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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巾药的可知性与新视角角

口口 惠永正  国家科学技术部 !!!

今年 ∀ 月
,

我 国第一个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  四 川 !基地正式挂牌启动
,

四 川 省政府随即召开 了
“

中

药现代化专题报告会
” 。

惠永正 副部长的报告提 出了中药的 可知性以 及中药现代化的新视 角
,

为中药研

究开 发指 出了方 向和方法
,

值得一读
。

尤 其是
,

这一报告 可读性极强
,

相信任何读者都会一 口 气读完
。

故本刊 摘要发表
,

以 飨未能与会的读者
。

张省长
、

李省长
、

各位领导
、

各位同志
#

今天下午
,

很高兴有机会跟各位领导
、

各位同志一

起就中药现代化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思考
。

在四川

讲这件事非常有意义
,

就全国而言
,

四川从领导层面上

讲是最重视
、

最直接
、

最快布 置中药现代化工作 的省

份
。

现在大家都在思考
,

在新的时代 下
,

如何加快 发

展
。

小平 同志提 出的
“

发展才是硬道理
”

是非常正确

的
,

只 有国家经济发展
,

综合 国力增强
,

才能面对各种

问题
。

要发展经济
,

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是关键
。

中央

已明确强调
,

经济发展战略是科教兴 国与可持续性发

展
。

要摒弃过去那种 只重视数量
、

低附加值
、

重复建

设
、

以破坏生态为代价 的发展模式
,

追求以技术进步
、

提高附加值
、

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为特征 的发 展模式
。

信息产业是非常重要 的
,

如 四川的
“

托普
”

