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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回 迫 纪 日习
巾 药 贝代 化

口 肖培根 丰昌氰霖鳌薪璧
, 药用植物研究所

面对 世纪
,

在 中药正 面临 良好机遇 的同时
,

又

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

随着中国医药市场愈来愈融人

国际医药大市场中
,

已面 临强 大跨 国医药集团的激烈

竞争
,

我国传统中药产生的众多产品
,

由于 尚不能符合

国际医药市场的标准和要求
,

销售份额不过百分之几
,

同时还受到亚洲国家 中的 日本
、

韩 国
、

印度
、

泰 国等传

统医药产品的巨大威胁
。

因此
,

在走 向 世纪 的关键 时刻
,

具有传统优势

的中医药
,

必须坚决依靠现代科学技术
,

努力开发 中医

药这个伟大宝库
,

通过实现中药现代化
,

更好地满足人

民保健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

一
、

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

大力研究开发

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现代中药

现代中药是指来源 于传统 中药的经验和临床
,

依

靠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
,

遵循严格 的规范

标准如
、

以 及 等所研 制 出的优质
、

高

效
、

安全
、

稳定
、

质量可控
、

服用方便并具有现代剂型的

新一代中药
。

这种新型 中药科技含量高
,

具有
“

三效
”

高效
、

速效
、

长效
, “

三小
”

剂量小
、

毒性小
、

副作用

小 以及
“

三便
”

便于储存
、

携带和服用 等特点
,

符合

并达到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对产品的标准和要求
,

可 以

在 国际上广泛流通
。

从国产 中草药中已经成功地开发 出一批新药 包

括结构改造 的新药
,

例如治疗疟疾 的青篙素和 篙 甲

醚 治疗肝炎的五味子素和联苯双醋 治疗冠心病心绞

痛和高血压颈项强痛的葛根总异黄酮 以雷公藤甲素

为质控标准
、

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雷公藤制剂 从千层

塔 中提取防治老年痴呆和改善单纯记忆障碍的石杉碱

甲 从 山蓑若中提取能改善微循环
、

治疗有机磷农药中

毒的山蓑若碱等
。

这些均为现代中药的研究开发创造

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

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

可 以从 中草药资源 已 经

形成的三个新药开发源泉入手 参见图
,

这样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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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与开发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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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多途径研究开发中草药进入 国际市场 示愈图

大大节省人力
、

物力及财力
,

收到事半 功倍 的 良好 效

果
。

, ,

种 中草药 绿 色植 物
,

可 参考它们 的

传统疗效
,

及所含成分的信息资料
,

开展活性方面的定

向筛选
。

二 ,

种左右近年被批准 的中药新药
,

进一 步

研究其有效成分或有效部位
,

改进剂型
,

达到进一步提

高疗效
,

降低毒
、

副作用
,

便于质控的 目的
。

二 ,

种 已注册及上市 的中草药
,

根据 国内外

市场需求
,

选择疗效突出
,

无毒
、

副作用
,

质量可控的品

种
,

进一步开展深人研究
,

进行产品的再次开发
。

二
、

高质 中药原料的研究和生产
,

以及

中药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现代中药
,

其物质基础便是高

质量的中药原料
。

为保证提供优质
、

稳定的中药原料
,

在道地药材研究的基础上
,

选择 品种并在最适宜生长

条件的地域种植或饲养
。

通过对中药材最佳采收期的

动态研究
,

确定每种 中药材 的最佳采收期
。

现代 中药

必须严格保证所用 的药材原料无污染
,

农药残 留和重

金属含量在十分安全的范围内
,

药效物质基础 的含量

稳定可靠并有严格的质量标准
。

根据这些要求
,

国际

上正积极地在探索《药材生 产管理规 范 》 的实

施
。

并把
“

绿色中药材
”

的生产看成是可持续农业 中的

一个组成部分 积极发展生物防治
,

推广有机肥料
,

提

倡植物性农药及低毒
、

易降解农药
,

注意保护生态及生

物圈的平衡
。

在 世纪
,

人类将更加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和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

