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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

中国科学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是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教合作拓展工

程”在中亚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

1	建设进展

1.1	 建设工作稳步推进

（1）平台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①天然药物提取中试技术平台。与乌兹别克斯坦科

学院植物化学研究所共建，主要开展中亚特有药材的标

准提取物与先导化合物的制备等工作。3 500 平方米车间

修缮工作已经完成，设备安装正在进行中，预计 2017 年 6

月试运行；购置的 500 万元国产设备已运抵塔什干，得到

了乌方的高度认可，为我国相关企业走入中亚市场起到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植物化学研究所所长 Shamansur Sagdullaev 荣获“中国天山奖”

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②成果转化技术平台。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研究

所出资，在塔什干购置了 7 450 平方米土地，正在建设包

括口服制剂 GMP 车间、综合实验楼和专家公寓等项目。

平台建成后主要开展药品和保健品的注册和成果转化等工

作。目前，车间钢结构的安装工作已经完成，净化系统的

安装工作正在进行中；实验楼地下一层的建设工作已经结

束，地上四层已开工建设；公寓室内外基础装修已完成。

（2）国际联合实验室平稳运转

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合作建立了共计 400 平方米的

两个联合实验室；已购置 200 余万元仪器设备，初步搭建

起中亚特色药材的化学成分分离分析、生物大分子制备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 Shavkat. I.Salikhov 院长与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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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访问与乌兹别克斯坦植物化学研究所共建的天然药物

制备工艺及质量联合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王恩哥调研中亚药物研发中心

及生物活性评价平台。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共建的联合

实验室正在推进中。

1.2	 管理机制逐步健全

成立了由李晓所长任组长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

术研究所“中亚科技合作领导小组”；在乌兹别克斯坦注

册了法人机构，聘请了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为中心在外

人员、资产安全和有效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科学院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为药物创新研究院西北分部的牵头单

位，中心主任阿吉艾克拜尔·艾萨任西北分部负责人，中

心的工作已整体纳入研究院的统筹规划，为中国科学院优

势科研成果在中亚国家转移转化架起桥梁。

1.3	 合作成果显著

（1）科研合作结出硕果。已部署科研项目 15 项；

合作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出版专著 2 部；合作研究发

现新化合物 68 个，其中先导化合物 2 个；目前正在注册

新药 2 个；申请国际专利 4 项；签署协议 16 项；1人荣获

“中国科学院院国际科技合作奖”；4 人荣获“中国天山

奖”。

（2）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与中亚地区多个科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阿吉艾克拜尔 . 艾萨副所长与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孙立杰大使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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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中

亚 药 物 研 发 中

心 以 中 亚 区 域

特 色 天 然 产 物

药 物 研 发 为 核

心 ， 建 设 我 国

药 物 研 发 成 果

中亚应用转化示范基地，带动中国

民族药业走进中亚，并以此走向俄

罗斯和中东，造福人类健康；与此

同时，将中亚区域特色民族药物资

源引进中国，促进我国生物医药战

略新兴产业的发展。

未来中心将把中国科学院的各

项举措形成合力，提升研究所的竞

争力；将特色研究所与海外机构的

建设结合起来。科研工作方面，发

挥、调动中乌双方的资源优势，尤

其是对现有技术进一步完善后在中

亚国家进行转移转化；结合中心自

身的特点和优势，合作开展科研合

作，加快对中亚特色资源的研究与

开发。人才方面，进一步利用中国

科学院各种人才计划，加强对中亚

国家的人才培养，为中心未来的建

设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中心负责人专访
阿吉艾克拜尔·艾萨 研究员 • 中国科学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主任／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中亚药物研发中心在乌兹别克斯坦注册的法人机构“中亚天然活性化合物研发中心”食

品保健品和药品进出口许可证

中国科学院张亚平副院长见证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植

物化学研究所签署合作备忘录

研机构合作举办 4 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 100 余人

次，显著提升了中国科学院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3）人才队伍建设初见规模。中心常驻乌国工

作人员 12 名；来华长期合作交流访问的中亚专家学者

近 10 名。由中心培养，来自中亚地区的 6 名博、硕士研究

生已毕业，现有博士后 3 名，在读中亚留学生 16 名；已形

成了一支 100 余人的中亚天然药物领域的研发创新团队。

2	建设成效

中心紧紧围绕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

机遇，充分利用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

独特优势，为实现我国“科研教育走出去、药物品种走

出去、带动企业走出去”迈出了关键一步，为我国“一

带一路”医药产业战略的实施作出了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