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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领域 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结题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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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 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药理学(H31)领域结题项目，探讨该领域面上基金的发展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尤其是不同地区药理学领域的研究差距、不同类型研究机构以及各领域分支学科的研究现状，为药理学领域

的科学工作者申报基金提供参考。方法  全面检索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http://npd.nsfc.gov.cn/)，获取药理领域 2018 年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已结题项目所有信息(包括项目名称、分支学科、申请人职称、依托单位、资助金额、项目关键

词、著作数、专利数、获奖数、发表论文数、科学引文索引收录论文数、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论文数、培养研究生

数)，对不同地区已结题项目情况、不同类型科研机构及不同职称的项目负责人的结题情况及成果产出效益进行分析。结

果  2018 年药理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共有结题项目 119 项，结题项目获助经费总额为 8 438 万元。结题项

目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所有结题项目按依托单位的类型分类中有 56 项依托于综合类大学。分析不同职称项目负责人主

持的结果显示，119 项结题项目中有 89 个项目是由获得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主持完成，而且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在主要

成果的产出上具有一定优势。结题项目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抗肿瘤药物药理、神经精神药物药理等方向，其中抗肿瘤

药物药理领域结题项目 25 项，神经精神药物药理领域结题项目 22 项。结论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药理学领

域的科学研究取得显著成果；东西部地区和不同类型科研机构的成果产出效率无明显差异；不同类型依托单位的成果产

出效率无明显差异；高级职称科研人员的成果产出效率相对于中级职称科研人员具有一定优势；药理学领域的研究方向

相对集中在肿瘤和精神系统疾病药物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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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is 2018 pharmacology(H31)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surface area 
concluding project, discusses the field on the fund’s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especially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areas in the field of pharmacology research, different type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status of each 
branch in the field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scientific workers in the field of pharmacology declare funds. METHODS 
Comprehensive retrieval science fund shared service network(http://npd.nsfc.gov.cn/), and access to pharmacological field in 
2018,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project had been finished on the surface of all project information (including project name, 
branch, the title, a supporting institution, financing amount, project keywords, book number, patent number, number of reward,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the number was included i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papers,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included paper number, cultivating graduate students). The paper analyzed the completed project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completed proj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project leaders with different professional titles, as 
well as the results and benefits. RESULTS  In 2018, there were 119 concluding projects in the general fund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n the field of pharmacology, and the total funding for concluding projects was 84.38 
million Yuan. The final project focused on the eastern region. All the concluding item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among which 56 were supported by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conducted by 
project leaders with different professional titles showed that 89 of the 119 projects were completed by researchers with senior 
professional titles, and researchers with senior professional titles had certain advantages in the output of major achievemen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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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e concluded projects mainly focus on the pharmacology of anti-tumor drugs and neuropsychotropic drugs, 
among which there were 25 concluded projects in the pharmacology of anti-tumor drugs and 22 projects in the pharmacology of 
neuropsychotropic drugs. CONCLUSIO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pharmacolog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utput efficiency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utput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types of supporting units. The output efficiency of senior scientific researchers has some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that of intermediate scientific researchers. The field of pharmacology is relatively focused on the field of drugs 
for cancer and psychiatric diseases. 
KEYWORD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eneral fund; pharmacology; output benefit 

 
药理学是研究药物与机体间相互作用规律及

其药物作用机制的一门科学，主要研究药物对机

体的作用和作用原理，以及药物在体内吸收、分

布、生物转化和排泄等过程，及药物效应和血药

浓度随时间消长的规律，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

桥梁学科[1]，并且药理学是医学基础研究的重要部

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始终注重在药理学

领域的研究投入。现有的研究中多注重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药理学领域资助情况的分析，对于其

结题情况未有详细分析，笔者旨在对药理学领域

2018 年结题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明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药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以期为中国药理

学研究工作者在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时提供一

定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排除方法 

纳入药理学(H31)领域 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已结题的面上项目。  
1.2  数据来源 

计 算 机 全 面 检 索 科 学 基 金 共 享 服 务 网

(http://npd.nsfc.gov.cn/)，获取 2018 年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所资助的药理学领域面上基金的所有信