这便是为什么在 年各 国首脑 云

集里约热内庐
,

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

共同签署

了《生物多样性公 约 》
,

并通过 了《 世纪议程 》
,

呼吁

各国应在保证环境和生 态不破坏
、

资源可永续利用 的

前提下发展经济
,

强调这是关系到人类前途和发展
,

全

球均应共 同关 注 的重 大课题
。

结合到 中药 资源 的保

证
,

应该要抓住挽救
、

研究和合理利用这三个环节
。

挽

救包括建立基因库用于保存药用动
、

植物的基 因 迁移

珍稀濒危动
、

植物至饲养地和植物园以保证物种 建立

专门的 自然保护区以保护当地的生物和生态系统
。

研

究则应围绕利用先进的方法和手段 如生物技术 来快

速繁殖一些珍稀濒危品种 研究在 自然或人工控制条

件下个体更新的速率及规律等
。

合理利用应特别注意

防止中药资源的过度滥采滥伐
,

积极发展软科学 的研

究
,

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现状
,

摸索规律
,

进行资源科

学的宏观调整和控制
。

。 , , 。 。 人 〔惬。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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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生物技术在 中药研究 中的应用

生物技术在 世纪将对生命科学 的各个领域产

生 十分深刻的影 响
,

中药 当然也不例外
。

由于 中药具

有中医传统疗效作用 的特点
,

因而有关 中药生 物技术

的研究必须结合这个特点
, “

既要 积极
,

又 要慎重
” ,

首

先可 以在以下方面发展研究

对 中药品种进行更深入客观的鉴定研究 例如

最常用 中药中的贝母
、

白芷
、

黄茂
、

大黄等
,

目前对之基

源植物
“

种
”

间的划分
,

看法上有很大差距
。

由于

分子作为遗传信息的直接载体
,

相对 比较稳定
,

因 而可

以选择合适 的 分子遗传标记技 术
,

如 限

制性 内切酶酶切 片段 长度 多态性
,

随机扩增

多态性 等方法
,

所得结果再 结合形 态
、

袍 粉
、

生

化
、

染色体等多方面的研究
,

使能对 中药基源植物
“

种
”

及
“

种内等级
”

的划分得出更科学和客观的评价
。

这种

基础性研究
,

对中药品种鉴定
,

质量管理 以及生产发展

等均将起到重要 的作用
。

生物个体的扩增及大规模培养 利用植物培养

技术将植物的分生组织进行离体培养
,

建立 无性繁殖

系并诱导分化植株
,

此方法对一些珍稀濒危 中药的保

存
、

繁殖和纯化是一 条有效途径
。

利用 大规模培养技

术来进行 中药 繁殖 也有很好 前 景
,

目前 已 有 兰 花
、

百

合
、

草葛
、

马铃薯等利用器官大规模培养试验成功的报

道 近年更有采用 发根农杆菌感染植物组织
,

形成 毛

状根
,

扩增速度十分快速
,

近年已发展一种新的培养系

统
,

如用 吨发酵罐生产的人参毛状根 已 可 商品化生

产 还可用根瘤农杆菌感染植物组织形成畸形芽
,

并已

在薄荷
、

颠茄
、

烟草等药用植物上取得成功
。

世纪 年代人类首次运用
“

无性 繁殖
” ,

成功

地诞生 了一头名叫多利 的绵羊
,

为下世纪利用 生物技

术来繁殖濒危药用动物
,

如犀牛
、

察
、

虎
、

穿山甲等带来

希望及新的热点
。

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 一是有关代谢途径基 因

工作的研究
,

在 找 出形 成药用 植物有效 成分 的
“

关 键

酶
”

以后
,

再选择合适的载体和受体的适 当部位和适 当

发育时期予 以表达
。

例如 日本科学家发现天仙子胺

俘一 经基化酶是合成蓑若胺 的关键酶
,

将此 酶的基 因

通过 质粒转移到富含天仙子胺 的蓑若毛状根 中
,

蓑

若胺的含量 即比对照者增加 了 倍
。

另一是有关转基

因植物反应器以生产外源基 因编码 的产物 如
一

括萎

素
,

干扰素等
,

随着表达效率的提高和受体植物范 围

的不断扩大
,

将有可能在传统 中药材 中加人有用 的新

遗传特性
,

例如增加植物的抗病能力等
。

四
、

中药在保健
、

疾病预防以及提高

生活质 等方面的应用

随着生产水平在提高
,

人类 的生 活将 由温饱型 向

小康型再 向富裕的享受型 方 向转化
,

由于科学技术 的

高速发展
,

人们对人体各项生理
、

生化指标的检测将变

得更加 自动化
、

快速化和普及化
,

更容易觉察到 自身在

各方面 出现 的病理变化
,

同时
,

将更 多地依赖 日常的
“

保健食品
”