公司做得很

好
,

生命产业也十分重要
,

包括农林产业及其农林产品

加工业
、

环保产业
、

生物医药产业等
。

在生物医药产业

中
,

如何才能找到突破点呢 ∃ 我国是制药大国
,

但到 目

前为止我 国 �% & 以上 的化学药 品可 以说是仿制 的
。

随着我国经济走向世界
,

知识产权保护 已发展到 了新

的阶段
,

我国于 � � � ∋ 年重写专利法
,

不但要保护化合

物的制造过程
,

同时还要保护化合物本身
。

那么
,

靠仿

制已经不行了
,

只有靠创制新药
。

但创制新药谈何容

易
,

一般需 % 一 �( 亿美元
,

要用 �( 年以 上的时间
。

国

外医药产业通常 以高投人来获取 高回报
。

对我国来

说
,

因为投人有限
,

这种模式暂 时不可行
,

化学合成药

将受一定限制
。

在基因工程药方面
,

我 国做了大量的

工作
,

但应用范围较窄
。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传

统 中医药
,

在新的时代就有 巨大生命 力了
。

中药现代

化
,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

忽视 中医药是 民族虚无

主义
,

是绝对错误的
,

但是墨守成规不搞现代化也是没

有出路的
。

搞中药现代化
,

对中医药的发展还需要有

一个通盘考虑
。

即 # 我们要让 中医特别是有成就的老

中医仍然用经典办法发展中医药
,

去治病
。

但仅仅这

样是不够的
,

中医药专家讲的话我都听不懂
,

外国人又

怎么听懂呢 ∃ 又比如中药蜡丸
,

要分成小粒才能吞下

去
,

这已不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

中医学理论讲的阴虚
、

阳虚
,

用现代科学 目前还讲不清楚
,

但绝对是有道理

的
,

应该逐步搞清机理
。

中医药要继承又要发展
,

关键

) ∗ +,
− ./ 01 2胡13 4 5 / −31 6 5 , .〔馆, 7 8庆9

3− 5 2:4 ;2, 5
,< ;−4 / 2−2, 5 4 . 36 25 303

5 #
3/ 23 25 3

<



世界科学技术 一 中药现代化★中药现代化专论

是要引导其走向世界
。

几个月前
,

我与美国 => ? 负责

人员谈及中药
,

发现美国人对 中药的态度与一年前相

比
,

有很大改变
。

台湾对中药认 同程度非常高
,

民众非

常喜欢
≅香港开始筹建数码港后

,

已开始运作 中药港
。

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讲
,

香港要发展四个领域 的创新

科技
#

影视业的高科技中心
,

这有难度
,

好莱坞 已达很

高水平
≅ 服装设计中心也不容易超过巴 黎

、

米兰 ≅ 而数

码港
、

中药港很可能做到世界水平
,

有关科研院所
、

投

资者都非常热心
。

但是要指 出的是在 中药方面内地更

有优势
,

我们如能高高举起这面旗帜
,

从实际出发做好

这件事情
,

那么前途不可限量
。

四川省委
、

省政府
,

以

及各方面包括产业界
、

科技界
、

学术界对发展 中药事业

都表现出高瞻远瞩的眼光
。

四川在发展中药产业方面

得天独厚
,

天 时
、

地利
、

人 和都 占全了
。

天时
#

回归 自

然
,

从 自然界中获得更多的药物 已成为世界潮流
。

地

利
#
四川人杰地灵

,

有丰 富的中药 材资源
,

是
“

中医 之

乡
、

中药之库
” 。

人和
#

领导支持
,

有优秀的科研队伍
、

出色的企业家
,

有良好的创业精神
,

各方面都非常关注

中药产业
。

机不可失
,

时不再来
,

应抓住机遇发展新 中

药经济
。

我每次来 四川都感 到深受鼓舞
,

因为四川在

认认真真地培育一些 新的产业
,

如软件
、

家用 电器等
。

四川经济要发展
,

靠谁都没用
,

只有靠四川的九千万人

民在省委
、

省政府的领导下努力奋斗
,

发展具有 自己特

色的经济模式和高附加值产业
,

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

中药产业的产值一年不是说几亿
、

十几亿
、

一二百亿
,

到 Α ( ( % 年
,

如果四川 的 Β > Χ 达到 Δ ( ( ( 一 ∀ ( ( ( 亿
,

中

药产业的产值应 占到全省 Β > Χ 的 �( &
,

即中药有关

产业营销额达到 Δ ( ( 一 ∀ ( ( 亿
,

才可以说 中药产业对四

川省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 的贡献
。

我们应该从

发展经济的大空间来认识 中药现代化产业的问题
。

我想从多个角度来谈 中药现代化的问题
,

谈我个

人的认识及国家已经开始进行的实践和探索工作
。

有

些问题要先讲清楚
,

比如说中药有用吗 ∃ 民族虚无主

义者认为中药没有用
,

但人 民群众和专家都肯定中药

是有用 的
。

对北京
、

上海
、

广州三个城市 �% ) ∋ 户居 民

的调查表明
#

有 )� & 的人认为 中西医药治病各有千

秋 ≅有∋ �
Ε

� & 的人认为中医药的疗效更好 ≅有Α∋
Ε

% & 的

人认为西医药疗效更好
,

但这部分人也未否认中医药

的作用
,

总的来说
,

没有人认 为中医 药无用
。

中
、

西医

药都要发展
,

并不是 哪个有用
、

哪个无用的问题
,

而是

什么疾病用中医药疗效更好
,

什么病用西医药治疗效

果更好的问题
,

更主要的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问题
。

调查一下中国 Α ( ( ( 年来的历史
,

把中国人口 与中

药材的品种数量作 图列表
,

我发现有一些很有意思的

结果  见下表 ! #

年 代 中 药 品 种 数 人 口

公元 ( 年 《神农本草经》∋ Δ % 种

汉 平帝 Α 年 公元 Α 年 ! Δ(( ( 万

汉末  公元 ) �) 年 ! 《本草经集注》∀ ∋( 种

公元 Δ %� 年 《新修本草》Φ ) ( 种

唐天宝 �) 年 ∀ %% 年 ! %∋( ( 万

北宋  公元 � ( ∀ % 年 !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Φ 种

宋崇明 Α 年 公元 � �(∋ 年! ) Δ(( 万

元世祖末年 � Α � ) 年 ! % ∋∀ ( 万

明正德八年 � % � ∋ 年! Δ∋ ∋( 万

明末 � % �Δ 年! 《本草纲 目》�Φ �Α 种

清 康熙元年 � ΔΔ Α 年! � �Φ ( 万

康熙 �Φ 年 � Δ Φ( 年! 转折点 转折点

乾隆末年  � ∀ Δ% 年 ! 《本草纲 目拾遗》ΑΔ (Φ 种

宣统 ∋ 年 �� � � 年! ) %) Φ( 万

民国 ∋∀ 年 ) ∀ ) (( 万

�� � ( 年 � Α Δ (∀ 种

� � � ) 年 � Α 亿

从汉代到明代的 � %(( 一 � Δ(( 年间
,

不管中国有多少水

灾
、

早灾
、

战祸等
,

人 口均在一定水平  % ( ( ( 一 Δ ( ( ( 万 !

