开 用显

微玻片于冰冷玻璃板上刮去黏膜 立即冷冻 称量后

以  # 
计算加入 ≥≥转运液 组织匀浆后在

冷冻离心机上  ε   # 
离心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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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液  1冷冻保存备用 测其蛋白浓度 ∀

根据考马斯亮蓝总蛋白定量试剂盒测定肠液和

肠黏膜的蛋白浓度 ∀

包合物和乳剂在小肠液中对前药保护作用的比

较  根据蛋白活性的线性范围和前药的检测要求 

先进行预实验确定蛋白的浓度 ∀将肠液用 ≥≥转

运液稀释至  调节蛋白浓度至 1 # 



 ε 水浴加热  分别加入 ∆3的 ⁄ ≥储液

 Λ乳剂及包合物水溶液 使 ∆3的浓度约为

1 ≅ 


# 

立即涡旋 于 

及  取样  Λ加入   ε 的乙腈  Λ

涡旋均匀后   # 
离心  取上清液进

样  Λ∀由标准曲线方程求得各浓度 计算各时

间点的剩余百分率 以剩余百分率 ΧΧ 对时间

Τ作图 考察在肠液中乳剂和包合物对 ∆3的保护

作用 ∀对照组为 ∆3的 ⁄ ≥储液  Λ直接加入

≥≥转运液  ∀

不同肠段肠黏膜匀浆对前药降解的比较研究

调节黏膜匀浆蛋白浓度为 1 # 

加入 ∆3

的 ⁄≥ 储液 使其浓度约为 1 ≅ 


# 



十二指肠匀浆的取样时间为 及  

空肠 回肠和结肠匀浆的取样时间为 

及  其他操作同上 考察 ∆3在各肠段

黏膜匀浆中的降解情况 ∀

分析方法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

⁄≥柱   ≅ 1  Λ流动相为甲醇 2

水 2醋酸 2三乙胺 ΒΒ1Β1流速为  #



检测波长  柱温  ε ∀ 标准溶

液的配置  精密称取自制前药配制  # 
的

甲醇溶液 定量吸取该溶液分别用流动相稀释配成

系列标准溶液 取  Λ进样分析 绘制峰面积 Α

对浓度 Χ的 个标准曲线分别用于 种前药的理

化性质研究的分析 ∀ 肠液和黏膜样品的处理  

精密移取肠液或黏膜液  Λ加入  ε 的乙

腈  Λ涡旋均匀后   # 
离心  

取上清液  Λ进样 ∀  ∆3肠液和黏膜样品中

的标准曲线  精密移取稀释好的空白肠液和混合黏

膜液  加入一定浓度的 ∆3的标准溶液使其浓

度依次为 1和  Λ# 

按照肠液

和黏膜样品的处理方法测定标准曲线 ∀ 方法回

收率实验  精密移取稀释好的空白肠液和黏膜液

 加入一定浓度的 ∆3的标准溶液配制成含 ∆3

和  Λ# 
的 种浓度 按肠液和黏膜样品

的处理方法操作 测定回收率 ∀ 方法精密度试

验  同上配制低 !中 !高相同浓度的 ∆3样品 分别

测定日内与日间  精密度 ∀

结果

1  前药 ∆1, ∆2和 ∆3的熔点 !质谱及氢谱

1. 1  灯盏乙素乙酯 (∆1)  收率 1  ∗

 ε 

     ⁄ ≥ 2δ  ∆1 

2 1 2 1 χ2 

1 ∗ 1 χ2 χ2 1 2 

1 ∗ 1 ϑ  1 χ2 χ2 1

 2 1 ∗ 1 δ2 δ2 1

 2≤ 21 ∗ 1 δ2 δ2 δ2

 1 ∗ 1 ∏1

  ϑ  1 2≤ 2 ∞≥  2 ≥  µ / ζ

1≈    

液相分析结果表明含量大于

 ∀

1. 2  灯盏乙素苄酯 (∆2)  收率 1  ∗

 ε 

     ⁄ ≥ 2δ  ∆1 

2 1 2 1 χ2 

1 ∗ 1 χ2 χ2 1 ∗ 1 

21 2 1 ∗ 1 ϑ 

1 χ2 χ2 1 2 1 ∗ 1

 δ2 δ2 1 ∗ 1 δ2 δ2

 δ2 1 ∗ 1 ϑ  1 2≤ 2

1 ∗ 1 ∏∞≥  2

 ≥µ / ζ1≈   

液相分析结果表明含量

大于  ∀

1. 3  灯盏乙素 2(Ν , Ν2二乙基 ) 222羟乙酰胺酯 (∆3)

