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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药理学会 2010 年度工作总结 

 

2010 年江苏省药理学会在江苏省科协、江苏省民政厅、卫生厅、药监局等

各级的帮助和支持下，认真贯彻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 50 周年

大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上的重要讲话，认真总结药理学会工作取得

的成绩和经验，为进一步推动我省药理工作更好更快的发展，团结全省广大药理

工作者，推动我省药理学科技创新发展而努力工作。回顾 2010 年，学会工作取

得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学会建设 

1．江苏省药理学会坚持把服务于国家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作为药理学会的根本宗

旨，坚持把团结和动员广大药理科技工作者、推进药理学科技进步为学会工作的

中心任务，坚持把完善组织建设作为学会工作的首要任务。在 2010 年学会在组

织建设、学术交流、编辑出版、科学普及、继续教育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取得较好

的成绩，为学会工作的持续发展打下重要的基础。 

2．2010 年 1 月 17 日在中国药科大学会议室召开了江苏省药理学会第二届理事

会第四次会议，会上认真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协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和徐耀新主席在省科协第七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工作报告，坚持“三服务

一加强”的工作定位和“搭建平台，资源共享”的工作思路，通过学习全体理事

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坚定了信心。秘书长朱萱萱教授传达了江苏省科协学会工

作总结要求，汇报了 2009 年江苏省药理学会工作。以及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

于新社会组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有关精神。 

会上布置了 2010 年学会工作计划，讨论江苏省药理学会第四届学术会议安

排，定为徐州医学院，时间为 2010 年 4 月 23 日至 25 日，以大会报告的形式，

报告人员安排由南京大学徐强教授；南京医科大学胡钢教授；李胜男教授；中国

药科大学王广基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方泰惠教授；扬州大学张洪泉教授；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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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秦正红教授；徐州医学院印晓星教授；江南大学金坚教授等作报告。江苏省

药理学会第四届学术会议主席台人员名单由徐州医学院会议会场定。学术论文编

辑人员由江苏省药理学会朱萱萱教授和新药临床前药理专业委员会刘毅教授负

责。江苏省药理学会第四届学术会议召开同时成立新药临床前药理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药理学会中药药理分会第三届学术会、临床药理分会第八届学术会和教学

分会第一届学术会。江苏省药理学会理事会议和各专业的工作会议也一并召开。

讨论 2010 年江苏省药理学会科普活动的开展，根据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的要求，

及时收集资料和佐证材料，2010 年增加科普活动次数，扩大影响力。原有科普

活动的要继续开展。会议表彰了 2009 年度的先进个人，根据 2009 年度对学会工

作贡献突出的个人进行表彰，会议一致通过张洪泉教授和朱萱萱教授获 2009 年

度江苏省药理学会学会工作贡献突出奖。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本届理事会在理事长

王广基教授领导下，管理规范、卓有成效的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也指出了一些不

足之处,如发展会员力度不够，工作资料留存不全等。 

3.2010年 3月 24日江苏省药理学会第二届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长

澳药业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还有长澳药业总经理李战、长澳药业副总经

理曹阳、栖霞区王平主任。长澳药业总经理李战首先介绍长澳药业的基本情况，

长澳药业 2005 年在新加坡上市，57 个品种，两个研究所。同位素标志的药代动

力学研究开发中心。长澳有一半，产业化的研发企业。随后栖霞区王平主任介绍

栖霞区政府生命科技园规划，介绍园区简介和成立背景（成立于 2009 年 1 月）

栖霞区政府将生命科技园作为医药研发的区域  定位：生态化生命科技高编产业

特色园区  一个基地，两个中心。吸引中国药科大学，中医药大学和南京大学三

所学校到工业园区共同发展，提供公共分析平台。园区优势：配套设施，交通方

便，大学有 12 所学生 15 万人。生活配套，商业配套。随后学会副理事长方泰惠

宣布第二届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名单并颁发了聘书，秘书长朱萱萱教授传达了江

苏省科协学会工作总结要求，汇报了2009年江苏省药理学会工作总结，讨论2010

年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工作计划，全体委员都表示愿为江苏医药研发积极作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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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苏省药理学会第二届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24 日在徐州举行，会议由南京中医药大学方泰惠教授主持，会议现场气氛热烈，

委员们踊跃发言。会议讨论了中药药理专业第四届学术会议的相关事宜，明确了

第四届中药药理学专业会议于今年 5 月份由扬州大学承办，会议拟定的主题是

“中药药理与安全性评价”，大部分委员认为讲座的内容不应仅局限于中药药理，

还应注重学科的交叉融合，比如请化学、生物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进行讲座，同

时开展科研学术沙龙，对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各抒己见，进行积极地交流与讨论；

会议的标牌与江苏省药理学会一致；各委员一致提议中药药理专业会议增设“优

秀论文奖”（需由导师推荐学生，一、二、三等奖各位 1 名、2 名、3 名），以对

参会研究生进行鼓励，给予研究生展示自我的平台，同时为表彰对江苏省药理学

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增设“江苏省药理学会杰出贡献奖”；会议拟定于今年 10 月