波动
,

基本稳定
。

人 口 增长 的大转折 点是康熙 �Φ 年

 公元 �Δ Φ ( 年 !
,

恰巧的是收集 的中药品种增加的转折

点亦是公元 �Δ Φ ( 年左右
。

分析上表
,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 用历史的观点来认

识
,

中华民族的繁衍壮大与中药的广泛
、

长期使用是分

不开的
。

四川药材资源丰富
,

同时人 口也多
,

也许并非

偶然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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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药是什么呢 ∃ 有很多人  特别是学化学 的

人 !认为中药就是天然药物而已
。

其实中药不完全是

天然药物
,

应该说中药是天然资源
、

中国文化
、

历史积

累
、

现代研究等等的集合
。

如果说中药是天然药物
,

那

么就可以去巴西的亚马逊河或东部非洲或印尼
、

马来

西亚找就行了
,

但那些地方没有像我们所拥有的这样

博大精深的中药
。

这说 明中药不单是天然药物
,

而是

上述几方面的集合
。

首先 中药是天然资源
#

从地区分布角度讲
,

中国有

东部季风区
、

西部干旱 区
、

青藏高原
,

四 川介 于其中
。

从品种讲
,

有药用植物
#

藻类
、

菌类
、

地衣类
、

苔鲜类
、

蔽

类
、

种子植物类等 ≅有药用动物 #
赓香

、

熊胆等 ≅ 矿物药
#

砒霜等
。

从天然资源的角度讲
,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

得天独厚的
,

物种繁多
,

可人药品种总数超过一万二千

种
。

其次中药是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

首先表

现在其多民族性
,

有汉医药一中医药
、

藏医藏药
、

蒙医

蒙药
、

傣医傣药
、

苗医苗药
、

回 医 回药⋯ ⋯都各有其特

点
。

傣药对消化道疾病  如 胃病 !治疗效果好
,

藏医药

对心血管疾病治疗效果好
。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原驻北

京代表说过
,

拉萨陆军医 院的草药制剂是世界上最好

的防治高山反应 的药
,

如果把这种药在高 山地区 如哥

伦比亚
、

墨西哥等推广
,

市场容量可能很大
。

中医药的

文化特征表现在完整的医 药典籍 和浩大的理论体系
。

中医 药典籍浩瀚广裹
,

如李时珍《本草纲 目》中记载 的

很多药物现在都一直在用
。

中医药有完 整的理论体

系
,

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组成部分
。

如它的阴阳五行
、

整

体观中的援物比类
,

司外揣 内
,

从外在表现来分析内部

器官脏腑的疾病
,

从整体观念出发来分析人体 的机能

和病理机制
。

虽然大部分理论的现代科学本质还没有

弄清楚
,

但并不能说它是不科学的
,

只是我们的认识程

度还达不到那种水平
。

当然
,

中医理论体系中也有非

科学的
、

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
,

我们要剔除
,

要去伪存

真
。

中药也是历史积累
、

经验积 累的结果
。

有资料说

中药方剂有 �( 万个
,

其实不止
,

据我所知
,

中药的各类

方剂达 ∋( 万个
。

大量的方剂记载于医药学典籍
,

部分

流传于民间
。

这是几千年实践的结果
,

是经过我们 的

祖先以生命为代价进行验证的宝贵遗产
,

是 我们的先

人几千年实践的结晶
。

可以说是
“

上下几千年
,

纵横数

万里
” ,

我们应该理性地去认真思考
、

研究 中华文化 的

这一瑰宝
。

中药是从古到今一代一代医药专家研究的宝贵结

晶
,

是现代研究的结果
,

是中华 民族对全人类的卓越贡

献
。

现在中药仍然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
,

而且 中药

是可以认识 的
,

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

