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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概 况一



  王研究员在富勒烯领域研究30余年，在富勒烯材料的制备及创新药研究方面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为实

现科研成果产业化以加快富勒烯药物研发进程，王研究员于2015年2月在深圳资本的支持下创立了北京公

司，其目标是开发针对肿瘤、心血管、帕金森等重大疾病的富勒烯创新药物。公司业务还包括富勒烯化

妆品、富勒烯光触媒等。

1.1 公司设立



1.2 公司创始人

基础研究
材料研究

应用研究

        从1993年开始，

王先生先后在厦门、香

港、日本、德国等地的

国际著名实验室工作，

学习国际上最先进的富

勒烯知识

Ø 厦门大学

Ø 香港大学

Ø 日本名古屋大学

Ø 德国德累斯顿实验室

        白手起家，在中科
院化学所建立了国际上
最大的富勒烯研究基地
Ø 国内率先突破燃烧法

制备富勒烯技术
Ø 国内率先突破磁控电

弧法高纯富勒烯工业
化生产技术

Ø 国际率先突破智能氩
弧高纯度低成本富勒
烯工业化生产技术

Ø 国际率先突破非色谱
柱法富勒烯大规模纯
化技术

         创立集团，成为国

内富勒烯产业化龙头企

业

Ø 领衔制定富勒烯产业

标准

Ø 研究富勒烯治疗肿瘤、

心梗、阿尔兹海默症、

糖尿病等重大疾病创

新药

访遍名师

厚积薄发

学以致用

1993

2002
2012

2023

王  **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纳米实验室副主任

专研富勒烯30年

Ø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回国的海归

学者

Ø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Ø 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

Ø 全国政协委员（科技界）



1.3 经营团队

董事会

董事长：姜**

总裁

赵**

常务副总裁

刘**

副总裁

武**

副总裁

李**

央企、民企、上市公司管理人经历

曾任某上市公司执行总裁和总裁职务

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企业家

临床医学专业，自创企业年销售额超

过10亿元。

企业管理人
从事企业管理及
销售工作近30年

药研专家
从事药研管理工
作30余年

中科院博士
从事富勒烯化妆
品应用研发15年

副总裁

沈**

生产质量管理人
从事相关行业管
理工作20余年

国家药审中心专家
从事新药审评和开
发20余年

总工程师

张**



与中科院纳米实验室协同开展富勒烯创新药研究及产业化

1.4  联合研发团队

中科院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核心成员

中科院纳米实验室拥有研究人员（包括攻读博士的研究生）120多人。

其中有中科院院士2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9人。



1.5 长期合作研究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拥有全球顶尖的富勒烯研究团队，在富勒烯基础研究、批量化制备及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了大量科技成果，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签订了长期战略协议，成为化学所在富勒烯生物医药应用方面的唯一成果转化出口。

合作研究成果：支付部分费用和原料，成果双方各占50%所用权，支付50%专利费，获得所用权后进行转化



1.7  专家团队

郑顾问
教授、肿瘤专家

王顾问
教授、毒理学专家

全 顾问
教授、制剂学专家

申顾问
博士、药研专家

张顾问
药品审评专家

袁顾问
教授、肿瘤专家

廖顾问
教授、毒理学专家

夏顾问
教授 药研专家



科 研 成 果二



2.1 科研成果丰硕

     由白院士、王研究员领衔，张总监带领的富勒烯新药研发团队，现有研发人员120多人，其中博士70多人，是国际

一流的富勒烯新药联合研发团队。

    到目前为止，已在国际一类期刊发表富勒烯相关论文300多篇，申请发明专利150余件。公司在富勒烯新药研究领

域发明专利在企业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王研究员在个人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



2.2 组织制订首个富勒烯国家标准

• 第一个富勒烯纯度检测国家标准：《[60]和[70]富勒烯的纯度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44241-2022

• 第一个富勒烯溶残检测团体标准：《[60]和[70]富勒烯中残留溶剂测定  气相色谱法》  T/CSTM 00195-2021

• 第一个富勒烯含量检测团体标准：《[60]和[70]富勒烯制品的含量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T/CSTM 00194-2021 

公司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中国计量院等单位共同制订富勒烯纯度、含量、残留溶剂检测方法国家标准/团体标准



2.4 首创独有的富勒烯制备技术和装备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四代富勒烯生产设备和纯化生产线，实现氩气条件下高产率合成富勒烯，避免了“依赖进口氦

