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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草药栽培现代化的基础性研究应在以下方面深入进行：!" 药材品种的选育和种

质资源的保护；#" 栽培方式、田间管理模式和有效成分含量的关系；$" 研究既控制病虫害；又保

证产出的药材农药残留不超标的病虫害防治措施；%" 农药的使用对药材生长及有效成分的影响；

&" 大量营养元素及其它一些微量元素与药材生长及有效成分积累动态的关系；’" 连作问题；

(" 外源有害物质的控制；)" 开拓新的中药材生产方式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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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以其独特的理论和

可靠的疗效发展了几千年，展示

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化学合成药

物有时对一些现代疾病显得束手

无策，加上其研制成本高且毒副

作用明显，使得国际市场对天然

药物的需求日益扩大。我国提出

了 中 药 现 代 化 研 究 和 开 发 战 略 ，

以使我国中药材资源转变成现实

生产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中

药现代化基本上可概括为以下内

容：中草药栽培的现代化、中药新

药的现代化研究与开发、中药加

工与生产的现代化、中药质量标

准的现代化、中药现代化营销。

在 中 药 现 代 化 的 几 个 方 面

中，中药栽培的现代化是基础。国

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中药材规范

化种植的研究和基地的建设，科

技部公布的“十五”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项

目中，明确列入“常用中药材规范

化种植”，现在已经有百余种常用

中 药 材 开 始 建 立 规 范 化 种 植 基

地。中药材栽培其实是属于特种

经济作物产业，与种植其它农作

物相比有其共性和其特殊性，我

们 认 为 除 了 现 行 的 一 些 研 究 外 ，

还 应 深 入 进 行 相 关 的 基 础 性 研

究。

一、药材品种的选育和

种质资源的保护

传统中药将 许多不同 种源的

植物作为同一种药材入药，甚至

在药典中同一药名下列有多种药

材。“八五”、“九五”科技攻关计划

已将“中药混乱品种整理”、“中药

材标准规范化研究”等重点项目

立项，并取得进展。但作为某一种

（植物分类学上的种）药材还存在

着种植品种的不同，这一点被大

家忽视。在药材生产的基层单位，

中草药栽培现代化的研究思路

"薛 健! 张丽萍 赵永华 杨世林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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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希望科研人员提供高产优