份进行科普活动。 

委员们对如何办好中药药理学会、提高科研水平、促进江苏省医药事业发展

等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讨论。顾振纶教授认为，我们的科学研究要积极为

企业服务，让这种服务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样才能做到“产学研”结合，

更好为江苏省医药事业、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当前，中药现代化遇到了发展瓶

颈，如何取得突破，是每一个中药药理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顾教授指出

我们要以中医的理论基础来指导中药的发展，同时也要建立规范、可制的研究新

方法。 

杨娴处长就我省新药临床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她认为江苏

省是教育、科技大省，具备良好的新药研发条件，应注重自身宣传，吸引企业在

本省做新药临床前研究，建议企业与高校做一些有特色的项目，比如医院独有的

特色药以及中药注射剂再评价，加强新药申报的规范化、制度化。 

5. 2010 年 4 月 24 日在徐州召开江苏省药理学会教学专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季晖教授总结教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提出今后开展工作思路，提请大

家讨论。委员们交流讨论各高校药理学教学情况，如师资队伍、课程设置、精品

课程、规划教材、远程教学、实验教学等。并提出一些问题如由于政策原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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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学工作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等。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的韦翠萍副教授提出

学会支持申报教学研究课题的有关事项。讨论教学专业委员会开展科普活动的安

排，提出开展科普活动的形式如合理用药咨询、报告、展板、传单或科普宣传小

册子等。并落实各地开展科普工作的责任人（徐州：谷淑玲教授；盐城：秦红兵

副教授；淮阴：刘斌副教授；南通：张伟副教授；扬州：葛晓群教授；苏州：梁

中琴教授；镇江：李永金副教授；南京：洪浩副教授）。讨论如何进一步发展会

员，决定由秦红兵副教授负责发展高职学院教师入会工作，梁中琴教授负责发展

苏大新会员。会议提出《江苏药理学通讯》是否能让每位会员每期人手一册，以

便大家即时了解学会动态。讨论学术活动安排，会议决定教学委员会学术活动安

排在省药理学会两年一度的学术交流会期间，延长半天进行学术交流，并建议学

会增设教学论文奖（1次/2 年）。 

6. 2010年 4月 23日在徐州召开江苏省药理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理事大会，

主要日程包括江苏省药理学会 2009 年的工作总结；传达江苏省科协对学会工作

的要求和 2010 年学会工作计划；讨论 2010 年江苏省药理学会科普活动；讨论江

苏省药理学会专业分会标牌；讨论江苏省药理学会设立年度表彰；调研您认为江

苏省药理学会今后应如何发展；作为药理学会的理事，您今后对学会的工作、会

员发展、学术交流和科普宣传方面打算如何做。（附表填写） 

7.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创药理学会建设美好未来，江苏省药理学会在全

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成绩突出被评为省科协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先进奖。 

8.2009 年学会被评为省科协学术先进奖，学会 2009 年会员郝海平获省科协江苏

省青年科技奖，张陆勇获省科协江苏省先进科技工作者奖。 

（二）学会学术工作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创新创造日新月异，是一个自主创新源泉充

分涌流，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的时代，是一个全面发展科学素质全民提高的时代，

是一个科技社团蓬勃发展、科技创新人才辈出的时代，江苏省药理学会学会学术

工作在 2010 年也取得较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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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会的江苏省药理通讯编委会，于 2010 年 7 月出版了《江苏药理通讯》第八

期 250 册，分别发送学会理事和会员，通讯主要介绍了江苏省药理学会 2009 年

学会工作总结内容和 2010 年在徐州医学院召开的江苏省药理学会第四届学术会

议暨新药临床前药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期刊还介绍了我省临床药理工作者近

期科技成果和科研内容 36 篇，其中包括实验研究、药物临床研究、病例报告和

临床管理方面的内容。 

2. 2010 年 4 月 24 日在徐州召开江苏省药理学会第四届学术会议，来自全省各

地近 140 名药理学工作者汇聚在历史文化名城徐州，徐州医学院吴院长出席了

开幕式并对本次学术会议的如期举办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会议由徐州医学院印晓

星院长主持，江苏省药理学会理事长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王广基教授代表本届理

事会致开幕词，并代表江苏省药理学会，向这次大会的召开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向来自江苏各医药院校、科研院所及医药企业的代表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同时对

