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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在 汇 总 国务 院相 关部 门 和 全 国 个省
、

市
、

自治 区 《中药现代化发展 纲要
一 》

,

实施调 查报告的基础之上
,

总结性地介绍 了 两年来《纲要 》实施的效果
,

为指 导各

部 门
、

各地 区进一 步推进 中药现代化发展提供 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

具有较强 的现 实意义
。

关键词 中药现代化 调 查 总结 报告

两年前
,

国务院为了加强对中药现代化工
‘

作的

宏观指导
,

加快中药产业发展
,

推动中医药更加广

泛地走 向世界
,

以 国务院办公厅名义转发了由国家

科技部
、

国家计划委员会
、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

国

家卫生部
、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

国家知识产权局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中国科学院等八部门联合制定

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一 年 》以 下 简

称《纲要 》
。

《纲要 》中明确了 一 年我国中药现代

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

提出了继承和创新相结

合
、

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产业可持续发展
、

中医与中

药协同发展等 项基本原则
,

确定了未来 年我 国

中药现代化发展的 个战略 目标和 项重点任务
。

同时
,

为确保《纲要 》目标的实现
,

还提出了加强 中

药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规划
、

建立多渠道的投人体系

等 项主要措施
。

以《纲要 》的发布为标志
,

中医药

的发展步人了依靠科学技术
,

全面迈向现代化的发

展新阶段
。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一 一

年 月科技部等部 门联合发文
,

对各地贯彻落实《纲要 》情况进行调查
,

本文对 个省 自治 区
、

直辖市 的报告进行 了归纳整理
。

联系人 邹健强
,

研究员
,

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处长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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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
,

在《纲要 》的指引下
,

以科技为动力
,

以

企业为主体
,

以市场为导 向
,

以政策为保障
,

在 国务

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积极推进下
,

在广大产

学研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

中药现代化工作取得 了显

著的进展
,

其促进国家经济
、

社会
、

科学
、

文化等方

面发展 的重要意义 已经开始显现
,

一个 由政府引

导
,

全社会参与
,

共同推进 中药现代化发展的 良好

局面 已经形成
。

年 月
,

值《纲要 》发布两周年之际
,

为深

入 了解《纲要 》贯彻落实情况
,

及时解决中药现代化

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
,

加快推进 中医药现代化发展
,

科技部会 同国家卫生 部和 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对各

地贯彻落实《纲要 》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

在汇总全国

大陆 个省 直辖市
、

自治区 调查材料及联合制

定纲要的八部门基本情况的基础上
,

我们对《纲要 》

实施情况进行 了初步的总结
。

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

下

一
、

《纲要 》促进全社会形成 了

推动 中药现代化发展的共识

《纲要 》是我国第一部中药现代化发展的纲领性

文件
,

它指导政府各部门据此引导企业与社会用科

学技术推动中药产业的发展
。

各地普遍认为国务院

转发《纲要 》意义重大
,

方向明确
,

重点突出
,

既有前

瞻性
,

又有可操作性
,

将会产生 明显 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

促进科技进步和学术发展
。

因而
,

受到 了

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

得到 了产学研各界 的广泛认

同
。

国务 院有关部 门 采取积极措施
,

认真落 实

《纲要 》提 出的各项 具体任务

国家科技部首先联合有关部 门进行 了整体协

调
,

并在国家科技计划中设立 了中药现代化重大专

项
,

通过 国家攻关
、 “ ” 、 “ ”

计划和公益性研

究
、

科技资源平台建设等各类科技计划支持了中药

基础
、

创新和产业化研究
。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在国家高技术产业化计划 中设立 了现代中药专项
,

并支持了 个国家中药工程中心的建设
。

商务部在

实施
“

科技兴贸
”

行动和建立 医药出 口基地过程 中
,

把促进 中药出 口 创汇作为重要 内容
。

国家卫生部
、

国家教育部在所属 医 学研究机构和综合性大学 中

建立 了中药现代化研究 中心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在制定与完善现代中药标准和规范的过程 中
,