来调 整和预 防人体的各种病理改变
,

保持

健康的体魄
。

在 世纪后 叶
,

科学家们对可 以防治疾病的保健

食品开展 了深入的研究
,

并有许多重要 的发现
,

例如蔬

菜 中的花椰菜
、

萝 卜
、

大蒜
、

芦笋
、

慧该仁
,

菌类的香菇
、

银耳
、

灵芝
,

海产中的鳖鱼软骨
、

海参等
,

均具有防治肿

瘤的作用 灯笼辣椒
、

野蔷薇果
、

刺梨果
、

葡萄籽及皮的

提取物
、

绿 茶等
,

常吃或 饮用 能 防治心 血 管方面 的疾

患 核桃
、

黑芝麻
、

构祀子等具有抗氧化
、

防衰老等方面

的作用
。

可 以 预测
,

随着保健食品功能性 成分 的不断被 阐

明
,

更加深人研究它们对人体的作用
,

新型 的保健食品

工业将在下个世纪有蓬勃发展
。

新一代保健食品将不

断被开发出来
,

它们应具备 以下各种条件 来源于 自然

界无污染的新鲜绿色食品
,

美味可 口
,

可以长期服用而

无毒
、

副作用
,

有充足的科研数据证 明它们对人类具有

某方面的保健功能
,

它们的功能性成分和营养成分均

必须有定量的标示并可检测和控制
。

由于需求上 的 日

益多样化
,

这些保健食品的规格也将会更加多样化
,

它

们中的绝大部分种类将是来源于天然 原料
,

经过人工

再加工
,

按色
、

香
、

味
、

功能性成分和功能要求所制成的

各类产品
。

在新世纪里
,

为 了防止环境污染和一些化学物质

对人体的毒害
,

衣食住行尽量 以取 自天然的为好
,

将成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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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志生活质量提高的新时 尚
。

世纪末
,

在一些发

达 国家已经开始禁止某些人工合成的色素和香料的使

用 由于人工合成的农药对环境和人体的严重危害
,

在

下个世纪
,

人们将更加重视对新一代植物性农药的开

发
,

过去被称为
“

土农药
”