江苏省药理学会近年来的工作做了汇报，江苏省是医药大省，省药理学会作为全

省药理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团体之一，团结和凝聚了一大批药学和药理学科技工作

者。在这里有为药学和药理学发展做过杰出贡献的老一辈学者，有科研、教学及

产业的中坚力量和新秀。按照“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

科技工作者服务，加强自身建设”的学会工作定位，积极努力工作，对全省药学

和药理学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

次会议共收到 68 篇学术论文，与会的代表们围绕神经药理、免疫药理、药代动

力学、中药药理、临床药理等领域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交流。南京医科大学李胜

男教授作了《CRF 家族肽生物作用多样性的研究李胜男》的学术报告，就 CRF 家

族肽在体内作用复杂进行全面阐述，在不同情况下对机体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

提示 CRF 家族肽-受体系统的平衡状态对机体的重要性，许多疾病可能由于该系

统失衡有密切关系，左右其功能可能成为治疗疾病的重要药物治疗手段。南京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徐强教授作了《化学生物学—药理学工作者的

新领域》的学术报告，报告中阐述了药理学研究的是药物与机体的相互作用原

理，其中主要是小分子药物与机体作用的生物学过程，小分子与蛋白质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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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相互作用已成为药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化学生物学则使用小分子作

为工具研究生物学问题，具体内容之一就是借助小分子干扰/调节蛋白质等大

分子物质从而了解其生物学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化学生物学和药理学之间

存在某种接点，比如使用小分子调节目标蛋白质与制药公司发展新药类似，

表明化学生物学的研究将有助于新药的发现。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王广基教授

作了《中药复方药代动力学研究》的学术报告，并从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意义研

究思路；关键技术的研究；确有疗效中药制剂药代动力学研究等方面作了详细的

叙述，并指出在体内外物质组研究的基础上，阐明药效物质组，确定中药的 PK/PD

标记物，进行多组分药代动力学研究与模型整合，开展临床 PPK/PPD 结合研究，

探讨中药临床给药方案优化措施，开展确有疗效中药制剂的纵贯式深入研究。南

京中医药大学方泰惠教授作了《中药注射剂再评价的关键问题》的学术报告，就

近年来，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报告逐年增加。尤其是鱼腥草、刺五加、双黄连、

清开灵等注射剂引起的严重过敏反应，导致多名患者死亡，使人们对中药注射剂

的安全性日益关注。从已有的报导来看，中药注射剂引起的不良反应占中药不良

反应的 50%以上，成为中药引起不良反应的主要因素作了详细的报告。 

南京市鼓楼医院肖大伟主任药师作了《lims 系统在实验室管理的应用》的

报告，报告中阐述了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在国际和国内上已取得很快的发展和巨

大的成就。特别在药物研究领域中，数据的采集和管理趋向于完全的集成化和统

一化的 LIMS 管理系统；现代药物研究遵从法规主要致力于患者安全，产品质量

和数据的完整性。随着法规要求更严格的控制和更佳的可溯源性，没有计算机为

基础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实验室流程管理变得更加困难。LIMS 已经逐渐成

为一个成熟和高水平实验室的标志性因素。徐州医学院印晓星院长作了《以人为

本药学服务，积极推进临床药学专业教育》的报告，报告中总结了临床药学的核

心是以人为本，药学服务，从而使病人获取最佳的治疗结果。当前我国医院药师

正由传统的药品提供者转变成药学服务者，但我国药学教育与此要求相比尚有距

离，临床药学专业教育迫切需要完善和提高。临床药学专业应紧扣当今医药改革

之要求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以医药并重的原则，合理调整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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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医学相关课程的比重，使学生具有合理的医学和药学知识背景，为今后的临

床药师及新药临床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苏州大学秦正红教授作了《p53 

signals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mediating excitotoxicity》的报告，

报告内容丰富、学术气氛活跃，大家踊跃参会，认真听讲，深入讨论，为今后江

苏省药理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后大会评出了青年优秀论文一、二、三

等奖并颁发了证书。 

3. 江苏省药理学会教学专业委员会职业教育分会2010年会于2010年 12月 3日

在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召开。江苏省药理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药理学会教学

专业委员会主任季晖教授，江苏省药理学会秘书长朱萱萱教授，江苏省药理学会

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洪浩副教授参加本次大会，并分别代表省药理学会和教学

专业委员会讲话；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李玉华副院长出席会议，盐城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常唐喜副院长代表学院领导看望了出席会议的专家和代表。全省共有