�
、

青篙素的故事
#

在 ∀ ( 年代的越南抗美斗争中
,

越南军民感染疟疾
,

无特效药可治
,

请求 中国政 府支

持
,

希望找到治疟疾的新药
。

当时在中央统一部署下
,

在全国范围内筛选了几千种中药
,

发现青篙治疟效果

最好
,

并从 ∀( 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青篙中治疗疟疾的有

效成分
。

但在出土的西汉马王堆墓  公元前 Α (Δ 一 公

元后 Α∋ 年 !中的丝片里 已有记载
# “

青篙治疟
”
≅ 葛洪

《肘后备急方》 公元 Α Φ� 一 ∋) ( 年 !也有记载
# “

青篙截

疟
” ≅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 公元 �% � Δ 年 !中已清楚地

说明了青篙治疟的配方
。

我们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筛

选很多年得出的结果
,

其实是祖先早 已告诉了我们的

东西
。

想到这些我就有一种难 以名状
、

震撼心灵的感

触
,

就对我们的先人肃然起敬
。

现代人从青篙里分离

出了有效成分青篙素
,

青篙素是不稳定的物质
,

中科院

上海有机化学所 �� ∀ ∋ 年完成了对其结构的测定
,

上海

药物所将其结构改造后合成 了篙 甲醚
,

更 为稳定
。

目

前
,

我国与瑞士诺华公司合作在云南收集青篙
,

提取青

篙素
,

在北京合成篙 甲醚后做成抗疟药
。

篙 甲醚对恶

性疟疾的疗效超过 �Φ &
,

估计年销售额会超过 % 亿美

元
。

诺华公司已代我们在几十个 国家 申请了专利
,

并

由该公司向世界各地销售
。

因为历史原因
,

我们只能

赚取其 中很少 的一部分
,

我希望上述情况今后不再发

生
。

青篙素治疟的机理已 比较清楚 了
,

疟原虫能穿透

血红细胞的细胞壁
,

而青篙素亦能进人红细胞
,

并破坏

疟原虫的 > Λ ?
,

杀死疟原虫
。

青篙素不仅可以 治疟
,

而且还可用于治疗肿瘤等细胞毒性的疾病
,

现在世界

上很多地方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

Α
、

砒霜 的故事
。

大家都知道砒霜是毒药
。

有人

从 �� ∀� 年开始研究吉林民间验方
“ ∀ �∋

” ,

该验方 由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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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
、

轻粉
、

蟾酥等味药组成
,

用于 治疗 实体肿瘤
,

如肝

癌
、

胃癌等
。

� � ∀ Α 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一院张亭栋教

授用其治疗 白血病
,

经药理筛选
,

拆方简化为单味药砒

霜
,

即用砒 霜注射治疗 白血病
。

在 �� ∀Α 一 � � � Α 年 的

Α ( 年 中
,

共收治白血病 �Α ( ( 例
,

完全缓解者 占 �� &
,

是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

追踪统计 的 Α ) ) 例 中有 %) &

存活 巧 年以上
。

正常存活最长者 已达 Α ) 年
,

现在仍

存活
,

为世界之最
。

�� � Δ 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陈

竺等进一步研究表明
#

砒霜之所以能治疗肿瘤
,

是因为

砒霜能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

即自我消亡
,

和诱导细胞部

分分化
,

即逆转为正常细胞
。

该工作得到了国际学术

界的高度评价
,

美国权威杂志评论
# “
⋯ ⋯研究者用现

代医学科学的最新技术对 中医理论进行 了科学 的阐

述
。

将中医药学治疗肿瘤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纳人了现

代医学科学体系之中
。

⋯⋯这是 中医药治疗疑难病症

的典范
。 ”