开展 了中药技术标准的研究
、

中药企业 认证
、

中药材质量管理 认证
、

中药饮片文号管理等项

工作
。

国家知识产权局采取研究中药知识产权保护

战略
、

加快审查速度
、

扩大专利培训等具体措施
,

促

进中药创新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行业 主管部门的

角度出发
,

重点支持了中药研究方法
、

中药生产共

性技术
、

中药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

中药质量控制和

中药安全性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

中国科学院投

人专项支持中药现代化研究
,

并在上海建立 了中药

现代化研究中心
。

农业部 年将 中药材纳人无公

害农产品质量安全项 目计划
,

发展 中药材生产
。

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 每年持续增加资助各类

中医药基础研究项 目的同时
,

于 年又启动 了

重 大 研 究 计划 项 目
“

中医 药关 键 问题 的 基 础 研

究
” 。

各级地方政府 强 化领 导
,

加 大 了宏观管理和

协调 力度

《纲要 》颁布后
,

全国各地均不 同程度地强化 了

对 中药现代化工作的领导 和协调力度
。

有 个省

区
、

市 颁布制定 了地方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巧

个省 区
、

市 制定 了中药发展规划 个省 区
、

市

制定 了落实《纲要 》的指导意见 个省 区
、

市 出台

了关于加快中药产业发展的决定
。

部分省市提出将

现代中药产业作为地方支柱产业或新兴
、

特色产业

加以发展
。

有 个省 区
、

市 明确成立 了由省长或

主管副省长任组长
,

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中

药现代化领导小组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天津市

市委书记张立 昌主 动提 出担任天 津 中药现代化工

作领导小组名誉组长
。

许多地方在省科技厅设立 了

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
,

建立 了省级管理部门之间的

联席会议制度
,

组成了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指导委

员会
。

其中吉林省设立的现代中药基地建设办公室

给予 了专门的行政编制
。

在科技部通过项 目引导形

式支持的 个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和 个 中

〔两 人〕邵丫 喇 勿 。 对云 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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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中
,

参与中药现代化建设工作

的地市州县 已达 多个
,

初步形成 了各基地省
、

市
、

县上 下联 动的 中药现代化组织领导 和工作体

系
。

社会各界普遍 关 注
,

积极参与 中药现代化
、

国 际化 工作

随着《纲要 》任务的逐步落实和深人开展
,

中药

现代化工作的整体形势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

跟十年

前相 比
,

现在社会各界对中医药学科和产业发展问

题的关注和参与程度显著提升
,

多学科的交融越来

越深人
,

产学研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

不仅凝聚 了大

批行业内的人才
,

也吸引了一批行业外和海外的人

才和资金
。

近年来
,

国内的清华
、

北京
、

南京
、

浙江等

著名大学和中国科学院
、

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
、

军

事医学科学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中的数理科学
、

生命

科学
、

信息科学
、

材料科学
、

系统科学等多学科领域

的专家
,

都对 中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提出的许多科

学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

开始以不 同的形式和方法投人到这项工作中
。

一批

在欧美 国家长期学 习和从事现代科学研究工作 的

海外华人学者
,

也对中医药现代化和 国际化表示 了

极大兴趣和热情
。

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为首的一批

著名学者发起成立 了
“

中药全球联盟
”

哈佛大学的

华人学者在哈佛发起成立 了
“

哈佛大学 中医药协

会
”

澳门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
、

北京大学
、

英国剑

桥大学
、

美国哈佛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医药 国际研究

中心等
。

在国家的带动下
,

许多中药企业大幅增加

了对中药研究开发的投人
,

同时
,

越来越多的国内

外投资者和其他行业 的企业家纷纷看好这个产业

的发展
,

开始寻求机会介人并进行重点投资开发
。

用到内地投资中药生产的一位香港企业集团老总

的话来说就是 中医药的发扬光大是中国人应该做

的事
,

我们有钱出钱
,

有力 出力
。

二
、

《纲要 》推动 了中药产业的全面发展
,

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纲要 》开始实施以来
,

通过创新和二次开发推

出了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
、

技术含量较高的中药

新产品
,

一批 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技术得到了推广
,

中药生产工艺技术
、

装备水平明显提高
,

中药产业

的标准化
、

规范化程度不断提升
,

中药企业规模不

断扩大
,

中药行业面貌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

同时创

造了显著的社会
、

经济和综合效益
。

中药农业 已现雏形

中药材是 中药产业发展的源头
。

长期 以来
,

由

于 中药材 的生 产基本上处 于一种依靠 自然生 长 和

农民 自发种植的状态
,

存在着品种混乱
、

退化
,

产量

和质量不稳定
,

生产和 流通过程不规范等许多 问

题
,

尽管有一些常用 品种的人工种植 已经形成了一

定规模
,

但 由于缺乏象农业发展和农产品生产那样

的研究
、

投人和标准化管理
,

作为配方饮片和中成

药的原料来源
,

其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一直难以得

到有效的保证
,

因而直接制约了中医药临床疗效的

发挥和 中药工业的发展
。

近年来
,

国家科技部在 国

家科技计划项 目中
,

对 种常用大宗药材的混乱

品种组织了整理研究
,

对 余种道地药材的品种选

育
、

个中药材品种规范化种植关键技术
、

种

常用 中药材质量标准 以及 中药材和 中药饮片有害

物质限量标准进行了系统研究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组织开展 了约 种 中药化学对照 品及

多种 中药对照药材 提取物 的研究
,

并开始试行中

药材生产的 认证
。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中

药材生产扶植资金对各地 中药材种植业的发展起

到了 良好的促进作用
。

在这次调查有汇报数据的

个省 区
、

市 中
,

目前已经建立 了 个中药材规

范化种植品种基地 个省 区
、

市 规范化种植面

积 已达 万亩
。

在开展 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的过

程 中
,

中药工商企业已经开始到中药材产地建立药

源基地
,

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纷纷深人农村开展科

学研究
,

一些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开始对中药材生

产进行投入
。

在《纲要 》的引导下
,

由于官
、

产
、

学
、

研
、

金各方面的共同投人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广泛应

用
,

促进 了中药农业开始形成
。

中药工业技术进步成效显著

中药现代化 目标任务的提出
,

有力地推进了中

药产业 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

在科技的推进下
,

肠 哪 山 油 玩己 动 人 。 对 耐 肠 “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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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药产业的行业面貌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