14 所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决定江苏省药理学会教

学专业委员会职业教育分会拟每两年举办一次年会，旨在为省内医药卫生职业院

校药理学教师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促进医药卫生职业院校药理学教学改

革，提升药理学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会议进行了说课比赛、教案及课件制作三

项竞赛。参赛的有 9个说课、17 份教案和 16 个课件，分别从药理教学教研的不

同角度，展现出先进的职教理念、扎实的专业功底，上乘的教学技能，充分显示

我省医药卫生类职业院校药理学教师的风采。季晖、朱萱萱、洪浩等专家对说课

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并评选出说课、教案和课件制作一、二等奖。 

会后全体代表还参观了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制药技术实训中心、新四军纪

念馆和海盐馆，使代表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和了解了盐的历史。通过代表们的

共同努力，会议圆满完成了预定的目标。 

4. 2010 年 12 月 10 日由江苏省药理学会主办的“创新药物成药性评价高层学术

论坛”暨中国药学会应用药理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学术年会和中国药理学会制药工

业专业委员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在南京先声药业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全国

130 多名药学专家、药理、药代科技工作者会聚紫荆山畔，参加了本次会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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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中国药科大学校长吴晓明、中国药理学会理事长杜冠华、

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王广基教授、原江苏省政协主席沙人麟等药学专家、领导出

席本次会议开幕式并为本次论坛致词，对本次会议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会议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和国务院批

准的“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方案，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发挥科技重大专项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中支撑作用的指示精神，以“创新药物成药性评价高层学术论坛”形

式展开，其主旨紧扣“十一五”重大创新药专项主体，对我国创新药物体系的开

发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次会议通过广泛征求意见、民主协商，本着“公平、

公正”的原则，对中国药学会应用药理学专业委员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优化了委

员会的专业结构，为中国应用药理学更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会专家为本次大会做了精彩、深入的学术报告，报告以创新药物成药性评

价为主题，内容涉及创新药物成药性评价、药理新理论、中药复方药代动力学研

究、转化医学、成药性及其风险等方面，与会代表踊跃提问深入探讨，会议学术

交流气氛浓厚。中国工程院院士、药学专家刘昌孝院士作了《转换研究与新药的

成药性》的精彩学术报告，对转换研究在药物创新中的应用做了详细深入的介绍，

并深入地剖析了转换研究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为我国创新药物体系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杜冠华教授以抗帕金森药物研究为例，为与

会代表做了《新药临床前成药性研究的关键问题探讨》的学术报告，详细列举了

新药临床前成药性研究的关键问题及对策。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王广基教授作了

《中药复方药代动力学研究探讨》的学术报告，介绍了中药复方药代动力学研究

的关键技术，为中药复方药代动力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及思路。SFDA药品审评

中心审评五部审评九室彭健教授以创新化学药药理毒理评价及成药性评价为中

心，消息探讨了创新药药理毒理研究的策略及我国审批管理的进展，并展望了我

国药理毒理评价质量和风险控制工作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药理系张

永鹤教授以成药性研究中的机遇和风险为切入点，列举了历史上有名的成功案

例，深入浅出地为与会代表剖析了成药性研究中的方法及思路。此外，药品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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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笪红远主任药师、先声药物研究院CSO王鹏博士也为大会作了精彩的学术报

告。 

此次大会，以“创新药物成药性评价高层学术论坛”形式展开，来自全国各

地的130多名药学科技工作者参与，规模大，层次高，为我国创新药物的发展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与会专家的精彩报告，代表们积极参与探讨的精神，

充分折射出此次高层学术论坛浓厚的学术交流气氛，活跃了国内创新药物成药性

评价研究的思想。刘昌孝院士为此次高层学术论坛做了总结性发言，至此本次大

会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并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赞扬。 

5.接待国际学术团体 6 次，其中包括接待 2010 年 3 月 25 日，接待悉尼资深教

授 Zheng.hui 访问，美国衣阿华大学药学院 John P.N. Rosazza 教授； 2010 年

4 月 15 日接待英国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成员并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签署协议；

2010 年 7 月 29 日负责接待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 Tony Kong 教授；2010 年 11

月 8 日负责接待日本岐阜药科大学永濑久光教授等多个国际学术团体。 

6.积极开展科普活动， 2010 年由江苏省药理学会主办的科普活动分别在南京、

扬州等地开展。2010 年 7 月 26 日江苏省药理学会与扬州干休二所联合举办联欢

活动共庆八一建军节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辉煌战斗

业绩的人民军队。83 年来，人民军队始终与中华民族命运共系，与中国人民血

肉相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为人民解放、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卓越功勋。中国人民解放

军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不愧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

城，不愧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不愧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值

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3 周年的光辉节日即将到来之际，江苏省药理学会、扬

州干休二所为庆祝八一建军节，联合举办联欢活动。江苏省药理学会副理事长方

泰惠教授、朱萱萱秘书长携会员，扬州干休二所离退休老干部及全体工作人员，

扬州大学女教授合唱团等参加了本次庆八一联欢活动。并邀请维杨区公安分局徐

兆华政委为本次庆八一联欢活动特别嘉宾。活动于上午 9时 30 分在一阵阵热烈

的掌声中拉开序幕。扬州市干休二所陶涛所长主持了本次庆八一联欢活动，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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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联欢活动贺词，其热情洋溢的语言充分表露了于会的各位人员的喜悦心情。 