收率 1   ∗  ε 

     

⁄ ≥ 2δ  ∆1  2 1  

2 1 χ2 1 ∗ 1 

χ2 χ2 1 2 1 ∗ 1 

ϑ 1 χ2 χ2 1  2 1

    2≤ 2≤  1 ∗ 1    δ2 

δ2 1 ∗ 1 δ2 δ2 δ2 1

 ∏1 ∗ 1 

2≤ 22≤ 2 1 ∗ 1    ϑ  1 

2≤ 2 2≤ 2 ∞≥  2 ≥  µ / ζ1 ≈  

 

液相分析结果表明含量大于  ∀

2  前药在不同 πΗ水溶液的降解动力学

图 列出了 个前药在不同 水溶液中的降

解曲线 ∀前药的降解图为 型 说明存在酸催化 

碱催化和水催化的过程 ∀其表观速率常数可由下式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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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κ Α  κ  κ Α

其中 Α和 Α分别为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的浓度 

κ和 κ分别为酸催化和碱催化的速率常数 κ是

水的催化速率常数 ∀表 列出了 种前药的催化速

率常数 ∀

Φιγυρε1   2⁄ ∏

 ε  ν   ∆1 ∞  ∏ ∆2

∏ ∆3  

∏

Ταβλε 1  ⁄   ∏

 ε  1 # 


∏Λ 1

°∏ κ #  #  Κ 
 κ #  # 

∆1 1 1  1 ≅ 

∆2 1 1 1 ≅ 

∆3 1 1 1 ≅ 

κ  κ  ×  2  2
 κ  ×2


3  人血浆降解动力学研究

∆1和 ∆2在人血浆中的降解方程分别为 Χ 

1 τ1 Ρ
1 Χ 1 τ

1 Ρ

 1 其 τ分别为  和 

∀ ∆3的降解如图 所示 ∀由图可得 ∆3的人血

浆 τ约为  ∀

Φιγυρε 2  ∆3   ∏ 

 ε ν  ⁄∏ω  

∏ σ 

4  溶解度和分配系数的测定

表 列出了 种前药和原药在两种介质中的溶

解度和在正辛醇和磷酸盐缓冲液中的分配系数 ∀

Ταβλε 2  ≥∏  Π ∏ 

∏ν  ξ ? σ

≤
≥∏Λ# 

 1 ∏ ⁄
 Π

≥∏ 1 ? 1 1 ? 1  1 ? 1

∆1 1 ? 1 1 ? 1 1 ? 1

∆2 1 ? 1  

∆3  ?   ?  1 ? 1

  Π ° √∏ 

∏ ν2∏ 1  ε

5  包合物和乳剂在小肠液中对前药的保护作用

包合物和乳剂在肠液中对 ∆3的保护作用见图

∀

Φιγυρε 3  ×2   ∆3

    1 ≅ 


# 

  ∏ 

∆3 ν  ξ ? σ ×

∏  ¬∏1 #





3 3
Π  1 ϖσ ∏

3 3 3
Π  1

ϖσ ∏ 

6  不同肠段肠黏膜对前药的降解

大鼠不同肠段黏膜对前药 ∆3的降解如图 所

示 ∀

7  分析方法

∆1的标准曲线为 Α   Χ   1ρ

1 线性范围 1 ∗  Λ# 

∆2为  Α 

 1Χ  1ρ 1 线性范围 1 ∗ 

Λ# 

∆3为 Α Χ  1ρ1 

线性范围 1 ∗  Λ# 
 ∀ ∆3在黏膜中的标准

曲线为  Α   Χ   1 ρ 1 线性

范围 1 ∗  Λ# 

高中低 个浓度的方法回

收率为 1  1和 1 日内精密度

##操  锋等 灯盏乙素酯类前药的合成 !理化性质及降解研究



Φιγυρε 4  ×2 ∆3  ∏∏

 √  

      