质的药材品种，然而绝大多数的

药材还没有新品种。应该学习农

作物研究管理的经验，使药材品

种的选育走上科学轨道，使品种

选育的研究、评审、鉴定、登记、专

卖都实行科学管理。种植企业也

不用到处盲目的买种子种苗，可

以集中精力种好药材。

许多中药品种濒临灭绝 * + ,，尤

其是生态条件相对脆弱地区的道

地药材，它们的存在对当地的生

态平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滥采

滥挖使这些药材急剧减少并使当

地生态环境更趋恶化，而恶化的

生态条件使这些药材更难生长和

存活，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突出的

如内蒙的甘草、新疆的雪莲、青藏

高原的冬虫夏草等。种质资源是

育种的物质基础，尤其是野生亲

缘植物和古老的地方种是长期自

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产物，具有

独特的优良性状和抗御自然灾害

的特性，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和品

种改良的源泉。如人参在长期的

种植过程中由于自觉不自觉的选

择及长期的生态适应形成几种农

家品种，几种类型各有特点：大马

牙、二马牙生长快，根产量高，但

皂苷含量偏低；长脖生长慢，产量

低，而皂苷含量高 * ! , 。因此，种质

资源的收集、保存不仅是遗传研

究的基础工作，而且是优良品种

选育的基础。科技部“十五”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创新药物和中药

现代化”项目中，已将“建立濒危

中药材种子种苗人工繁育和野生

抚育的方法”列入其中应加大研

究力度。

二、栽培方式、田间管理模式和

有效成分含量的关系

研究药材栽 培方式、 田间管

理模式和有效成分含量的关系及

有效成分的积累动态，目的是建

立标准的生产技术体系使有效成

分和药材产量二者达到综合最佳

值，而不是一味追求产量，这对生

产优质药材非常重要。比如检测

丹 参 样 品 中 丹 参 酮!- 的 含 量 低

的不足 "’ +. ，高的 "’ /. 以上，有

/ 倍之差；金银花所含绿原酸高的

有 0’ 1. ，低的才 "’ 0. ；淫羊霍

所含淫羊霍苷高的有 0’ "". ，低

的才 "’ +. ；所以不能只看产量。

!""! 年 2 月 ( 日国家药监局公布

的中药材质量抽检结果，抽检样

品 +"/1 件有 #". 不合格，其中有

10’ (. 的 有 效 成 分 含 量 不 合 格 ；

!""0 年 / 月 !3 日，国家食品药品

监 管 局 通 报 了 !""0 年 第 二 季 度

药品质量抽查检验情况，共抽取

样 品 !!13 件 ， 涉 及 药 材 品 种 2(
种。其中，合格件次为 +(+( 件，不

合格件次 (#0 件。这反映出许多

老中医感到“方好药不灵”的因

由。中药材中令人感兴趣的大多

是它们的次生代谢产物，这些化

合物的合成和积累机理、动态与

农作物的淀粉、蛋白质、脂肪等类

化合物有很大区别，有些成分甚

至 正 是 因 为 逆 境 的 胁 迫 而 产 生

的。因此，各种田间管理措施不应

照搬农作物的经验，应研究栽培

方式、平衡施肥方案，找出最佳田

间管理模式；研究药材生长过程

中有效成分积累动态以及和生态

环境的关系，找出最佳收获期，使

收获的药材能够达到道地药材的

外观及内在品质。对古老的用颜

色、外观、长短、粗细等方法来判

定药材质量等级的方法应批判地

继承。每年我国有大量的鲜桔梗

出口韩国，用来制作特色朝鲜小

菜；还有大量鲜紫苏叶出口日本，

他们和生鱼片一起食用，这时的

栽培方式就应有别于药用产品的

栽培，只要符合当地食品标准即

可，而不必追求有效成分。

三、研究既能控制病虫害，又能保证

药材中农药残留不超标的措施

根据“九五”攻关课题“中药

材质量标准规范化研究”中对 /!
种中药材的 21" 份样品的检测结

果及多年来的文献报道，中药中

六六六和滴滴涕检出率近 +"". ，

部分栽培的根类药材更是污染严

重，一些鲜用的菊花、金银花也查

出禁用农药。许多国家和地区按

食品标准要求中药，只要某个指

标超标一律停售并销毁。中草药

栽培管理和收获加工应严格遵循

4-5 操作规程：

+’ 农药选用

不 能 使 用 国 家 禁 止 在 蔬 菜 、

水果、中药材上施用的高毒、高残

留农药品种如 03++、+("1、+"13、

#"+、苏化 !"0、甲基 +("1、杀螟

威、久效磷、磷胺、甲胺磷、异丙

磷、三硫磷、氧化乐果、磷化铝、氰

化物、呋喃丹、氟已酰胺、砒霜、杀

虫醚、西力生、赛力散、溃疡净、氯

化苦、五氯酚、二溴氯丙烷、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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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滴滴涕、五氯硝基苯等，应科