借此机会，江苏省药理学会全体会员对多年来为祖国繁荣富强、社会稳定发

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离退休老干部表达了崇高敬意，并组织省内知名专家教授做重

要的科普知识讲座。与会的各位离退休干部对科普知识讲座的内容表示非常满

意，并作了充分肯定。讲座分为四部分进行，内容涉及老年人疾病治疗及合理用

药、老年人健康保健饮食及调理等。江苏省中医院王淑云主任对心血管疾病药物

治疗为广大离退休干部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为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的合理治疗作

出了有益的指导。南京中医药大学方泰惠教授就老人健康保健知识为与会的各位

离退休干部做了详细的讲解。江苏省药理学会秘书长、江苏省中医院朱萱萱教授

做了老年人日常最佳饮食调理的知识讲座，为老年人的健康保障提出了新的理

念。扬州大学孙云教授对老年人合理用药做了详细的剖析。江苏省药理学会组织

本次科普知识讲座丰富了此次联欢活动的内容，为离退休干部的健康护理、日常

保健及合理用药提出了有益的帮助。 

为颂扬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为歌颂并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活动以别

开生面的合唱联欢结束本次庆祝八一建军节联欢活动，江苏省药理学会副理事长

方太惠教授致答谢词，扬州大学女教授合唱团与扬州干休二所老干部表演了《思

念》、《洪湖水浪打浪》、《十送红军》、《我是一个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等颂扬中华民族革命历史及辉煌历程的节目。 

7. 2010 年 10 月 30 日江苏省药理学会“关爱生命，合理用药”广场大型科普及

咨询活动在汉中门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江苏省药理学会主办，江苏省药理学会

教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药科大学学生会承办，参加咨询活动的专家有方泰惠（南

京中医药大学）、王淑云（江苏省中医院）、许惠琴（南京中医药大学）、李庆平

（南京医科大学）、李新宇（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朱萱萱（江苏省中

医院）、季晖（中国药科大学）、肖大伟（南京鼓楼医院）、周永刚（解放军八一

医院）、洪浩（中国药科大学）、袁红宇（江苏省人民医院）。以及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院 30 余名学生。本次活动内容以宣传合理用药知识和方法，发放合理用药

知识宣传材料，解答市民们提出的药物应用中的问题，指导合理用药；回答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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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出的饮食、运动、心理和疾病等健康相关的问题，解答市民们提出的药物应

用中的问题，给市民们量血压、腰围，测体重、身高，并计算体重指数。活动内

容还包括发放健康小礼品和健康知识问卷调查。 

通过本次活动帮助广大市民们掌握正确合理用药的知识和方法，了解饮食、

运动、心理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不断提高我市市民的健康素质起到了积极推动

的作用。参与活动的广大市民对本次合理用药知识宣传的内容表示非常满意，数

百人健康知识问卷调查结果对此次活动作了充分肯定。并希望今后多开展此类关

爱生命，合理用药的活动。 

（三）学会财务工作 

江苏省药理学会是江苏省药理学工作者进行广泛交流科研成果的场所，本学

会以会员为本，2009 年施行缴纳会费制度，该会费用于学术活动交流的支出。

2009 年已收取 183 人的会费，本年度新增加会员 34 名，已交纳会费的单位主要

是：中国药科大学（21 人）、南京医科大学（18 人）、江苏省中医院（17 人）、

南京中医药大学（17 人）、徐州医学院（20 人）、江南大学（16 人）、扬州大学

（12 人）、江苏大学（10 人）、江苏省药品检验所（9人）、省中医药研究院（8

人）、南通大学（5人）、医科院皮肤病研究所（6人）、无锡高等卫生职业学校药

学系（6人）江苏职工医科大学（2人）、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1人）、淮

阴卫生高等职业学校（10 人）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技术学院（2人）、江苏康

缘药业（2 人）、南京军区总医院（2 人）、苏州大学（17 人）、镇江卫校（1人）、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3人）江苏省人民医院（2人）江苏正大天晴（6人）、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人）、中国药科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2人）

南京大学（1人）、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1人）、南京市中医院（6人）、南京市

第一医院（8人）、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人）、南京市市级机关医院（1

人）、南京理工大学医院（1人）、江苏省南通市肿瘤医院（11 人）、东南大学药

学院（1人）、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1人）、扬州环境资源学院（1人）、南

京鼓楼医院（5人）、南京海辰药业（1人）、苏州市冯氏（1人）。 

（四）2011 年学会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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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继续全面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协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坚持“三服务一加强”的工作定位和坚持“搭建平台，资源共享”的工作思路，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新社会组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有关精神，