1 ≅ 


# 

ν   ξ ? σ ×∏

    ¬∏ 1 # 



3 3 3
Π 1 ϖσ 

ϖ ϖ ϖ
Π  1 ϖσ

∏∏ ∏  

 ≥⁄分别为 1 1和 1 日间精密度

 ≥⁄分别为 1 1和 1 ∆3在肠液中

的标准曲线为 Α Χ  1ρ 1 线

性范围 1 ∗  Λ# 

高中低 个浓度的方法

回收率为 1 1和 1 日内精密度

 ≥⁄分别为 1 1和 1 日间精密度

 ≥⁄分别为 1 1和 1 ∀

讨论

本文首次合成出灯盏乙素的 个前药灯盏乙素

乙酯 苄酯和羟乙酰胺酯 其结构经质谱和氢谱得到

确证 ∀羧酸成酯的方法有很多种 ≈
开始尝试使

用酰氯法 ⁄≤≤ 2⁄ °法和 ≤⁄法均未获成功 ∀由

于灯盏乙素含有 Χ2吡喃酮环 !酚羟基和糖苷键等较

为敏感的基团 选用较为温和的合成条件是关键 ∀

先成盐后与卤代物反应可在较温和的条件下得到产

物 ∆1和 ∆2∀ ∆3的合成根据文献 ≈方法将其中间

体不经蒸馏直接用于下一步的反应 改进后顺利得

到产物 ∀

个前药在不同 介质中的降解动力学研究

表明 ∆2最不稳定 这一结果与 种前药在水溶解

性的测定中表现出的稳定性相一致 ∆2无法准确测

定其水溶性 ∀ ∆1和 ∆3表现出较高的稳定性 ∀可

能原因是 种酯类前药的降解机制不同 ∆2降解过

程中可能由于苄基碳正离子较为稳定使其降解速度

加快 ∀

个前药在人血浆中的降解结果表明简单脂肪

族乙酯的半衰期最长 芳香族苄酯的次之 羟乙酰胺

酯的最短 这一降解顺序可能与酯酶的多样性和分

布特征有关 ≈ ∀乙酯 ∆1和苄酯 ∆2的降解酶可能

分别是羧酸酯酶 ≤∞2和 ≤∞2而羟乙酰胺酯 ∆3

的降解酶是胆碱酯酶 ≈
一般人血浆中胆碱酯酶的

含量大于羧酸酯酶的含量 ≈ ∀这也是血浆中前药

∆3降解半衰期明显比在肠液中短的可能原因之一 

其二 ∆3在不同 缓冲液的降解研究可知 ∆3在

血浆  1中的化学降解比在肠液  1中

快 ∀羟乙酰胺酯 ∆3表现出最短的半衰期 约 

与 ∏
≈报道的一致 ∀实验结果还表

明 ∆3能在人血浆中顺利释放出原药 符合前药设

计的基本要求 ∀

溶解性的测定结果表明 灯盏乙素经过简单修

饰成乙酯和苄酯后溶解度均有下降 而羟乙酰胺酯

在缓冲液和水中的溶解度比灯盏乙素分别提高近

倍和 倍 分配系数也由原来的  1提高到

1∀

以上前药的理化性质研究结果显示 相比其他

两种前药 ∆3水溶液稳定性较好 血浆半衰期短 溶

解性和油水分配系数得到显著改善具有较为适宜的

理化性质 提示前药 ∆3可能容易透过肠细胞膜 有

助于改善灯盏乙素的吸收 ∀

≤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小肠的代谢是黄酮

类难吸收药物的主要屏障 口服前药也首先必须克

服小肠处吸收时的降解 ≈
所以研究黄酮类酯类前

药的关键之一是要考察其小肠的代谢 ∀国外已有使

用乳剂来保护酯类前药的口服降解报道 ≈
其基

本原理是胆碱酯酶不降解三甘油酸酯类油相和乳化

剂 从而使得处于油相中的前药免受肠道酶的降解

并得到有效保护 ∀鉴于大量文献报道环糊精包合物

能显著提高药物的稳定性 设想 ∆3与环糊精形成

包合物后可能由于包合后立体位阻较大酯酶难以发

挥降解作用 ∀本文制备了乳剂和包合物并比较了两

者在肠液中对前药的保护作用 ∀比较储液和对照组

看出 储液比缓冲液的降解更明显 说明肠液的蛋白

活性是存在的 ∀  时乳剂 包合物 储液和对照

组的 ∆3剩余百分率分别为 1 ? 1 1 ?

1 1 ? 1和 1 ? 1 ∀乳剂

的每一时间点的剩余百分率与储液相比均有非常显

著性差异 Π 1表明乳剂对前药的保护作用

很明显 ∀包合物与储液的每个时间点的结果相比也

存在显著性差异 Π  1表明包合物也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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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保护作用 但其作用不及乳剂 ∀可能原因是包

合反应在溶液中本身存在平衡 随着游离的前药不

断被降解后 这一平衡向脱包合方向移动从而更多