气制备富勒烯”被卡脖子的风险

    富勒烯原料药分离方法实现了颠覆性改变，开发出独家拥有的精制技术，确保富勒烯毒性杂质不超标。分离工艺
获得多项发明专利



产品类别 产品代码 品名

富勒烯

F10 富勒烯C60
F10-1 中链甘油三酯C60
F10-9 羟丙基β环糊精包覆C60
F20 富勒烯C70

金属富勒烯
F30 钆金属富勒烯GdC82
F31 羟基钆金属富勒烯GdC82
F34 氨基钆金属富勒烯GdC82

富勒烯衍生物

F13 单加成丙二酸赖氨酸富勒烯C60
F23 单加成丙二酸赖氨酸富勒烯C70
F32 4-氨基富勒烯C60
F33 5-羧基富勒烯C60

富勒烯制剂

C10-1 富勒烯中链甘油三酯入口服液
C10-3 富勒烯C60片剂
C10-4 富勒烯C60灌肠液
C10-5 富勒烯C60软膏剂
C32-2 4-氨基富勒烯C60聚乙烯吡咯烷酮微针
C33-2 5-羧基富勒烯C60注射剂
C31-1 羟基金属富勒烯GdC82注射液

2.5 自主开发新原料和制剂



   由于其它富勒烯研发团队未能有效解决富勒烯毒性问题，导致未实质性开展富勒烯新药研究，部分研究也处于实验室

阶段，只有我公司在富勒烯新药药学研究、药理研究、药效研究、代谢研究和安全性评价研究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并根据富勒烯、金属富勒烯、富勒烯衍生物的生化特性完成了十几个不同临床适应症的成药性研究，并对主要临床适

应症、新药剂型、关键工艺进行了专利保护。

2.7 广泛创新研究成果

• 防治放化疗副作用

• 治疗肺纤维化

• 治疗糖尿病

• 治疗贫血

• 治疗脑胶质瘤恶性肿瘤

• 治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及克罗恩病

• 治疗广普晚期肿瘤

• 治疗帕金森综合症

• 治疗动脉粥样硬化

• 治疗难愈合皮肤创伤

• 其它适应症

创新药的部分临床适应症



富 勒 烯三



3.1 富勒烯发现

1983年，英国天文学家Kroto在研究宇宙星云时首次发现富勒烯在宇宙中广泛存在。1985年科学家合作在实验室模仿宇

宙星云的高真空、高能量环境，利用激光溅射真空中石墨的方法首次得到富勒烯C60，并证明它是构成宇宙星云的物质。

1996年，天文学家克罗托、科尔和化学家斯莫利因富勒烯这一伟大发现，被授予该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罗伯特·科尔
Robert F. Curl

理查德·斯莫利
Richard Errett 

Smalley

哈罗德·克罗托
Harold Walter 

Kroto

富勒（Fuller）和他建造的球形美国馆



有 效 性 研 究四



4.1 富勒烯结构及理化特性

1

2 3

4

5

S、Cys、HS、S=S，二硫键是很多蛋白作用位点，
富勒烯具有电子亲核反应特性而作用于蛋白活性位点

许多生物过程都与电子迁移有关，跨膜α螺旋的信号传导为
电子传输。蛋白质官能团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弱相互作用，
如，孤对电子与π电子、π电子之间、阳离子与π电子、阴离
子与π电子、氢键之间及氧氧两中心三电子键相互作用，这
些弱相互作用可以调节电子在蛋白质上官能团之间进行转移。
富勒烯大π键共轭体系，在适宜位点可调节蛋白质电子转移，
从而影响信号介导的生物功能

具有多不饱和C=C双键的PGs、COX2、AA等，在炎症、
免疫等有很高的生物活性，富勒烯易于发生环加成反应，
抑制炎症等

炎症等会产生大量自由基，富勒烯具有“吸附自由基海
绵”特性，是抗氧化的纳米王子

氨基酸、蛋白质

生物电子

金属蛋白酶
C=C不饱和双键

自由基

金属蛋白酶的活性由相应金属离子调控，富勒烯可吸附或提供电子
而抑制或提高金属离子活性，影响蛋白酶活性

富勒烯C60是由60个碳原子通过20个六元环和12个五元环连接而成的足球状空心对称分子，直径约0.71nm。多面体欧拉定理：60+32=90+2，分子共90个碳

碳键，其中30个“C=C”双键，60个“C-C”单键。C原子电子分布1S22S22P2，C60中碳原子以σ键键合，杂化轨道方式介于sp2 杂化和sp3 杂化之间，被称为