息。数据检索时间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1.3  数据提取方法和内容 

基于事先制定的资料提取表格，由 2 名研究

人员独立提取，并交叉核对。提取资料信息包括

项目名称、分支学科、申请人职称、依托单位、

资助金额、项目关键词、著作数、专利数、获奖

数 、 发 表 论 文 数 、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收 录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论文数、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CSCD)收录论

文数、培养研究生数。 
2  结果 
2.1  结题基本情况 

2018 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药理学(H31)领

域面上基金的结题项目数量为 119 项，分属 53 家

依托单位，资助经费 8 438 万元，共发表论文 1 111
篇(其中 SCI 论文 923 篇，CSCD 论文 113 篇)，发

表会议论文 86 篇，出版著作 8 部，获得奖励 48
项(6 级奖励 24 项，5 级奖励 14 项，4 级奖励 9 项，

3 级奖励 1 项)，专利 126 项(授权专利 55 项，申请

专利 71 项)，培养各类人才共 527 人(硕士研究生

304 人，博士研究生 203 人，博士后 15 人，学科

带头人 5 人)，会议特邀报告 59 次。可见药理学领

域面上项目已结题项目的成果十分丰富，尤其 SCI 
论文的发表数量比较高，平均每个项目发表 SCI
论文的篇数是 CSCD 论文的 8.17 倍，说明项目研

究取得显著成果，而且论文的学术质量和研究价

值均比较高，培养的各类人才也较多。这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对药学领域的资助力度不断加大密

不可分。 
2.2  药理学领域已结题项目所属依托单位及其结

题情况 
2018 年，药理学(H31)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基金已结题项目共有 119 项，分属 50 家不同

的科研单位，其中结题 1 项的依托单位共 29 家，

结题 2~4 项的依托单位有 13 家，共有结题项目 37
项，结题项目数≥5 项的依托单位有 8 家(浙江大

学、中国药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南京医科大学、

中山大学)，占所有依托单位的 16%，这 8 家依托

单位已结题的项目数为 53 项，占药理学领域结题

项目总数的 44.54%，获助资金 3 887 万元，占药理

学领域结题项目总获助金额的 46.07%。另外，这 8
家依托单位药理学领域结题项目发表 SCI 论文 388
篇 ， 占 药 理 学 领 域 结 题 项 目 SCI 论 文 总 数 的

42.04%；CSCD 论文 40 篇，占药理学领域结题项

目 CSCD 论文总数的 35.40%；获得奖励 21 项，占

药理学领域结题项目获奖总数的 43.75%；专利 58
项(申请 25 项，授权 33 项)，占药理学领域结题项

目获得专利总数的 46.03%；培养各类人才 256 人(硕
士 131 人，博士 115 人，博士后 7 人，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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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占药理学领域结题项目培养人才总数的

48.58%。可见药理学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的结题项目相对集中在这 8 家依托单位，而且