的苦株
、

苦参
、

雷公藤
、

鱼藤等

又重新受到重视和深人的研究
。

在畜牧业和家畜业方

面
,

为了避免激素和抗生素对人体被动摄人
,

对于一些

来源于天然的畜药
、

禽药
、

健康饲料等也将成为研究和

开发热点
。

随着地球城市化面积 的不 断扩大
,

大 自然清新的

空气也变得珍贵了
。

城市居 民除了在居室里种植各种

绿色植物外
,

还可 以 享受用 人工模式所制造 大 自然森

林那种清新的空气
。

近代研究表明
,

不少天 然 的芳香

油对人体也有医疗保健作用
,

例如空气消毒
、

镇静
、

安

眠等方面的作用
。

人们可 以 根据需要 和爱好
,

在居室

里不时喷雾 出某些花卉的芳香供您享用
。

总之
,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

人们将会更好地

去开发和利用 中草药资源
,

从 中开发出新的天然香料
、

甜味剂
、

苦味剂
、

天然化妆品等等
,

中药在保健
、

疾病预

防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作用
。

五
、

信息 系统与中药现代化

对中药现代化发挥重大作用 在信息化方面
,

重点要提

高信息和 网络化水平
,

对 已有有关 中药 的数据要进行

整理
、

完善和提高
,

应重点加强
、

充实有关 中药现代科

学研究 中药 活性成 分
、

药理作用
、

毒性 等 方 面 的 内

容
,

使已有的信息从静态发展为动态
,

从点线提升到三

维立体的高度
,

并实现信息高速公路化
。

在智能化方面
,

鉴于我 国有极 为丰富的传统经验

包括中草药及方剂 信息
,

仅方剂就超过 了 万个
,

这方面组成 了我国的独特优势
,

我们在 年代就对历

年所调查收集的
,

个 中草药传统方剂进行 了计算

机统计分析
,

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

例如鱼腥草
,

其清热解毒传统疗效系数高达
,

注 据我们测算
,

传统疗效系数大于 者
,

均有较大参考价值
,

通过

研究
,

从 中开发出新药鱼腥草素 乌头类药物镇痛的传

统疗效系数也较高
,

为
,

说明了除 已 开发 的镇痛新

药拉帕乌头碱外
,

从乌头类植物寻找镇痛作用好
、

毒性

低的新药仍有较 大前途
。

同时
,

国 内外也 已对天然药

物和传统药物开展 了许多科学研究
,

积 累了大量现代

科学研究的信息
。

如何能从这两方面浩若烟海的信息

中
,

藉助于人工智能的方法获取得到有用 的知识 与规

律
,

国际上 目前流行 的
“

数据库知识获取
”

可 以

在这方面发挥很好的作用 图
。

在 世纪中有更加 飞跃 发展 的信息 系统无疑将

使用者

输入

知识获取

预处理
数据库

操作系户

本领域

的知识

操操 作 者者

数数据库库 数 据据 模 式式 模式式 知识编辑辑

接接 口口 聚 焦焦 提取取 评价价 》二 〔〔

》》 〔〔》 〔〔》 〔〔》 〔〔〔
叹叹、尸尸

专专 家 系 统统

中药及方剂信息源

图 数据库知 识获取 系统示 意图

六
、

中药现代化 系统工程

为了增强产品在 国际 医药市场上 的竞争力
,

保证

创制现代中药在科研与开发上所需 的巨 额资金
,

必需

尽快组建起包括科
、

工
、

农
、

贸一体化有强大经济和科

技竞争实力的大型 国际级 中药企业集团
,

这样便有可

肠
、‘龙 。 。 人、

卿 入公“ 。 。人 心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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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启动以 中药现代化为核心的系统工程
,

其 中包括 高

质量和稳定可靠的 中药材原料 对所生产 的 中药原料

和成品建立起一整套符合国际标准 的质量标准 对现

代中药中的各单味药及其复方 中的药效物质基础
,

其

作用机理有更深入 的了解和揭示 对现代 中药的疗效

和安全性 的评估达到国际普遍认 可 的高标准
,

在充分

了解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药代动力学 的基础 上
,

采用

先进 的工艺流程
,

制成药物利用 度最 佳 的现代剂 型
。

与此 同时
,

还将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和现代营销手段
,

推

广和传播现代中药的知识和信息 通过合资和融 资积

极引进并消化各种先进的制药设备的技术以及药品的

现代化管理
。

生物技术的应用 以及信息化和智能化也

将根据任务需要得到发展
。

中药现代化系统工程的实施
,

不但能很 好地满足

国内医疗保障体系对药物的需求
,

而且还 能促进 中药

走向国际
,

更好地为世界人 民的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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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应该引人细胞的破壁率和粒度谱的概念
,

必须建立

一个完整的规范的质量评价体系
。

五
、

结束语

现代制药粉体工程技术是对药物进行微观组合
,

充分利用微粉化
、

复合化
、

精密化
、

表 面改性及粒子设

计技术使药物达到最高水平
。

在这方面可研究利用 的

技术空 间十分广阔
。

该技术的深人研究及应用对中药

来说将是新的技术增长点及新的经济增长点
。

中药是我国的国宝
,

我们应该用现代制药粉体工

程技术
,

协助中药技术及产品开发的科学技术界同仁

共同使其继续发扬光大
。

以现代中药改善我国人民的

生活质量
,

用现代中药为国民经济增长做贡献
。

任重

而道远
,

需要各行业 的共 同努力及政府有关部 门领导

的支持
。

只要我们努力
,

相信不用太长的时间
,

我 国中

药现代化工作会上一个新 的台阶
,

开始一个崭新的阶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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