sp2.28杂化。另一个P轨道互相重叠形成一个含60个电子的闭壳层电子结构，具有较大的离域能，闭壳结构需要72个电子，而C60只有60个电子，缺电子

而表现出显著的亲电性质。C60的LUMO是一个三重简并轨道，需得到6个电子，表明C60是缺电子的大共轭电子体系，具有较高的反应活性。容易发生自

由基加成、亲核加成、还原及环加成反应。富勒烯在脂肪烃中溶解性，能分别与金属和自由基反应。C60的晶体属分子晶体，面心立方结构。API粒径

D50=2um左右。分子通过非共价键等超分子作用力形成超分子聚集体



4.2 富勒烯“自由基海绵”

用电子顺磁共振仪，DMPO捕获OH自由

基，测试C60、Vc清除羟基自由基效力

维生素C(L-抗坏血酸) C6H8O6 

C6H8O6+O.= C6H6O6+H2O

脱氢维生素C-C6H6O6 

.C60+nO2

.O2
-、 HOO. 、OH.

1O2、NO、ROO. O2、、OH、HOO
NO2、ROO

OH、HOO、ROOH2O、H2O2、ROOH

O.
u 维生素C抗氧化

u 富勒烯“自由基海绵”

u 淬灭自由基效力

Vc分子与自由基反应，自身消耗

反复淬灭自由基，自身不消耗

富勒烯淬灭自由基效力是维生素C的1000倍

C60
.C60

-C60

n.O

nH+



4.6 氨基富勒烯（TAPC-4）靶向治疗肿瘤及其作用机制

IC50 / μM A549 DU145 U87-MG 4T1 B16
TAPC-4 7.1 13.4 10.1 11.4 6.5
TCPC-4 91.7 29 43.6 23.9 61.0

TAPC-4将肿瘤细胞周期阻断在G0/G1期，抑制肿瘤细胞的IC50为~10 µM 实验单位：中科院化学所、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4.6 TAPC-4靶向HSP90、MYH9、Vimentin

实验单位：中科院化学所、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TAPC-4碳笼端进入蛋白疏水口袋发生疏水-疏水作用，氨基与氨基酸残基发生氢

键和静电作用，通过调控靶标的表达或功能抑制肿瘤细胞增值与转移

Cyclin D1

GAPDH

Control PEG-PO
1 mM

TAPC-4
2 mM

TAPC-4

pRB

MYH9

Vimentin

降解HSP90配体Cyclin D1
（导致细胞周期G1阻滞）

Cyclin D1

GAPDH

Control PEG-PO
1 mM

TAPC-4
2 mM

TAPC-4

pRB

MYH9

Vimentin

免疫共沉淀验证靶点
IP(TAPC-4)

TAPC-4-Biotin

MYH9

Vimentin

BeadsInput + +
+

Hsp90

-

M
YH

9

TAPC-4 (10 µM)

0 h 4 h 8 h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20 µm

诱导MYH9从细胞质转移至细胞膜
（抑制肿瘤细胞运动迁移）

Cyclin D1

GAPDH

Control PEG-PO
1 mM

TAPC-4
2 mM

TAPC-4

pRB

MYH9

Vimentin

下调Vimentin
（逆转肿瘤细胞EMT过程）

Cyclin D1

GAPDH

Control PEG-PO
1 mM

TAPC-4
2 mM

TAPC-4

pRB

MYH9

Vimentin
Cyclin D1

GAPDH

Control PEG-PO
1 mM

TAPC-4
2 mM

TAPC-4

pRB

MYH9

Vimentin

分子动力学模拟分析TAPC-4与MYH9的结合模式

22



4.6 TAPC-4高效抑制肿瘤生长与转移

5 mg/Kg剂量下，TAPC-4对肿瘤的抑制率达到80%以上，无明显毒副作用

小鼠黑色素瘤肺转移模型上，转移至肺部的肿瘤结节数量大幅减少

小鼠乳腺癌皮下肿瘤模型上，肿瘤体积和重量显著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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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单位：中科院化学所、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4.7 铁蛋白递送TAPC-4治疗原位脑胶质瘤