其成果的取得也占有较大比重。结果见表 1。 
 

表 1  各依托单位结题情况 
Tab. 1  Completion status of each research institution 

依托单位 总计/项
支持经费/ 

万元 
SCI 

论文/篇
CSCD

论文/篇 著作/部 奖励/项 专利/项
人才培养/人 

硕士 博士 博士后 学科带头人

浙江大学 9 688 45 2 2 14 16 27 31 1 2 
中国药科大学 8 530 68 12 0 0 5 33 14 0 0 
华中科技大学 7 456 36 3 0 1 0 18 12 0 0 
中国医学科学院 7 502 51 9 1 2 22 10 12 0 0 
北京大学 6 393 45 8 1 0 2 9 15 0 0 
海军军医大学 6 500 38 2 0 1 8 9 7 0 1 
南京医科大学 5 398 44 1 0 0 5 16 4 2 0 
中山大学 5 420 61 3 0 3 0 9 20 4 0 
中国科学院 4 304 41 0 0 0 3 2 3 0 0 
军事医学研究院 4 270 19 9 2 0 0 13 4 0 0 
安徽医科大学 3 230 58 8 0 2 2 20 3 0 0 
东南大学 3 153 32 1 0 0 0 10 5 0 0 
南京大学 3 220 32 1 0 1 17 9 12 0 0 
上海交通大学 3 185 10 3 0 1 0 7 2 0 0 
苏州大学 3 185 14 0 1 3 7 5 0 0 1 
温州医科大学 3 205 25 0 0 4 5 12 0 0 0 
陆军军医大学 3 217 12 3 0 0 0 4 4 1 0 
大连医科大学 2 152 53 5 0 1 11 5 1 0 0 
暨南大学 2 166 13 1 0 0 2 6 3 0 0 
四川大学 2 120 12 1 0 0 6 5 1 0 0 
徐州医科大学 2 150 7 0 0 1 6 6 8 0 0 
常州大学 1 50 3 0 0 0 1 1 0 0 0 
福建医科大学 1 60 1 1 0 0 0 1 0 0 0 
复旦大学 1 90 8 1 0 0 1 0 7 0 0 
广东中医药大学 1 70 2 0 0 0 2 0 0 0 0 
河北医科大学 1 65 8 2 0 0 0 2 1 0 0 
辽宁师范大学 1 65 12 1 0 0 1 6 3 0 0 
牡丹江医学院 1 60 3 0 0 3 0 4 0 0 0 
南方医科大学 1 60 1 0 0 0 1 3 0 0 0 
南开大学 1 110 26 0 0 1 0 0 0 0 1 
南通大学 1 70 2 0 0 0 0 4 0 0 0 
宁波大学 1 25 12 0 0 0 0 2 0 0 0 
厦门大学 1 67 7 7 0 0 0 0 0 0 0 
山东大学 1 70 6 0 0 0 0 4 3 1 0 
汕头大学 1 85 8 4 0 0 0 3 2 1 0 
上海中医药大学 1 67 7 0 0 1 2 1 2 1 0 
武汉大学 1 70 2 3 0 5 0 2 0 0 0 
西安交通大学 1 88 17 3 0 0 0 6 6 2 0 
烟台大学 1 50 6 0 0 0 0 3 2 0 0 
郑州大学 1 70 19 0 0 0 0 4 2 0 0 
空军军医大学 1 70 4 1 0 0 0 0 2 0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 67 2 0 0 0 0 0 0 0 0 
中国医科大学 1 55 8 1 0 0 0 3 2 0 0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 85 4 1 0 0 1 2 1 0 0 
中南大学 1 67 9 3 0 0 0 5 3 0 0 
重庆医科大学 1 80 6 3 0 0 0 3 1 0 0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 1 73 14 1 0 4 0 1 2 2 0 
遵义医科大学 1 70 3 2 0 0 0 4 2 0 0 
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 1 70 2 0 0 0 0 0 0 0 0 
成都医学院 1 65 5 7 1 0 0 5 1 0 0 
总计 119 8 438 923 113 8 48 126 304 203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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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药理学领域面上项目已结题项目地域分布及

结题情况 
从已结题项目的地域分布情况来看，2018

年药理学领域已结题项目分布于全国 19 个省、

市、自治区。贵州、河北、河南、黑龙江、湖

南、天津这 6 个省份均只有 1 个结题项目。结

题项目数排名前 5 的省份依次是江苏、北京、

浙江、上海、广东，以上 5 个省、直辖市共有

结题项目 85 项，占药理学领域结题项目总数的

71.43%，获助经费 6 298 万元，占 2018 年药理

学领域结题项目总获助经费的 72.07%。可见药

理学领域已结题项目相对集中于东部省份。从

专利的申请情况来看，结题项目数排名前 5 的

省 份 共 获 取 专 利 106 项 ， 占 结 题 项 目 总 数 的

84.13%，而湖北、重庆、福建等 11 个省市的结

题项目未取得专利，可见部分地区的药学科研

工 作 者 在 研 究 过 程 中 并 不 是 很 注 重 专 利 的 申

请。结果见图 1~2。  
统计每个省、市、自治区单位资助金额(每万

元)发表 SCI 论文数，培养研究生(只统计硕士研究

生和博士研究生)数，利用数据做出雷达图，由图

1 可以看出每万元支持经费培养的研究生人数在

每个省、市、自治区并没有明显差异，而每万元

发表的 SCI 论文数有 4 个省份具有明显优势，分

别是辽宁省、安徽省、河南省、天津市，以上 4
个省、直辖市结题项目数均<5 项，可见部分地区

虽然结题项目较少，但是其科研成果产出也是较

为丰富的。结果见图 3。 
 

 
 