学合理地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化

学农药。

!" 农药残留动态

应分别针对每一种药材的病

虫 害 发 生 发 展 规 律 来 试 用 农 药 ，

有关科研单位和企业应组织力量

研究某种或某几种农药对病虫害

的防治效果和在这种药材上的农

药残留动态，以找出最佳农药使

用方法来保证收获时药材中的农

药 残 留 不 超 标 又 有 好 的 防 治 效

果，制订出一系列的农药安全使

用标准，并严格控制农药的安全

间隔期，尽量减少施药次数和降

低用药浓度。

#" 针对性使用农药

针对某一种药材的 病虫害发

生特点，还可通过种衣剂的研究，

提高农药利用度及病虫害防治效

果，降低农药的用量和残留量。

$" 利用生物农药 % # & 防治药材

病虫害

在 病 虫 害 发 生 期 使 用 高 效 、

无毒的生物农药，并设法保护天

敌，总结出一套以生物防治为重

点的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 年

代以来，我国先后研制出 )* 乳剂

+!,-、)* 病毒复合剂、螨虫素、拒

食 剂 等 生 物 杀 虫 剂 与 生 物 拒 避

剂；井岗霉素、农用链霉素等生物

杀菌剂。这些生物农药也已经用

于 药 材 病 虫 害 防 治 。 如 应 用

!((./ 0 1 农用链霉素液灌根防治

药材软腐病、青枯病，用井岗霉素

,((( 2 ,3(( 倍 液 防 治 药 材 炭 疽

病、霜霉病，用 )* 乳剂 #(( 2 3((
倍液防治药材菜青虫、小菜蛾等

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效果。

3" 利用害虫的天敌进行虫害

防治

如利用肿腿蜂防治天牛的危

害。

-" 采用科学方法加工中药材

采后加工过程中放弃一些传

统方法，如硫磺熏蒸、洗涤剂漂白

等。

总之，合格的药材 不是最终

检验出来的，而是科学化、规范化

的模式种出来的。

四、研究农药使用对药材

有效成分的影响

首先，国内生产销 售的农药

都只通过在特定的农作物上的药

效实验，被允许在特定的农作物

上施用，而在中药材上都未进行

过药效实验。因此，原则上不应随

意施用，需经科学实验后再扩大

面积施用。例如，!((# 年 ,! 月 ,-
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报

道了 4(( 多户农民耕种的 #((( 多

亩水稻几乎颗粒无收的事件，起

因是由于农药禾果利中含有烯唑

醇，如果在水稻抽穗期间使用会

抑制水稻生长。根据农业部的农

药注册登记，禾果利的适用范围

仅仅是小麦和梨树，国家没有批

准农药禾果利适用于水稻，而厂

家产品说明书却印上可以用于水

稻，导致农民一年的血汗付之东

流。盲目地使用未在药材上做过

实 验 的 农 药 也 将 会 面 临 这 样 风

险。

我所研究显示 % $ &，使用某些农

药可使一些特定的药材有效成分

含量降低。实验选用农药敌克松

防治药材洋金华的病害，不同浓

度喷药后，洋金华的生物碱含量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且在施药

后的 ,( 2 ,3 天内，下降的幅度显

著，其影响机理还需要进行深入

广 泛 的 研 究 。 这 应 引 起 广 泛 重

视。

五、大量营养元素及其它一些

微量元素与药材生长及

有效成分积累动态的关系

研究表明，土壤中氮、磷、钾、

钙、铁、镁、硫等大量元素和其它

一些微量元素是植物生长所必需

的，而且每一种植物所需要的量

和种类也不尽相同，曾有人叙述

了不同种植年限的药材中微量元

素和土壤中的微量元素的变化情

况，但没有述及和有效成分变化

的关系，这明显降低了其工作意

义。我们建议研究药材生长及有

效成分含量的变化和土壤中营养

元素的关系，也就是说，研究测定

土壤中的大量元素和其微量元素

在 药 材 生 长 及 收 获 后 的 变 化 情

况，可以得到这种药材的需求状

况，在以后种植实践中特意加入

这些需要的元素，再观察其生长

状况及效成分确定这种药材“喜

欢”的营养元素，研究针对不同药

材的氮、磷、钾和微量元素的平衡

施肥方案和施肥技术，这些在粮

食 和 蔬 菜 上 有 细 致 的 相 关 研 究 ，

而药材的相关报道较少，通过施

肥方案的深入研究还可以研制出

各种药材的专用肥，申请专利，造

福社会。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中药材资源与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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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连作问题

连作（*+,&-./0.1）俗称重茬，

是一种耕作方式，它是指在同一

地块连续种植同一种作物。一般

来说，每一种作物都有它最适宜

的种植区，如果这个区域较小，这

种作物的经济价值又较高，农户

就要连作。但是经常发现连作使

产量大幅度降低、产品品质下降，

据报道 2 3 4 大豆因连作而造成的减

产可高达 5" 6 7"8 。而东北的人参
2 ( 4 产区的农田要经过抛荒多年才

能复种；贝母、元胡连作后造成药

材病虫害发生非常严重，使药材

产量、质量严重下降。大豆连作研

究结果表明，由于连作所产生的

根系分泌物及残茬腐解物对下茬

作物的毒害作用、土壤中植株生

长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含量降低且

比例失调、寄主病虫害有了比上

茬更充足的寄主作物所以繁殖量

大大增加使危害加重、土壤微生

物 种 群 数 量 失 衡 6 有 益 菌 群 减

少、土壤生物肥力及某些理化性

质的改变等是引起减产的主要因

素。因此对中草药种植应研究如

何避免这种状况，有效地控制病

虫害的发生，如应用有效的轮作、

间作、套种的种植方式防止重茬

的危害。

七、外源有害物质的控制

药材的农药 和重金属 污染问

题早就引起社会关注，铅、镉、汞、

砷、铜等元素含量超标一直是中

药安全性的焦点问题之一。据中

国贸易报报道，德国某医院从我

国某中药集团进口大批饮片，其

中 7" 余 种 不 合 格 药 材 中 重 金 属

含量超标的有 55 种占 7#8 ，其中

川芎 ( 次检验均因重金属超标而

被德国药检部门销毁，!" 世纪 9"
年代以来发生多起 “重金属超标

事件”，成为国际医药市场的热门

话题，严重损害了中药的形象，造

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重金属污染 和某些农 药残留

是由土壤、水源、大气环境及储藏

运输过程引入的，在进行药材种

植 前 要 对 种 植 环 境 进 行 背 景 检

测。研究表明，镉、砷、铅在药材土

壤 中的 临 界浓 度 分 别为 "’ !:1·

;1 6 5，5"":1·;1 6 5，5"" < !"":1·

;1 6 5。应探索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

的办法，用客土换层、地底暗灌、

配方施肥、生物固定、采用微生物

降解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等综合

农艺措施。实践表明，增施有机

肥，可明显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增

加土壤环境容量，提高土壤还原

能力，从而可以使铜、镉、铅等在

土壤中呈固定状态，植物对这些

重金属的吸收量相应地减少。还

可以种植一些超积累植物，将土

壤中过量的重金属吸收移走，使

土壤环境达标后再进行中药材生

产，对此作者曾有详细讨论 2 = 4 。

八、拓展药材种植途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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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法是一些珍稀濒危中药种