IC50值
（μM）

TfR1过表达的肿瘤细胞 无 TfR1表达

U87 HepG2 SW948 MX-1

Free TAPC 17.55 60.98 34.68 11.63

TAPC@HFn 7.061 ↓ 13.22 ↓ 11.73 ↓ 11.46

使用铁蛋白负载TAPC-4 形成稳定的纳米药物，在转铁蛋白受体(TFR1）介导下

富集于肿瘤细胞和突破血脑屏障，对小鼠原位脑胶质瘤的抑制率>80%

85.9 nm

治疗原位脑胶质瘤

TAPC-4与铁蛋白结合模式

实验单位：中科院化学所、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4.7 TAPC治疗黑色素瘤

b. 不同浓度TAPC对B16细胞周期的影响

c. 不同浓度TAPC对B16细胞迁移/伤口愈合能力的影响

a. 不同浓度TAPC对B16细胞活力的影响

实验单位：中科院化学所、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4.8 治疗肿瘤---C31-1+RF+CT纳米刀技术一次性治疗各类实体肿瘤

”纳米金属富勒醇晶体+射频+三维CT影像“”治疗实体肿瘤新技术，是纳米科学和

生物医学相结合的产物。通过破坏肿瘤中的毛细血管使原发性或转移性实体肿瘤组织

快速消融，同时不伤害正常组织，其精准堪比纳米手术刀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6h后 治疗24h后

安  全：高度肿瘤靶向，不伤害正常组织

广  谱：肝癌，肺癌，乳腺癌，膀胱癌…

快  速：单次1小时治疗

简  便：静脉注射

疗效高：动物实验有效率100%

无抗药性：物理破坏肿瘤血管，无耐药性

实验单位：中科院化学所

肝癌H22模型

金属富勒烯加射频治疗肿瘤发明专利

• ZL20*****365005.4

• ZL20****66213.6

• ZL20****643728.6

• ZL20****001410.1



4.9  治疗动脉粥样硬化

治疗效果优于他汀类药物，且无需联合使用阿司匹林，通过降脂及减少血

小板凝集及免疫调节等作用，可以软化血管、消除斑块，显著改善血管健

康水平，无明显副作用

Control 富勒烯治疗

实验单位：中科院化学所、山东药科所

治疗动脉粥样硬化发明专利

• ZL ZL20****034095.3



4.10 治疗帕金森症

C10-1治疗帕金森等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通过抑制线粒体变异、上调多巴

胺、修复神经细胞等作用，治疗效果优于帕金森临床一线用药左旋多巴胺

神经细胞和线粒体透射电镜图

实验单位：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治疗帕金森发明专利

• ZL20****26887.2

• PC****7/078950   美/澳



4.11 其它有效性研究

Nano Lett. 2020, 20, 6, 4487 

ACS Nano 2019, 13, 8, 8597

Theranostics 2020, 10, 6886

肿瘤治疗                    肺纤维化治疗                             贫血治疗                              

          糖尿病治疗                                       难愈合皮肤创伤

Nanomedicine, 2018, 14, 1361

实验单位：中科院化学所、大连医科大学等院所



新 药 开 发五



富勒烯-宇宙送给人类的礼物

水杨酸C7H6O3 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  对乙酰氨基酚 5-氨基水杨酸水杨酸甲酯（冬青油） 水杨酸钠

改变人类命运的化合物

u水杨酸

Ø 公元前1534年的古埃及记载柳树叶的止痛功效
Ø 1763年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爱德华·斯通首次从柳树皮中发现了水杨酸，治疗风湿热病
Ø 1853年法国化学家格哈特合成出乙酰水杨酸，解热、阵痛，治疗关节炎，非常刺激胃
Ø 1897年德国拜耳公司霍夫曼，为降低副作用，合成出水杨苷，阿司匹林。止痛海洛因
Ø 1914年拜耳公司合成对乙酰氨基酚用于发热治疗
Ø 1940年开发了多种水杨酸与磺胺的化合物，柳氮磺胺吡啶
Ø 1977年5-氨基水杨酸用于治疗UC
Ø 1982年英国科学家约翰万发现抗凝机制，获得198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Ø 1985年美国卫生部长玛格丽特宣布“阿司匹林预防二次心梗发作”；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
Ø 近几年，发现预防和治疗结肠癌，提高乳腺癌患者生存率，在抗癌方面显现出其巨大潜力

柳树叶

u富勒烯
富勒烯与水杨酸作用途径相似，吸附自由基、抑制炎症、止痛等

抗炎：口腔溃疡、胃溃疡、结肠炎、痤疮、皮肤创伤

心脑血管：心肌缺血损伤、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炎

抗癌：消化道肿瘤、黑色素瘤、实体肿瘤

老年退行性疾病：帕金森、阿尔兹海默症



富勒烯新药开发路径

化疗引起的消化道损伤、
消化道溃疡性炎症、消化
道晚期肿瘤、皮肤黑色素
瘤、脑胶质瘤、帕金森、
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等