的前药会被降解 ∀

鉴于肠壁细胞膜含有大量代谢酶 ≈
找出酯酶

活性较低的肠段可以为酯类前药的给药提供依据 ∀

实验结果显示十二指肠黏膜降解的每个时间均与其

他肠段有极显著性差异 Π  1表明十二指肠

黏膜的降解最快 ∀空肠和回肠降解的每个时间均与

结肠和对照组有极显著性差异 Π  1结肠的

降解最慢 ∀不同肠段黏膜降解 ∆3的顺序为 十二

指肠 回肠 ∴空肠 结肠 与 等 ≈和 ≤

等 ≈报道的一致 ∀此结果可能与肠道黏膜的不同

脂质表现出细胞反应和酶活性的差异有关 ≈ ∀不

同肠段降解结果提示选择酯酶活性较低的结肠靶向

给药系统有望提高前药 ∆3的口服吸收 ∀

较为理想的前药应该吸收时较少被降解 吸收

后顺利释放出原药发挥作用 ≈ ∀肠液和肠黏膜的

降解结果表明灯盏花素经过修饰形成前药 ∆3后理

化性质得到显著改善 但其吸收前 肠道 和吸收中

肠黏膜 的降解较快阻止了前药的作用 ∀通过乳

剂等制剂手段可以减少前药 ∆3在肠道内的降解 

∆3的吸收研究正在进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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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第六届 中国药学会学术年会的通知 第二轮 

由中国药学会主办 !广东普乐康药业有限公司协办的 年 第六届 中国药学会学术年会 定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 ∀本届年会是中国药学会贯彻落实中国科协七大和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精神的一次会议 也是

年中国药学会百年庆典 !中国药学会第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国际药学联合会 ƒ°第 届世界药学大会 北京 

三大会议召开之前我国药学界的一次综合性学术盛会 ∀大会通过对中药和天然药物等十五个专业领域百年发展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回顾 提出我国药学领域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 并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与研讨 同时

总结成功经验 汲取历史教训 全面对药学学科发展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研究 提出药学各分支学科发展规划 !趋势和建

议 为推动我国药学科技自主创新服务 ∀大会主题是 医药自主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

中国药学会学术年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 在我国药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得到了广大会员和医药科技工作者的广

泛支持和参与 ∀ 年 第六届 学术年会将以主会场大会特邀报告和专业分会场的专题学术交流 !探讨方式进行 ∀各分

支学科征文内容及有关信息 请登陆中国药学会网站 查询 ∀

联系方式

中国药学会

联系人 孙文虹     !鲁毅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 号建外 ≥ 九号楼 层 邮编 

传真   

∞2¬  ∏ 

广东普乐康药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 朱 萍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翠湖山庄 号楼 邮编 

传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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