团结带领全省广大药理工作者，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坚定信念，扎实工作，为

江苏省药理学科率先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坚持以会员为本 

会员是学会的立会之本，联系会员、服务会员、发展会员是学会的基础性工

作，把会员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学会工作的主要标准，努力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的

现代科技社团，把江苏省药理学会建设成为江苏药理学工作者的“和谐大家庭”。

积极做好会员发展工作，继续做好会员和团体会员的收费制度。 

2、坚持搭建平台 

学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会作为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的社

会团体，是科学共同体的重要组织形式，负有推进自主创新、传播科学文化，规

范学术行为、提供服务和反映诉求的重要职责，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充分发挥学会的学科优势、人才自愿优势和组织网络优势，积极搭建不

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服务平台，为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创新人才成长服务，为开

展科普活动、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开展决策咨询和建言献策，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服务，实现自愿共建共享。2011 年 4 月拟在扬州举办江苏省药理学会新

药临床前药理专业委员会第二届、中药药理专业第四届和教学药理专业第二届学

术研讨会。 

3、坚持创新发展 

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不断深化学会改革，创新工作机制和方式，建

立健全学会规章制度，民主办会，规范学会工作，提高学会自主活动、自主发展、

自我约束的能力，自觉制止学术上的不正之风和不端行为，营造民主讨论、平等

代人、严肃批评的学术氛围，加强科学道德建设，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 

4、坚持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强化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严格按照所制定的职责分工和各项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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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和义务。增强全体会员参与学会工作的责任感和积极性，积极

为学会工作建言献策，并对理事会的工作进行监督，不断提高学会工作的水平和

规范程度。增加科普活动和技术咨询。 

5、规范学会财务管理制度 

不断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促进财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高财务管

理水平，确保学会资金公开透明使用安全有效。 

在新的一年内，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新社会组织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有关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扬长避短，凝心聚

力，做学会的有心人，多动脑筋，广纳各地区、各行业及各层次的药理学

工作者，积极开展科普及社会服务工作，团结带领全省广大药理工作者，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坚定信念，扎实工作，为江苏省药理学科率先科学

发展、和谐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力争 2011 年学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总之，在省科协、民政厅、卫生厅、药监局等部门的领导下，在江苏省药理

学会理事会及全省药理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省药理学会的工作将会取得更好

更大的成绩！ 

 

 

 

江苏省药理学会 

20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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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宫血饮对不完全流产大鼠子宫出血量、子宫组织形态学性激素水平及受

体表达的影响 
作者：崔  姣    指导老师：许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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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京中药大学 
题目：隐丹参酮对黑素瘤细胞系 B16F10 的抗癌作用及其机理 
作者：黄臣虎    指导老师：陆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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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活血化瘀中药有效成份抗肿瘤血管生成研究 
作者：陶  丽    指导老师：陆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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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丹皮酚下调肿瘤炎性微环境抑制肿瘤细胞活动性和转移 
作者：张  蕾    指导老师：陆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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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海参粘多糖通过体内外抑制血管生成和肿瘤细胞的迁移发挥抗肿瘤作用 
作者：张伟伟    指导老师：陆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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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海参粘多糖在凝血系统中对肿瘤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的作用 
作者：赵  杨    指导老师：陆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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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血小板结合实验方法用于分析脉络宁注射液抗血小板聚集作用的有效成分 
作者：王  蓓    指导老师：方泰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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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白芷熏前与熏后药效与毒性比较 
作者：陈  晨    指导老师：方泰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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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隐丹参酮通过激活 p38/JNK 并抑制 Erk1/2 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作者：陈文星     指导老师：陆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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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大蒜二烯丙基三硫化物抑制血小板激活诱导的人乳腺癌细胞的粘附转移侵

袭 
作者：王颖钰   指导老师：陆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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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川芎嗪以 Bcl-2 介导的 caspase 依赖性机制体外诱导大鼠肝星状细胞凋亡

研究 
作者：张  峰    指导老师：郑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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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川穹嗪衍生物 H168 对肝星状细胞凋亡地影响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作者：倪春燕    指导老师：郑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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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木犀草素通过抑制整合素 β1 抑制缺氧诱导的人源 A549 上皮间质转化 
作者：阮君山    指导老师：陆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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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针药结合对肝纤维化大鼠 PDGF 信号通路的作用研究 
作者：马  进    指导老师：郑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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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地黄山茱萸对糖尿病大鼠降糖作用机制的研究 
作者：吴  诚   指导老师：许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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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隐丹参酮对黑色素瘤细胞株周期的不同作用来调控其侵袭能力 
作者：王  生    指导老师：陆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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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海参糖胺聚糖通过对整合素 β3 及 β1 的调控来抑制血小板-乳腺癌细胞间