图 1  不同地区结题项目分布情况 
Fig. 1  Distribution of completed projects in different regions 
 

 
 

图 2  不同地区结题项目成果产出情况 
Fig. 2  Output of completed projects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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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地区结题项目成果产出效益 
Fig. 3  Output benefits of completed projects in different 
regions 
 

2.4  药理学领域面上项目已结题项目按依托单位

性质的分布情况及结题情况 
从已结题项目不同类型的依托单位分布情况

来看，2018 年药理学领域已结题项目依托于 5 种

不同类型的单位，分别是综合类大学、医药类大

学、研究所、医院、师范类大学。其中医院、师

范类大学只有 4 个结题项目，而综合类大学、医

药类大学共有结题项目 99 项，尤其是综合类大学，

在药理学领域共有结题项目 56 项，占药理学领域

结题项目总数的 47.06%；获助经费 3 898 万元，

占药理学领域获助经费的 46.20%，可见综合类大

学在药理学领域的结题项目数和获助经费上占有

明显优势。结果见图 4~5。 
 

 
 
图 4  不同性质依托单位结题项目分布情况 
Fig. 4  Distribution of projects complet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图 5  不同性质依托单位结题项目成果产出情况 
Fig. 5  Output of projects complet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从不同类型依托单位的主要产出指标(SCI 论

文数、专利数、研究所培养人数)产出效益来看，

2018 年师范类大学在药理学领域面上项目结题项

目只有 1 项，但师范类大学在单位资助金额发表

SCI 论文数和单位资助金额培养研究生数均较高， 
可见虽然不同类型的依托单位在药理学领域的结

题项目数差异较大，但是结题项目少的依托单位

的科研成果的产出率并不低。结果见表 2。 
 

表 2  不同类型依托单位成果产出效益情况 
Tab. 2  Output benefits of completed projects by different 
types of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依托单位 
性质 

单位资助金额 
发表 SCI 论文

(篇/万元) 

单位资助金额 
获得专利 
(项/万元) 

单位资助金额

培养研究生 
(人/万元) 

综合类大学 0.11 0.01 0.07 

医药类大学 0.11 0.02 0.06 

研究所 0.10 0.005 0.04 

医院 0.04 0.04 0.01 

师范类大学 0.18 0.02 0.14 
 

2.5  药理学领域面上项目已结题项目负责人职称

分布情况及结题情况 
从已结题项目负责人职称的分布情况来看，

项目负责人为高级职称的项目为 89 项，占已结题

项目总项目数的 74.79%，高级职称获助经费占药

理学领域总获助经费的 76.95%。中级职称 4 项，

其他(未明确项目负责人职称)2 项。可见药理学领

域面上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主要为获得高级职称的

科研人员。有研究显示，职称对科研项目申报质

量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职称是科研人员业务能力

和知识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同时也是科研项目

能否立项的重要参考依据。职称越高，科研项目

负责人的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越高，拥有和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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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资源的能力越强，具备更高水平的科研论文、

专利、成果、团队、研究经验等科研条件支撑，

对前沿领域和重点方向的把握、对关键科学问题

的凝练也更为熟练，因此，科研项目申报质量越

高[2]。结果见图 6~7。 
 

 
 

图 6  不同职称结题项目分布情况 
Fig. 6  Distribution of projects completed by different title 
of principals 
 

 
 

图 7  不同职称结题项目成果产出情况 
Fig. 7  Output of projects completed by different title of 
principals 

 

