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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药物手性专业委员会”的报告 

 

广东省药学会： 

    手性药物是当前创新新药研制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普遍使用的 2000 多种

合成药物中有 600 余种为手性药物，随着手性合成药物的逐年增长，预计在将来，

手性药物占总合成药物的比例将高达 80%左右。广东省作为医药行业大省，重视

和加强手性药物和药物手性相关的研究，将有利于提高广东省医药行业的竞争力，

促进广东省的经济发展。 

2004 年我国已将手性药物的研究列为国家十大重点研究领域，对新药研究

由仿制转为创制已成为国策。我国在“十五”期间已投入 200 亿元进行手性关键技

术的研发，在该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其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上

海有机所共同完成了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中“手性分子识别中的若干基础问题

研究”项目。2008 年，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公司获批“手性药物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项目，于近年通过国家发改委的评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与日本大赛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成立“SIOC-DAICEL 手性分析技术

合作研究中心”，为我国手性药物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一股有生力量；2007 年国

家科技部下文批复依托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建国家手性制药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并于 2011 年通过验收，并正式命名；2013 年广州研创生物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与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联合成立国内首家手性药物分离工程技术中心。

这些充分表明手性药物和药物手性领域的研究受到国家的重视。 

鉴于目前广东没有成立相关的学术团体，为了促进手性药物设计、研发、上

市以及药物手性的基础研究等各领域专家的合作交流，共同推进广东手性药物工

业的发展，我们提出成立手性药物与药物手性分委会的申请。 

一、 药物手性领域及其行业的背景 

手性是自然界的本质属性之一。作为生命活动重要基础的生物大分子，如蛋

白质、多糖、核酸和酶等，几乎全是手性的，它们在体内往往具有重要生理功能。

目前所用的药物多为低于 50 个原子组成的有机小分子，很大一部分也具有手性，

它们的药理作用是通过与体内大分子之间严格的手性匹配与分子识别实现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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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学药物的对映体在人体内的药理活性、代谢过程及毒性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异。

例如，在西方著名的“反应停”事中，人们发现,沙利度胺的右手化合物（R-构型）

具有抑制妊娠反应活性，而左手化合物（S-构型）有致畸性。自从该事件发生后,

手性药物对映体之间不同的药理研究开始得到许多发达国家药审部门的重视。美

国 FDA 在总结手性药物临床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在 1992 年 5 月颁发了手性药

物指导原则。加拿大健康防护部门(CHPB)在 1993 年 11 月公布了有关手性药物

开发的简要指南。欧共体则于 1994 年 5 月发布了最终指南。美国 FDA 规定，新

的手性药物上市之前必须分别对左旋体和右旋体进行药效和毒性试验，否则不允

许上市。2006 年 1 月，我国 CFDA 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规。 

在这个背景下，手性药物的研究已成为国际新药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利用

手性的原理与技术开发新药，目前已成为国际医药界的新方向之一。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世界医药领域研发手性药物之势愈来愈烈，并已有大量

新品种面世，成为世界各国制药公司追求利润的新目标。目前，在临床常用的 200

种药物中，手性药物多达 114 种。全球以单一光学异构体形式出售的药物市场额

逐年快速增长，到 2010 年销售额已经达到 2000 亿美元左右。然而，在 600 余种

手性药物中，有活性的单一对映体药物不足 100 种，其余的 500 余种都是左右旋

混在一起的消旋体药物，这就对药物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也迫切需要相关领域

的深入研究。 

手性药物的研发需求促进了许多相关领域的发展，其中，药物的不对称合成

和手性分离一起，成为两个关键的技术。此外，对映体在体内的药理活性、毒性

等的差异性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当然，只有明确对映体化合物的手性构型，对

它们进行有效的分离分析，才能更好的建立绝对构型与药性之间的关系。目前，

国际上手性和手性药物的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过去几十年中手性科学取

得的巨大进展更将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也为我国在手性科学的发展、

实现手性药物的工业化等手性技术的突破方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手性药物的研究涉及化学、生物学、药学、光谱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也涉

及基础科研、应用研发、上市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各领域的相关专家急需一

个交流合作的平台，通过在药学会中建立手性药物与药物手性分委会，可以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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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专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有关单位的横向合作，培养手性药物方面的人才，

提升我省在相关领域的水平，为广东省药物工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成立分委会的意义和紧迫性 

目前手性药物的发展已越来越快，我国包括我省在相关领域的发展与世界发

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通过进一步促进手性药物设计合成、手性药物分离

分析、手性药物的对映体药效差异等研究机构和研究专家的合作交流，从而推进

广东手性药物工业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广东省药学会的前身为 1945 年冬成立