的相互作用 
作者：钱文慧    指导老师：陆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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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南京中医药大学 
题目：川穹嗪衍生物 H168 对肝星状细胞增殖地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作者：张雪娇    指导老师：郑仕中 

Zhang Xue-jiao, Zheng Sheng-zhong*, Lu Yin, Ma J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pharmacy，Department of Clinical 

pharmacy，Nanjing, 210029,China ) 

Introduction:

Conclusions:

Results：
ligustrazine derivative H168 inhibits HSC 
proliferation with prominent  dose-dependently
Our data showed that ligustrazine derivative H168 can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HSC-T6 obviously ,with the
increased of drug concentration ,the potential efficacy
on inhibition of HSC-T6 proliferation shows an dose-
dependent manner(Fig. 1).

ligustrazine derivative H168 significantly induces
cell cycle in HSCs
Cell cycle analysis using flow cytometry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HSC existed in H168 -treated groups with
doses of 25μM . Our data showed that the cells
accumulated in G0/G1, S phase and reduced G2 / M
phase cells and inhibit cell proliferation. (Fig. 2).

ligustrazine derivative H168 inhibit cell
proliferation is involved in its regulation of
expression of p21 and p27
We performed Western blotting analysis targeting p21
and p27.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showed that
ligustrazine derivative H168 can inhibit HSC-T6
proliferation by promoting P21/P27 protein expression
(Fig. 3);Further use of Real time PCR found that
ligustrazine derivative H168 promotes expression of
P21/P27 mRNA (Fig. 4).

Acknowledgements:
ligustrazine derivative H168 was generously 
supplied by Pfizer Li.

Fig.2 Cell cycle assay using flow cytometry

Fig.1   Cell  viability  assay

The effect of ligustrazine derivative H168 on 
hepatic stellate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

Cell culture
Rat hepatic stellate cell line T6 were cultured. Cells aged at 
passages 4-8 were used for experiments. Ligustrazine
hydrochloride was dissolved in phosphate buffered solution 
with standard antibiotics. 

Cell Viability Assay 
For the quantification of cell viability, we performed the 
MTT assay using the 3-(4,5-dim-ethylthiazol-2-yl)-2,5 
diphenyltetrazolium bromide reagent。

Cell cycle assay using flow cytometry
HSCs were seeded and treated with ligustrazine derivative 
H168 at indicated concentrations. Then they underwent cell 
cycle assay assay using  PI  dual staining  Assay Kit.

Western blotting analysis
Whole cell protein extracts were prepared from H168-
treated HSCs. The concentration was determined using BCA 
assay kit. After transblotting, the separated proteins were 
detected using primary antibodies P21 and P27, and 
horseradish peroxidase conjugated goat anti-rabbit IgG as 
the secondary antibody. β –actin was used as an invariant 
control.

RNA isolation and real-time PCR
Total RNA was isolated and real-time PCR was then 
performed. β –actin was used as an invariant control. Fold 
changes in the mRNA levels of target genes related to the 
invariant control GAPDH were calcula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Student's t-test was used for determination of statistical 
difference. Values of P<0.05 were considere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data represent means ± SD 
from three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at least.

Our investigations have identified that H168
inhibited of hepatic stellate cells proliferation in
vitro is involved in its regulation of expression
of P21 and P27. These findings strongly
suggest that H168 may be exploited as a
potential option for treating and reversing
hepatic fibrosis.

HSCs located in Disse space adhere to hepatocytes. In
normal liver, HSCs accounting for 5-11% of cell
population contain large amount of vitamin A, and play
a role in vitamin A metabolism and ECM synthesis. In
pathological context, HSCs serve as the primary source
of ECM deposition, and their activation is considered
as the centre event in hepatic fibrogenisis. Moreover,
HSC activation is strikingly characterized by its
proliferation. Thus inhibition of HSC prolife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attenuate HSC activation, and provide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therapeutic strategy of live fibrosis.
Ligustrazine, known as tetramethylpyrazineis, is a
naturally occurring alkaloid product isolated from
Chinese medicine Rhizoma Chanxiong.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ligustrazine
has effects of microcirculation improvement, anti-
oxidant, immunoloregulation and liver protection.
Structural modifications of ligustrazine led to its
derivative H168 with higher water solubility. We herein
investigated the in vitro anti-proliferative effects of
H168 on HSC-T6, and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Fig.3 Western blotting analysis. GAPDH was 
internal control for equal loading.

Fig.4 Real-time PCR analysis. GAPDH was 
invariant control for calculating fold changes in 
mRNA levels. 