从不同职称负责人的主要产出指标(SCI 论文

数、专利数、研究所培养人数)产出效益来看， 高

级职称在单位金额获得专利数和培养研究生人数

占有明显优势。另外在著作出版数量和奖励获得数

量上也具有一定优势。可见高级职称科研人员科研

能力和创新能力有一定优势。结果见表 3。 
 
表 3  不同职称项目负责人的成果产出效益情况 
Tab. 3  Output benefits of projects completed by different 
title of principals 

职称 
单位资助金额 
发表 SCI 论文 

(篇/万元) 

单位资助金额 
获得专利 
(项/万元) 

单位资助金额 
培养研究生 

(人/万元) 

高级 0.12 0.02 0.08 

副高级 0.08 0.01 0.05 

中级 0.06 0.003 0.01 

其他 0.19 0.006 0.006 

2.6  药理学领域结题项目的分支学科分布情况 
从 2018 年药理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基金已结题项目的分支学科来看，药理学领域主

要包括以下分支学科：H3101(神经精神药物药理)、
H3102(心脑血管药物药理)、H3103(老年病药物药

理)、H3104(抗炎与免疫药物药理)、H3105(抗肿瘤

药物药理)、H3106(抗感染药物药理)、H3107(代谢

性疾病药物药理)、H3108(消化与呼吸系统药物药

理)、H3109(血液、泌尿与生殖系统药物药理)、

H3110(药物代谢与药物动力学)、H3111(临床药

理)、H3112(药物毒理)、H3113(药理学其他科学问

题)。其中抗肿瘤药物药理(H3105)及神经精神药物

药理(H3101)领域的结题项目 多，总计 47 项，占

药理学领域结题项目总数的 39.50%。而在老年病

药物药理(H3103)、血液、泌尿与生殖系统药物药

理(H3109)、药理学其他科学问题(H3113)这 3 个领

域的结题项目均<5 项。这反映出药理学领域的研

究热点较为集中，而且在部分研究领域中研究项

目还较少，须进一步挖掘这些研究领域需要研究

的问题。结果见图 8。 
从结题项目的关键词来看，出现频次 高的 3

个关键词是自噬、抗肿瘤药物、阿尔茨海默病，

可见药理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抗肿瘤药物和

阿尔茨海默病展开，另外自噬现象也是近年的研

究热点，自噬作为细胞自我保护的重要机制之一，

广泛存在于各种真核细胞内，通过溶酶体依赖性

的降解途径得以维持细胞存活或降解胞中蛋白，

并在物质再利用及内环境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细胞自噬在肿瘤发生与治疗中的作用日

益受到关注[3]。可见，药理学领域的研究多与抗肿

瘤药物的新的药理机制有关，结果见表 4。 
 

表 4  出现频次≥4 次的关键词 

Tab. 4  Keywords with frequence ≥4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次 

1 自噬 8 
2 抗肿瘤药物 6 
3 阿尔茨海默病 6 
4 信号通路 5 
5 分子机制 5 
6 学习记忆 4 
7 小胶质细胞 4 
8 脑缺血 4 
9 药物转运体 4 

10 药物靶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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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药理学领域各分支学科结题项目分布情况 
Fig. 8  Distribution of completed projects in each branch of pharmacology 
 

3  结论及建议  
3.1  项目成果授权专利较少 

从此项研究的成果分析可知，药理学领域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专利产出率相对于学术论文

的产出率还有较大差距，另外在总共 50 家依托单

位中有 11 家未取得专利，可见部分依托单位对于

专利的申请不是很重视，这使得大量有潜在经济

效益的技术成果以论文的形式被无偿捐献于世

界。论文相关的产出成果是评价基金项目科研工

作及项目效益的重要参考，而专利的申请也是一

项重要指标，有学者构建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中授权专利的数量占有重要比

重[4]。因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研人员应在今后

的科研工作中注重专利的申请和保护。 
3.2  地区分布不均衡 

药理学领域 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结题项目数排名前 5 的省市依次是江苏、上海、