下面我国讲讲观察中药的新视角
。

中药的多靶性
。

西药是单靶性
,

即常常只作用于

单个酶上
,

抗菌或抗病毒是酶抑制剂
。

中药是多靶性

的
,

如中药小柴胡汤含有多种成分
,

可治疗 漫性 肾炎
、

肝炎
、

哮喘
、

皮肤病等多种疾病 ≅绞股蓝含有 �( ( 多种

活性皂贰
,

也可治多种疾病
。

每种中药犹如一个小药

库
,

它可作用于多个靶点
。

这是中医药整体观的现代

科学依据
。

药理研究者 的正
、

反向思维
。

创制西药是无 中生

有
,

西药的产生过程
,

首先是设计 出某一结构
,

然后合

成类似物
,

再进行筛选
,

从小动物 Μ 大动物
,

从小 鼠Μ

大鼠Μ 狗Μ 猴子等再到人
,

从一期 临床试验到二期临

床试验
,

最后有一部分品种能获得批准生产
。

研究一

个新药常常需要 �( 年左右的时间
,

需花 % 一 Δ 亿美元
,

花了那么多钱必然要收 回
,

所 以西药价格必然 昂贵
。

而中药是几千年来
,

经过我们的祖先以生命为代价
,

进

行了验证的成果
,

是以人为实验对象研究的成果
,

临床

应用表明有效 以后
,

再用动物做实验
,

研究其作用机

理
。

这就是说现代中药研究可 以是在人使用有效的基

础上
,

再来深人研究为什么
。

什么药配什么药治什 么

病
,

什么药与什么药不能配伍
,

古人都已说清楚
。

如砒

霜
,

健康人不能用
,

病人能用但剂量要少
,

是以毒攻毒
,

在两三千年来多有记载
。

中药是几千年的经验积累
,

且有文字记载
,

是广泛大量的实践验证的结果
。

由此

可知
,

从中药出发研究新药是一条多快好省的路子
。

中药与西药 的差异还在于 中药具 有生物调节作

用
。

西药是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
、

直接杀灭病原微生

物
、

病毒或抑制某一种酶等等
,

而中药是生物响应的调

节剂  Ν Ο ? !
,

即通过调动人体 自
Ε

身 的机能来促使人体

康复
,

注重人与 自然 的和谐相处
。

对高龄去世 的老年

男性的尸 解发现
,

高 比例 的人群伴有不同程度 的前列

腺癌
,

这就是癌与人体相伴几年或几十年
,

而不危害人

体的例子
。

控制得好
,

糖尿病也可与患者相伴至生命

终结
。

因此
,

中药的一种治疗思想是使疾病局 限于局

部不扩散
,

让其与生命一起终结
。

中西医在思维观上

不一样
,

西药直接作用于生物病变部位
,

同时带来外来

刺激
,

中药是间接地作用于人体
,

而通过机体作用于病

变部位
。

中医强调环境变化与情绪 因素对人体的影

响
,

这种观点合乎实际
,

现在也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

承认
。

从科学的角度看
,

西医药是从分子生物学 的水平

来认识问题
,

即与单分子水平有关
。

中药与分子集合

体有关
,

因此与细胞生物学和结构生物学相关
,

是整体

观念
。

如 日本研究芍药甘草汤治疗痉挛
,

发现芍药中

含芍药贰
,

甘草中含有甘草贰
,

芍药贰能阻断细胞膜钙

离子通道
,

甘草贰能阻断细胞膜上钾离子通道
,

由于芍

药汤中的成分能同时阻断钙
、

钾离子的传输
,

因此能够

治疗痉挛
。

这就是从分子集合体
、

细胞膜水平研究 的

一个例子
。

社会老年化进程加快
、

疾病谱在不断变化
。

随着

社会发展
,

天花
、

结核
、

霍乱
、

白喉已得到有效防治
。

而

精神疾病
、

神经系统疾病
、

肿瘤
、

爱滋病
、

老年病
、

代谢

紊乱疾病的危害增大
。

中国正在步人老龄化社会
,

老

年病的危害增大
,

中药在这方面有优势
。

新药研究进

程是与疾病谱的发展赛跑
,

以抗 生素为例
,

在本世纪

) ( 年代
,

青霉素治疗疾病 的效果非常好
,

当时青霉素

的价格非常昂贵
,

一支青霉素值一两黄金
。

现在很 多

疾病青霉素都治不了
。

抗生素已经经历了青霉素 Μ 四

环素Μ 红霉素Μ 先锋霉素 Μ 万古霉素等发展
,

细菌也

在不断地学会怎样对付抗菌素
,

耐药菌株不断增多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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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医院手术室的细菌刀 枪不入
,