富勒烯 富勒烯
衍生物

金属
富勒烯

开发富勒烯水溶性衍生物，
根据酶、受体、离子通道、
核酸等作用靶点等进行药
物筛选设计。黑色素瘤、
脑胶质瘤、肺癌等实体瘤

根据肿瘤形成脉管的血管
内皮细胞间距100纳米左
右具有EPR效应特点，静
注进的金属富勒烯醇纳米
晶体，在射频作用下产生
相变膨胀，从而破环肿瘤
血管而消融肿瘤



富勒烯新药开发路径

          化合物                     制剂                   临床适应症                 机理                               优势                   新药                  
反复淬灭自由基
多通路抑制炎症
提高免疫力

多靶向抑制肿瘤：
抑制癌细胞迁移
阻断细胞周期在G0/G1期

片剂
混悬剂
肠溶胶囊
栓剂
凝胶剂

防护化疗副作用
溃疡性结肠炎
晚期肿瘤
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难愈合皮肤损伤

药物微针
注射剂
蛋白包覆剂
ADC

皮肤黑色素瘤
脑胶质瘤
银屑病
肺癌
乳腺癌

射频脉冲
纳米晶体注射剂
蛋白包覆剂

金属富勒醇晶体富集在肿
瘤血管（EPR效应），吸
收射频能量发生相变膨胀，
阻断肿瘤血管

实体肿瘤：
肺癌、肝癌、胰
腺癌、胃癌等

C10-3
C10-4
C10-2
C10-6
C10-5

C32-2
C32-1
C32-5

C31-1
C31-2

C60、C70

C60（H2N、COOH、C6H12NO2）

Gd@C82

ü 吸附炎症自由基介
导抑制炎症介质

ü 抑制金属酶活性
ü 靶向消化道黏膜，

无全身暴露，副作
用小

ü “四靶向抑制肿瘤”
ü 微针给药，便捷、

副作用小
ü 蛋白靶向代谢和治

疗，高准确性

ü 分子纳米手术刀
ü 一次性治疗
ü 无耐药性
ü 副作用小



首个富勒烯新药开发计划

原料药工艺完成：中试38批次
制剂工艺完成：中试12批次
质量研究基本完成，稳定性进行中

原料药和制剂

防护放化疗副作用药效，2023.5完成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药效，2021.12完成

药效和药理

药代和毒理，2023.6完成

药代、毒理

完成临床前试验，注册申报临床
前试验，2023.7申报

IND

药学 安全性药效 审评



药学 项目内容 完成时间

原料药

工艺
中试 2022年12月

制备杂质 2022年12月

质量
长期稳定性 2024年4月

杂质研究 2023年12月

制剂
工艺 中试 2023年2月

质量 长期稳定性 2024年10月

药理毒理 研究单位 研 究 内 容 完成时间

药 效 天津药研院 防护化疗药引副作用药效学研究 2023年5月

药 代 药明康德 药代动力学研究 2023年5月

毒 理 药明康德 毒理研究 2022年6月

首个富勒烯新药申报计划



项目 内   容 说明 完成时间

厂房
电弧炉车间，原料药车间：富勒烯分离、精制车间（D级洁净区），动力车

间，制剂洁净区（B/D级）
防爆（A级） 2023年8月

设备

全自动电弧炉、超声反应釜、离心机、外循环、压片机、高速剪切机、泡罩

包装机、灌装机、混合机、软膏机、惰性气体粉粹机、脉动真空灭菌器、纯

水机组、空调机组、压缩空气系统、真空系统、冷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

配电系统，LC-MS、质地分析仪、液相制备柱等

自动控制 2023年10月

生产线

年产富勒烯F10 100kg的富勒烯制备、提前、纯化、精制生产线

自动化 2023年12月

片剂500万片/年、混悬剂10万瓶/年、胶囊500万粒/年的生产线

富勒烯新药生产线建设计划



编号 项目 内容 费用预算

1 生产厂房建设
原料药一般区：800平；
原料药洁净区：D级，500平；
动力车间：300平；

1000

2 配套生产设备设施 详见《新药生产线建设计划》 500

3 研发仪器设备补充 详见《新药生产线建设计划》 500

4 委托研究费用 药效、机理、药代、安全性、结构确认 700

5 自有团队相关费用 人员薪酬、管理费用 800

6 研发物料 200

7 其他费用 动力、房租、其他不可预见 300

合计 4000

富勒烯新药临床前费用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