Material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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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药科大学 
题目：新的环氧合酶/5-脂氧合酶抑制剂 ZLJ-6 通过环氧合酶/5-脂氧合酶依赖性

途径抑制 TNF-α诱导的内皮选择蛋白、细胞粘附因子-1、血管细胞粘附因

子-1 表达及单核细胞-内皮间的相互作用 
作者：陈  莉    指导老师：季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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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药科大学 
题目：银杏内酯 B 对大鼠短暂局灶性缺血模型内皮和基底节的治疗作用 
作者：方伟蓉    指导老师：李运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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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江苏省中医院 
题目：乌鳖颗粒治疗卵巢早衰的机制研究 
作者：王海丹    指导老师：朱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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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江苏省中医院 
题目：润喉开音颗粒对体外培养人声带小结成纤维细胞的影响 
作者：朱吾元    指导老师：朱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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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江苏省中医院 
题目：冠心平对过氧化氢引起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影响 
作者：万  盟    指导老师：朱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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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扬州大学 
题目：柏木醇抑制大鼠关节炎的实验研究 
作者：邱  夏    指导老师：孙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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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扬州大学 
题目：百日咳杆菌效应 CpG-ODNs 调控变应性哮喘 TOLL 信号分子的实验研究 
作者：张宝袁    指导老师：孙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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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扬州大学 
题目：山绿茶总黄酮对 AS 大鼠模型的影响 
作者：邱  夏    指导老师：孙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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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扬州大学 
题目：半枝莲总黄酮降低细胞磷脂转运蛋白表达的实验研究 
作者：祝娉婷    指导老师：卜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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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扬州大学 
题目：南蛇藤提取物通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信号转导通路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并从

体内和体内说明其对肝癌的抗癌活性 
作者：钱亚云   指导老师：刘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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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扬州大学 
题目：南蛇藤提取物对 HCCLM6 细胞增殖及细胞中 VEGF-C 表达的抑制作用 
作者：张  华    指导老师：刘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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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苏州大学 
题目：蛇床子素通过抑制心肌 TGF-β1 的表达，治疗异丙肾上腺素诱导的小鼠心

肌纤维化 
作者：陈  蓉    指导老师：谢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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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苏州大学 
题目：蛇床子素通过增强脂肪肝大鼠脂联素释放改善胰岛素抵抗 
作者：亓志刚    指导老师：谢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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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徐州医学院 
题目：黄连素对链挫霉素诱导的糖尿病大鼠脑内淀粉 beta 缩氨酸水平的提高无

作用 
作者：刘耀武    指导老师：刘晓东 

 



 
 
 
 
 
 

江苏药理通讯                                                        第七期 

 47

33. 徐州医学院 
题目：通过调节ERK1/2，cPLAB2 B及Bcl-2/Bax调控缺氧/再灌注:盐酸戊乙奎醚的一

种潜在神经保护效应 
作者：王  允    指导老师：谷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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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徐州医学院 
题目：左旋瓜氨酸对缺血再灌注引起的大鼠急性胃粘膜损伤的保护作用 
作者：缑灵山    指导老师：刘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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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徐州医学院 
题目：氧化应激诱导体外培养肾小球膜细胞 NO 产生的恶性正反馈通路:与糖尿

病性肾病相关的新机制 
作者：翟云鹏、鲁茜    指导老师：印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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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徐州医学院 
题目：甲基化寡核苷酸对体外培养人 786-0 肾癌细胞中 Ki-67 基因的影响 
作者：牟  杰    指导老师：印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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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药理学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 

暨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轮会议通知 

各有关单位：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创新浪潮风起云涌。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

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为促进我省药理学科的快速发展，

交流药理学学术成果和研究经验。经研究决定于 2012 年将召开“江苏省药理学

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本次会议以青年药理工作者的科

技创新，药理科技发展和创新药开发为主题，搭建多学科的学术交流平台，着力

吸引和聚集青年人才，充分发挥我省药理青年工作者思维、眼界开阔、思想解放

的优势，促进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促进科技创新和产学研结合，加快我省药理

学科发展，充分发挥我省药理人才资源优势，以青年药理科技工作者人才引领药

理学科高水平发展，努力形成药理学科创新人才大量涌现的生动局面。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会对象： 

各医药院校、制药企业、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相关专业人员。 

二、会议报告内容： 

1. 基础科学与技术在药物发现中的应用；2.药物靶标发现与确认；3.药物

筛选技术；4.合理化药物设计；5.小分子药物发现的前沿进展；6.以基因组为基

础的药物发现与研发；7.中医与以天然产物为基础的药物发现；8.药物发现研究

与发展和转化医学 

三、征文要求：  

参会代表需提交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英文摘要或全文。截稿日期 2012 年

4 月 30 日。请参会代表在论文截稿日前发致 E-mail:zhuxuanxuan@sina.com，本

次会议将设立“江苏省药理学会青年优秀论文奖”，欢迎 40 周岁以下的药理工作

者和研究生踊跃投稿。（评奖论文需全文） 

四、授予学分： 

参会代表可获得江苏省继续教育学分。 

江苏省药理学会 

2011 年 9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