是很多种抗生素无

法杀灭的
。

经济上的考虑
。

创制西药是高投人
、

长周期 的事
,

发明一个西药需几亿美金
,

�( 年时间
。

一般研究 中药

的成功率为 �7 ) ( (
,

二类新药一般需 ∋ 一 % 年
,

Α 千万人

民币
,

费用相 当于西药的 �7 �( (≅ 而三类新药仅花 Α 百

多万人民币
。

比较而言
,

开发中药成本低得多
,

可降低

医疗成本
,

缓解医疗改革的压力
,

而且种植药材的农民

可得到很多好处
。

问题是路走对 了么 ∃ 天然产物的有

机化学是一部从 自然界中寻找药物的历史
。

从上个世

纪开始
,

德国
、

英国
、

日本
、

美国等都开展 了很 多工作
,

发展 了一门很好的学科
—

天然产物化学
,

但新药却

几十年没有什么进展
。

如美国癌症研究所 Λ ΠΘ
,

每年

筛选极大数 目的化合物
,

但 收效甚微
,

究其原 因
#

一是

脱离历史
,

脱离文化 ≅二是不以 临床实践为指导 ≅ 三是

不重视水溶性成分
。

中国要走出不 同的路子
,

就要重

视上述三点
。

发展 中药事业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首先
,

要从源头抓起
。

即从中药材种植抓起
,

要保

证质量
,

保持生态
,

就应搞科学种植
。

我们在国际上首

先提出了良好农业种植规范 Β ? Χ!
。

国家科技开发 中

心在江苏的银杏实验基地有 �( 万亩
。

银杏中的黄酮

内醋等成分
,

对癌症
、

老年痴呆症
、

心血管疾病都有很

好的疗效
,

已进人欧美国家的主流市场
。

我很高兴得

知四川计划建立 )( 一 Δ( 个道地药材种植基地
,

第一批

�∋ 个基地 中有黄连
、

附子
、

麦冬等
,

这很好
。

其次
,

要搞清症候与疾病的对应关系
。

阴阳五行
、

活血化癖
、

补 中益气
、

芳香开窍
,

在临床上是什么意思 ∃

治什么病 呢 ∃ 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 中药 的广泛应

用
,

现在 已知道 了活血化癖可能与心血管疾病有关
,

因

此要将中医理论表达的症候与各种病对应起来研究
。

小平同志说
# “

不管白猫黑猫
,

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 。

对

病人来讲
, “

不管中医
、

西医
,

能治病就是好医
” 。

病人

和医生关心的是用什么药治什么病
,

适用什么症状
,

有

什么禁忌证
。

如地奥心血康治心绞痛
,

是何种心绞痛
,

是急救药
,

还是一般治疗药
,

必须讲清楚
。

对药品监督

人员就需要告诉他
#

某种药有什么成分
,

比例如何
,

质

量是否稳定
,

即要建立药品规范
。

第三
、

确定 目标走向世界
。

丹参滴丸
、

银杏灵两个

中药已经美国 => ? 同意进人临床研究  ΘΛ > !的预审
。

美方 已同意二期临床实验在中国做
,

每批 Α ( ( 例
,

需一

两千万经费
,

这 已经落实
,

目前进展不错
。

三期临床试

验在美国做
,

需五六千万
,

估计那时大量风险投资公司

将争相投资
。

由美国一家著名药物咨询公司参与并聘

请 了两位我 国最好的心血管专家与两位美国的高级专

家作为该药的研究开发顾 问
,

效果很好
。

发展中药要

从药材种植
、

化学成分
、

生产工 艺
、

药理
、

临床研究
、

销

售等每个环节上制定规范
,

这样中药就能拿 到进人世

界市场 的通行证
,

价格也会 比以前提高 �( 倍
、

Α( 倍
、

∋ ( 倍
。

否则
,

只能像过去那样低水平
、

低效益
。

第四
,

剂型 的改革是 当务之急
。

超细 粉碎
、

膜 分

离
、

超临界萃取等先进技术都应该用起来
。

举例来讲
,

目前欧美时尚不含糖或咖啡因的食品或药物
,

因此脱

咖啡因的咖啡很好销
。

而 中国那 么多的茶叶
,

脱咖啡

因的茶却没人做
。

四川是产茶大省
,

也可 以脱咖啡因

之后取个好商品名称
,

加以包装打扮出 口
,

可赚很多外

汇
,

超临界萃取就可用上了
。

中药的制剂工艺要借鉴

西药的制剂工艺
。

第五
、

中药的知识产权保护刻不容缓
。

基础研究

要加强
,

信息系统
、

新引导化合物
、

作用机理研究等都

要加强
。

要大量搜集验方
,

成立验方评估中心
。

如先

收集一千个验方
,

经评估有一百个有较显著的疗效
,

那

么先做成中成药卖
,

再请科学家做各个方的拆方研究
,

开发出新化合物以申请专利为 目标
。

我国的中医药科研力量较强
,

全国有 Α % ( ( 多所中

医院
,

∋ ( 多所中医 高等院校
,

% ( 多所中医中等学校
,

有

∀ ( 多所 中医 药研究机构
。

四川 的科研 力量也较强
。

当今世界潮流是反朴归真
,

就是从 自然界中获取更多

的药物
。 “

路漫漫其修远兮
,

吾将上下而求索
” 。

中药

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平坦
,

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
,

我

希望四川 的中医药界从业人员与全 国有志者共 同努

力
,

为将我们 民族伟大的瑰 宝
—

中药变成全世界人

类共 同享有的财富
,

变成我国发展经济
、

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的重要源泉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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