质的保存、繁殖和纯化的有效途

径。目前已有芦荟等利用器官大规

模培养的报道，还有用培养植物的

毛状根，有很快的扩增速度，已成

为新的培养系统，如用发酵罐生产

的人参毛状根可商品化生产。我国

药用植物的培养在细胞、器官和毛

状根等方法均有涉足，对长春花、

三七、三分三、紫草、红豆杉等进行

了大规模培养的探索 2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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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组

织培养技术繁殖脱毒苗，使培养

的小苗不再携带通常的病菌以减

小病虫危害。

!’ 无土栽培

不用土壤，而以砂砾、泥炭、

蛭石、浮石、锯木屑等化学惰性物

质作为培养基质，然后供给含所

有必需元素的营养液的一种科学

栽培植物的方法 2 9 4。利用无土栽培

生产优质、无污染或少污染的新

鲜药材，如兰科植物石斛自然生

态是湿热近乎气生，可模仿其生

境进行无土栽培实验，利用智能

型温室，进行药材的高度集约化、

智能化生产。

中药现代化 发展纲要 中强调

了中药栽培的重要性，并陆续投

入经费支持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

地的建设，我们应在国家这些政

策支持下进行深入研究，使我们

的中药材栽培跨上科学化、规范

化的新台阶，而不应停滞在药农

种植药材经验的水平 2 5" 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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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中医药国际竞争主动权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

并发布与中医药相关的国际行业标准，通过标准化建设，

推动中医药在世界各国 !地区 " 健康有序地发展。世界中

医药学会联合会 !简称“世界中联”" 副主席兼司库龙致贤

教授介绍，世界中联之所以把中医药标准化问题作为重

中之重来看待，主要是基于目前中医药发展所面临的内

部、外部环境。当今社会，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一

定程度上掌握了技术和经济竞争的主动权。中医药国际

标准主要有 # 个方面。一是中药国际标准，二是中医教育

的国际标准，三是中医医疗机构的国际标准，四是中医师

资格认证的国际标准。这 # 个标准从人才培养、机构设

置、行医资格、中药质量等方面为世界中医药行业提供了

统一的规范，从而保证中医医疗服务质量，保障用药安全

有效。有了这样一套标准，中医药在全世界的管理就有章

可循，有据可依。

龙教授指出：中药国际标准示范工程，是使中药事业

“规范化、系统化、市场化”进程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在总

结我国近几年来开展中药现代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通

过实施中药国际标准示范工程，打造出一批具有国际标

准的中药知名品牌。中药国际标准示范工程的核心是建

立中药的国际标准，建立个有国际标准的中药新形象、新

品牌。

中药国际标准示范工程首批选取中药饮片、颗粒剂、

成药各 $%% 种作标准研究，使高品位的国产中药与国际

市场接轨。中药国际标准示范工程要以政府为指导，以世

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为纽带，以企业、科研机构为基地展

开运作。

中药国际标准示范工程的专家工作委员会的人员由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知名专家、企业家共同组

成，运用现代企业的运行机制、管理方案进行实施。中药

国际标准示范工程，须实行资本和资产 !有形、无形 " 合作

的方式才能运作，对我们现有的中药资源进行提升，取得

全世界的认可与支持。 !文 摘 "

&%%’ 年中医药外事工作经历了抗非典斗争的考验，

四项成绩引人瞩目：第一，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各国政

府共同努力推动下，&%%’ 年 ( 月 &) 日在第 (* 届世界卫

生大会上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 &%%’ + &%%( 全球传统医

学发展规划，这是一个划时代文件，对于全球传统医学的

发展和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有着重要意义。第二，

&%%’ 年 $% 月 ) 日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了中西医结

合治疗非典的学术会议，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派专家组参

加了会议。经研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认为中西医治疗

非典是安全的，有潜在的效益，建议各国今后如再发生非

典时，应早期全程应用中医药治疗。第三，为推动中医药

更广泛走向世界，经国务院批准，&%%’ 年 , 月 &* 日在北

京成立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有 #( 个国家 $$% 个团

体参加。目前世中联正在积极完善组织建设，筹备今年召

开的国际会议。第四，为适应当前我国中医药发展对国际

交流、合作的要求，面对当前世界传统医药发展的新形

势，为使中医药更广泛走向世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

&%%’ 年 $$ 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

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落实《中医药对外交

流与合作十年规划》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中

医药走向世界的目标、方针和任务。 !文 摘 "

中医药外事工作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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