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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计划》高校转化项目登记表 

日期 ：                                                      编号：YY1302HL 

项目名称 丙肝新药特拉匹韦合成新工艺开发 
所
属
领
域 

□ 先进重大装备 □ 新材料 □ 新能源

 生物医药 □ 电子信息制造 □ 新能

源汽车 □ 海洋工程装备 □ 软件和信

息服务 □ 民用航空制造 □其它 院校名称 

华东理工大学 

 

（盖章） 

项目成熟度 
□已实现产业化，产品供不应求   □已实现小批量生产，产品有市场需求  
□已通过中试鉴定      □处在中试阶段  

技术水平  国际领先  □ 国际先进   □ 国内先进   □一般水平 

推广范围  国际推广  □ 国内推广   □ 区域推广   □ 特定地区推广 

知识产权状态 
□ 授权国外有效发明专利       □授权国内有效发明专利  

□ 国内有效实用新型专利       其它知识产权 

项目获奖情况 
 各类基金 

资助情况 

 

是否具有以下

资料 

 项目可行性报告   □ 查新报告   □ 鉴定证书   □检测报告   □ 认定证书 

□ 用户意见 

课题组简介：（概述研发优势和成功案例等。） 

本课题组现有教授博导 2人，副教授 1人，讲师 1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50多人。 

主要研究方向： 

   1)基础研究：金属有机化学（配合物、催化剂和功能材料）、有机合成方法学（过渡金属催化，不对

称催化）和有机反应绿色化（非传统溶剂、催化剂固载、试剂循环利用）。吡啶，吡咯，呋喃，咪唑等

杂环类化合物的合成方法学； 

2)应用研究：药物中间体、有机功能材料等精细有机化学品合成工艺研发。 

   成功案例： 与浙江百合花集团合作开发了一系列新型颜料红产品，并对喹吖啶酮的生产工艺进行改

进，直接为企业创造了 8000万元经济效益，该项目还获得了 2009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项目简介：（项目背景、政策导向、应用领域和服务对象、项目进展情况、成熟程度以及项目预计产业

化周期、项目鉴定或产品检测报告的结论性表述。如是生物医药项目，写明是否具有临床批文和药证等

文件。） 

丙型肝炎（HCV）的发现较甲肝、乙肝晚，以前的血检项目中都不含丙肝检测，使得丙肝病毒无限

制的传播。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 HCV 的感染率约为 3%，估计约 1.8 亿人感染了 HCV，每年新

发丙型肝炎病例约 3.5 万例。丙型肝炎呈全球性流行，可导致肝脏慢性炎症坏死和纤维化，部分患者可

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HCC)。一些数据显示，未来 20 年内与 HCV 感染相关的死亡率（肝衰竭及

肝细胞癌导致的死亡）将继续增加，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危害极大，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 
我国政府对丙型肝炎的防治工作一直十分重视，1993 年开始对献血员进行丙型肝炎抗体筛查；1998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自 1985 年以来，丙型肝炎一直被列入国家重点攻关课题，研制

成功丙型肝炎诊断试剂盒，还对丙型肝炎的发病机制及其长期转归进行了研究；2004 年中华医学会肝

病学分会和感染病学分会联合制订了《丙型肝炎防治指南》，并在 22 个城市进行了解读，从而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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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医务人员和公众对丙型肝炎的认知水平。由于目前尚无丙型肝炎疫苗可供预防丙肝病毒感染，加之

近年来我国人群中静脉内注射毒品、不安全的性行为、器官移植和介入性检查及治疗等增多，传播 HCV
的危险明显增加，丙型肝炎发病呈上升趋势：2003 年至 2006 年的 4 年间，我国丙型肝炎报告的病例数

逐年增加，分别为 21145 例、39380 例、 52927 例和 70681 例，在法定报告的 27 种传染病中，丙型肝

炎发病率由 2004 年的第 10 位上升至第 7 位。2007 年 1 月至 10 月，丙型肝炎报告的病例数达 81921 例，

已超过 2006 年全年的发病数。因此，我国丙型肝炎的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特拉匹韦是 2011 年 FDA 批准用于治疗丙型肝炎的新型多肽类酶抑制剂，是目前为止最为有效的治

疗丙肝的药物。但是其药物分子结构复杂，合成难度大，严重影响了其大规模的生产，使得药物分子的

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增加了患者的医疗成本。 
本课题组对特拉匹韦的合成工艺进行了优化，大大缩短了其合成周期，降低了合成成本。目前已经

通过实验室阶段的合成测试。下一阶段主要是进行合成中试研究，在产物色泽、纯度等多方面达到原来

药标准。同时，该技术也为该类仿制药的开发提供了技术储备。 
 
技术特点：（项目的技术特征和优势，可与国内或国际现有技术进行比较。） 

 目前，特拉匹韦的合成工艺主要是由强生公司掌握，但现有的合成路线存在合成路线过长，成本高，

产量少等特点。本小组合成路线新颖，路线较短，成本较低具有较好的工业应用前景。 

市场前景：（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市场进入壁垒、市场竞争等状况。） 

目前在治疗 HCV方面所形成的全球性市场规模大约为 20亿美元,预计到 2013年,这一市场将增至 40

亿美元左右，到 2019年,HCV 导致的直接医疗费用估计将达到 107亿美元，市场前景广阔。特拉匹韦是

目前仅有的两种较为成功的丙肝药物之一，市场需求量极大。目前，国内外除强生公司外尚无企业掌握

该药物的合成工艺。 

经济和社会性效益： 

1.该项目产业化最低投资金额 3000 万，包括研发投资 500 万，生产资料投资 2000 万，流动资金

500 万； 

2.该项目属于精细化工中间体，对于对环保和能源土地或厂房面积要求较小，所需职工人数为 10

人左右； 

3.根据最低投资，预期投产后三年内能达到的年产值 5000 万 、年销售值 3500 万、年利润 1000

万； 

4.投资回收期限（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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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要求：1.合作方式、对合作方及合作价格的要求。 

          合作方式可以多样化，可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