北京、浙江、广东。西部地区的资助项目数和资

助金额远低于东中部发达地区，地区间差异很大。

从科研产出效益来看，东部省份并无明显优势。

可见西部省份也不乏优秀的药学科研团队。虽然

西部省份结题的项目总数较少，但科研成果也是

较为丰富的。这可能与西部地区的结题项目主要

由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等少数相对科研实力

较强的科研机构完成有关。可见西部地区在药理

学方面水平较高的科研机构也是相对集中的，这

种情况不利于西部地区科学和教育的整体发展，

需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政策层面向西部

省份作适当倾斜，从而提升西部地区科研水平。

另有文献指出，在科学研究方面，东部地区的综

合效率和技术效率远高于中部、东北、西部地区，

而且中国不同地区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很大差

异，部分地区存在科技投入浪费，科技资源利用

效率低下的现象[5-6]。因此，一方面西部省份的科

研机构要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西

部省份科研机构应该加强科研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提高自身科研实力。 
3.3  项目依托单位以综合类大学为主 

从项目依托单位的类型可以看出，药理学领

域结题项目主要集中在综合类大学和医药类大

学，综合类大学和医药类大学占 84.62%，综合类

大 学 和 医 药 类 大 学 获 助 经 费 占 总 获 助 经 费 的

82.98%。可见综合类大学在药理学研究方面具有

一定优势，有研究指出，学科多元化的综合类高

校的科研效率较高[7]，这就要求综合类大学要不断

结合自身优势，从而提高自身科研水平，而其他

类型的研究机构不但要发挥自身优势，也要不断

与国内外领先的综合类大学进行人才及技术方面

的合作，加强管理方法的改革，从而提高本机构

的科学研究水平。 
3.4  获助项目负责人职称以高级职称为主 

药理学领域 2018 年项目负责人为高级职称的

项目占已结题项目总项目数的 74.79%，高级职称

获助经费占总获助经费的 76.95%。这一方面可能

是因为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具有更高的科研能

力，而另一方面可能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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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面上项目的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 2 名与其研究领

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

人员推荐有关[8-10]。 
3.5  研究方向过于集中 

从药理学领域各分支学科结题项目分布情况

可以看出，结题项目排名前 5 的研究方向分别是

抗肿瘤药物药理、神经精神药物药理、心脑血管

药物药理、药物代谢和药物动力学、抗感染药物

药理。而老年病药物药理、血液、泌尿与生殖系

统的药物药理、药理学其他科学问题 3 个研究方

向的研究项目均只有 2~4 项。这反映出近年药理

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但也说明了目前的药理学研

究方向过于集中。目前，肿瘤仍是威胁人类生命

健康 严重的疾病之一，而且目前大部分化疗药

物在治疗过程中使正常组织同时也受到较大的损

害，可能导致患者根本无法耐受。因此抗肿瘤药

物的研究也一直是药理学研究的热点[11-12]，从此

项研究结果来看也符合这一趋势。从关键词的频

次来看，阿尔茨海默病也是目前药理学研究的热

点之一，阿尔茨海默病严重威胁着老年人的身体

健康与生活质量，是 21 世纪五大重大疾病之一[13]。

因此，寻找低毒高效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是药学研

究人员的主要任务之一。有研究显示，淫羊藿治疗

阿尔茨海默病具有多活性成分-多作用靶点-多联系

通路的特点[14]。在生殖药物药理方面，有学者报道，

生殖药理学研究成果已极大丰富，研究人员发现中

药显示出在生育调节功能中的有效性，但是因成分

复杂、研究难度较高，致使作用机制的研究仍显匮

乏，另一方面，关于作用于其他组织和器官的药物

对生殖系统的研究还有待加强[15]。 
4  结语 

药理学是多学科综合集成的高技术领域，需

要运用医学、化学、生物、数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的技术。基于其重要性，国家各相关部门对药学

基础研究高度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科技部、教育部和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都投入大量

经费支持相关研究。近年来，中国药理学学科也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还不

高。因此，科学研究人员应利用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的相关政策，提升自身科研能力，做好药理

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坚持不懈地推进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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