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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生物医药

联合基金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安排

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生物医药联合基金（以下简称“生物医

药联合基金”）是由省科技厅、石药控股集团、河北智同生物制

药和河北科技大学共同设立，用于资助我省生物医药行业基础和

应用基础研究。优先支持老年疾病治疗药物、脑部疾病治疗药物、

抗病毒药物、心脑血管疾病治疗药物、抗肿瘤药物等领域治疗作

用机制研究、新型制剂技术研究、创新药物研发，为进一步完善

我省药物创新技术体系，着力提升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技术创新

能力，推进医疗技术等健康产品的创新研发奠定基础。生物医药

联合基金项目的管理按照《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执行。

生物医药联合基金重视预期成果的科学意义和潜在应用价

值，注重提出的科学问题和假说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逻辑性，要

求研究内容适当，研究方案翔实，技术路线清晰，资金预算合理。

资助项目类别分为重点项目（指南代码：1011301）和培育项

目（指南代码：1011302），重点项目依照指南确定的年度支持重

点资助领域及方向，资助期限 3 年，资助强度 30 万元左右/项。

培育项目依照指南确定的年度支持培育资助领域及方向，资助期

限 3 年，资助强度 15 万元左右/项。鼓励申报单位与石药控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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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河北智同生物制药、河北科技大学开展合作研究。

二、资助领域

1.重点项目资助领域及方向

1.1 老年疾病治疗药物的研究

重点支持阿仑膦酸钠维 D3 片、阿西美辛对骨质疏松症、骨质

疏松症合并骨关节炎疗效、骨量低下、GIOP 患者骨折风险、痛风、

骨关节炎、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牙痛等病症的疗效、临床、

安全性的研究。

1.2 脑部疾病的干预治疗及机制研究

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I）和脑多肽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神经

保护、帕金森病或卒中后遗症、新生儿脑损伤的临床前安全性评

价等病症的作用机制与临床研究；可溶性环氧化物水解酶作为缺

血性脑卒中血脑屏障损伤治疗靶点的新机制研究。

1.3 抗病毒药物的研究

阿比多尔治疗甲乙型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

腺病毒、鼻病毒、柯萨奇病毒等致呼吸道感染的基础研究或临床

研究；阿比多尔对于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耐药菌株的抗病毒作用研

究；抗病毒新药的作用机制及体外基础研究。

1.4 心脑血管疾病的干预治疗

丁苯酞、丁苯酞与中医疗法联合使用治疗脑血管疾病及其并

发症的疗效、安全性或相应的临床机理研究；左氨氯地平对单纯

收缩期高血压患者、卒中患者二级预防、改善血压变异性的有效

性研究；己酮可可碱对卒中后患者认知障碍及神经功能影响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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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丁苯酞、奥拉西坦、己酮可可碱等药物用于心脑血管疾病及

其并发症治疗的医学影像学与临床机理研究；磷酸二酯酶抑制剂

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疗效研究；盐酸奥普力农临床治疗急性心力

衰竭症疗效研究；心脑血管疾病药物及抗肿瘤药物对神经系统的

影响机制研究；决奈达隆对房颤患者、心肌 HCN 通道的调控效应、

房颤患者预后的作用、影响研究。

1.5 碳青霉烯类药物的研究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耐药机制、快速检测方法及其临

床价值的研究；厄他培南对医院革兰阴性菌耐药性影响及其机制、

在结直肠手术中的预防应用研究。

1.6 抗肿瘤药物研究

针对乳腺癌等重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开发囊泡运输相关作

用机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抗肝

细胞癌、肿瘤患者免疫微环境的影响、胃癌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影

响、肿瘤放化疗患者和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患者骨髓抑制、晚期胃

癌一线三药化疗患者、儿童肿瘤、用于口服抗肿瘤药治疗期间、

免疫治疗的相互作用的作用机制、疗效和安全性研究；地塞米松

对预防应用多美素（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引起的手足综

合症的探索性研究；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联合免疫治疗和放疗在

不同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中的敏感性和疗效、在上皮性卵巢癌化

疗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研究；脂质体阿霉素的抗癌及耐药机制、

联合用药在软组织肉瘤的疗效、诱导自噬促进骨肉瘤细胞凋亡的

机制研究；白蛋白紫杉醇在载药纳米体系、晚期食管癌、肺腺癌、



4

复发/难治性小细胞肺癌、灌注治疗等作用机制和临床研究；多美

素用于儿童肿瘤、早期乳腺癌的研究；米托蒽醌脂质体药代和药

效学、药物经济学、联合治疗方案的探索的研究；两性霉素 B 胆

固醇硫酸酯复合物经验性治疗、临床、药物经济学研究。

1.7 临床营养干预对老年慢性疾病治疗的机制研究

脑多肽对阿尔茨海默病干预作用及机理研究；骨多肽对骨质

疏松症干预作用及机理研究；脾多肽对提高患者免疫力干预作用

及机理研究；肝多肽对脂肪肝、酒精肝的干预作用及机理研究。

1.8 创新药物研究

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I类创新药的药理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

液体硬胶囊技术在创新药物开发过程中的适宜性应用基础研究；

基于糖基化修饰的基因工程蛋白药物的长效制剂研究。

2.培育项目资助领域及方向

2.1 多肽类化合物及其他药物的应用基础研究：脑多肽对脑卒

中动物认知功能障碍的治疗作用及机制研究；小分子多肽药物制

备及其脑保护作用机理研究；脾多肽关键活性成分的发现、分离

和活性评价；甾肽类候选新药的研究；活性环肽诱导肿瘤细胞分

化、凋亡机制与潜在成药性研究；脂肪肝\酒精肝大鼠模型分子机

制研究及肝多肽营养液的干预治疗；奥拉西坦对各种认知障碍的

临床治疗策略、治疗作用及机理研究；抑酸药物在胰腺假性囊肿

内镜引流术后的应用效果评价；即时型病毒核酸检测方法的开发。

2.2 创新药物开发：妇产用卡前列腺素类和麦角生物碱类药物

的研究开发；新型抗病毒药物巴洛沙韦酯合成新方法研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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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用药的口服降糖超分子复合物的研究；二芳并二氮杂卓酮绿

色构建及药物合成应用；基于兴奋性毒性和酸化损伤的抗脑缺血

药物组合研究；中药多糖成分分析及质量控制研究；重要抗生素

中间体甲基肼等清洁生产机制与应用研究。

2.3 新型药物传递系统研究：基于 DNA 逻辑门纳米机器用于核

酸药物靶向递送研究；智能高分子水凝胶制备及生物医药应用；

纳米多孔碳用于靶向抗肿瘤药物传递系统的构建研究。

2.4 制药工业危废物清洁处理新技术研究：β-内酰胺类抗生

素生物催化矿化降解的分子机制研究；功能材料联合微生物非均

相矿化降解含氮污染物新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全流程生物法耦合

的抗生素菌渣资源化利用过程机制及技术优化研究。

三、绩效目标

针对老年疾病、脑部疾病、感染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恶

性肿瘤、基因编辑等开展创新药物和应用研究，提升创新药物研

发和新型制剂技术研究水平，提高我省生物医药创新能力，培养

和储备创新人才，稳定基础研究队伍，取得并储备一批原创性研

究成果。

四、申报要求

1.重点项目申报要求

按照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申报要求执行。

2.培育项目申报要求

按照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申报要求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