的广州药师公会，迄今已有 70 余年，历史悠久，在药学界有很重要的影响力。

药学会是全国办得最好的几个省市级要学会之一，对于广东省药学领域的发展一

直起着很好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认为，依靠广东药学会建立这样的交流合作

平台是非常合适的。 

三、广东从事相关工作的单位 

广东省从事手性药物和药物手性相关研究的人员较多，分布较广，主要单位

包括高校和研究所（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

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东中医药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广东药科大学、

广州生物医药健康研究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医学研究中心、

广东省发酵与酶工程重点实验室等）以及制药企业（如广药集团、丽珠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研创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莱佛士制药技

术有限公司）等。 

四、成立目的与任务 

成立本专业委员会的目的是通过开展手性药物与药物手性方面的学术交流

活动，为广东省相关的研究同行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促进不同单位之间的横向

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提高手性药物的研究水平，培养相关领域的研究队伍，

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提升广东甚至全国的手性药物工业的竞争力。 

本专业委员会围绕手性药物和药物手性，开展以下的任务： 

（一）开展药物手性和手性药物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同行之间的知识分

享和合作交流； 

（二）开展药物手性和手性药物领域的专家讲座或培训，提高会员的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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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华南师范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简介 

华南师范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成立于 2005 年 1 月。学院拥有化学(师范类)、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材料化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共 5 个本科专业；拥有化学

一级博士点和一级硕士点、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硕士点、应用化学、材料物理与

化学、化学课程教学论等硕士点，以及面对中学化学教师的化学教育硕士点。本

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涉及三个学科门类(理学、工学、教育学)、五个一级学科(化

学、环境、材料、化工、教育)，是研究教学型的理工学院。化学与环境学院在整

合化学、环境、材料等学科方向后，“能源与环境化学的理论与应用技术”为 211

工程三期重点项目，化学与环境学院整体进入了国家 211 三期重点工程学科。学

院拥有教育部电化学储能电池材料与技术研究工程中心、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环境理论化学实验室、广东高校电化学储能与发电技术重点实验室、广东高

校储能与动力电池产学研基地、广东高校高分子新型材料产学研基地。学院与美

国乔治亚大学计算量子化学中心、日本九州大学综合理工学院共建国际研究平台

“华南师范大学计算量子化学研究中心”。 

学院拥有一支较强大的师资队伍，全院教职工 136 人，博士后 12 人。其中

具有正高职称教师 43 人，副高职称 42 人，“千百十工程”国家级培养对象 2 人、

省级培养对象 6 人，新世纪优秀人才 2 人，珠江学者 1 人，南粤优秀教师 2 人，

有五十多位教师分别具有在美、加、德、日等国学习和海外工作的经历，多名教

师曾在 Angew. Chem. Adv. Material, JACS 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学院已逐步形成一支以学术带头人领衔、团结协作、特色鲜明、锐意创新的高素

质教职工队伍。 

学院拥有总建筑面积达 3.25 万平方米的三栋实验大楼，能够满足各专业的

教学与科研。化学实验教学中心拥有一系列现代的化学、环境和材料类仪器设备，

且基本齐全。学院拥有华南师范大学环境评估中心、清洁生产中心、粤港环境与

科学教育研究中心等机构。学院还负责每年广东省高考化学学科评卷工作、广东

省中学化学骨干教师培训以及中学化学新课标的培训等工作。学院历来重视学科

建设与发展，注重本科生基础理论和实践创新教育。雄厚的师资力量，先进的教

学实验设备，突出的教学科研成果，展现出化学与环境学院是华南师大高质量、

高水平的院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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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主委个人简介 

章伟光，男，汉族，1963年11月出生，江西省南昌市人，兰州大学理学博士，

华南师范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教学名师, 华南

师范大学特种材料研究所所长。广东研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科学家。

曾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客座科学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系研究科学家, 兰州大学兼职教授。 

主持完成和在研项目,包括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厅级达四

十余项，在“Adv. Mater.”，“Chem. Sci.”，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Chem. 

Eur. J.”,“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Journal_of_Chromatography A”， “Crystal 

Growth and Design”，等学术杂志上公开发表论文 180 余篇。独立出版学术专著

《稀土精细化工产品生产技术》。主编《无机化学》、《综合化学实验》等教材。

获国家发明专利 9 项，申请 5 项。获省部级二等奖两项。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手性分子识别与药物分离材料；手性晶体工程。其中手

性分离产品与技术在广州研创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实现产业化，在多家上市制

药企业、高校和研究单位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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