近几

年来
,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 国家科技部
、

国家

中医 药管理局 等部 门及各地政府积极 引导 企业开

展 中药生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

引人了超临界
、

罐

组式连续逆流循环
、

大孔吸附树脂
、

膜分离等提取
、

分离技术 沸腾造粒
、

中药脂质体制剂
、

泡沫剂
、

滴

丸剂等制剂技术开始用 于生产 指纹图谱技术 已广

泛应用 于中药注射剂的质量控制 中药生产过程 中

的计算机在线控制技术也已开始应用
。

据中国科学

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年产业发展监测报告
,

自 年到 年
,

我国医药制造业技术密集度

已达到
,

其中中药材及 中成药加工技术密集

度提高幅度最大
,

由 提高到
。

年我

国中成药工业总产值达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完成销售 收人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

中药工业总产值 占整个医药工业总产值的
。

中药工业的净资产收益率
、

销售利润率
、

成 本 费 用 利 润 率 分 别 达 到
、 、

,

均高于或明显高于医药工业的平均水平
,

展现出了较强 的发展态势
。

其中吉林省 年中成

药工业总产值为 亿元
,

占全省 医药工业总产

值的 实现利税为 亿元
,

占全省医药

工业利税的
。

综合效益开始 显现

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在促进 中药农业形成
、

保障

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同时
,

也促进了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和产学研
、

农工商的结合
,

提高了农民收人
,

培训 了一批农民
,

从而成为发展农村经济
、

解决
“

三

农
”

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

四川省 中药材规范化种

植示范面积 万亩
,

辐射面积 万亩
,

带动农户

近 万户
,

户均增收 巧 元以上
。

年
,

云南全

州三七在地 面积达 万亩
,

预计采挖三七 万

亩
,

产量 万公斤
,

三七种植业产值将达到 亿元

以上
,

农民由此获得的利润将达 亿元 以上
。

各地方还将中药材种植与生态环境保护
,

扶助

贫困地 区
、

西部大开发
、

振兴东北等战略的实施紧

密结合
,

也收到了重要的成效
。

例如
,

宁夏结合生态

环境建设
,

在中部干旱带通过沙生药材 围栏保护和

补植
,

实现野生资源修复重建和植被快速恢复的统

一
,

在宁南山区通过林药
、

草药间作
,

实现退耕还林

还草和特色产业培育的统一
,

初步形成 了中药材生

产区域化布局
,

有力地推动 了
“

西部大开发
”

战略的

实施
。

陕西的中药材资源主要分布在秦 巴山区
,

该

区不仅是 国家贫困县的连片区
,

更是京
、

津
、

塘饮用

水源 的涵养地
,

省里在发展 中药产业 的同时兼顾农

民脱贫
、

生态保护和科学种植
,

在品种和地域的选

择上 以适生和保护生态为主
,

取得 了经济与生态效

益相统一的 良好效果
。

在
“

振兴东北
” ,

发展 区域经

济的过程 中
,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三省都把发展 中药

产业作为本省的战略任务
,

并且共同签订 了 《东北

三省实施北药开发战略合作协议 》
,

形成 了东北 三

省 中药现代化发展联合体
,

争取以
“

北药
”

的品牌参

与国内外市场竟争
。

此外
,

西藏
、

四川
、

青海三省

区 注重发展藏药事业
,

内蒙古 的蒙药
、

广西 的苗

药
、

海南的黎药
、

云南的傣药
、

宁夏的回药
、

新疆的

维药都得到不 同程度的发展
。

随着 中药现代化和 国

际化的广泛深人发展
,

必将能够促进我国人 民医疗

保健水平的提高
,

促进民族民间医药的研究和少数

民族地 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

促进内地与港澳台地 区

的交流和合作
,

促进 中华文化向国际社会 的传播
,

从而为营造和谐社会
,

增强 民族凝聚力
,

创造发展

环境
,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 出积极 的贡献
。

三
、

《纲要 》营造了中药创新发展的 良好环境

按照《纲要 》提出的重点任务
,

各部门
、

各地方都

加大了科技投人
,

加强 了对中药产业创新能力 的培

养
,

在创新体系建设和中药标准规范体系建设以及营

造发展环境
、

探索发展模式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

中药创新体 系建设 已 经全 面展开

在各级政府部 门的积极推进下
,

国家科技部通

过项 目引导 为 主 的方式在全 国启动 了 个 中药现

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和 个 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

建设工作
,

在产学研单位分别建立 个中药安全性

评价中心
,

个规范化中药临床研究中心
,

个中药

药理规范化实验室和 个中药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各地引导建立 了 个 中

衡 记 ‘、。 。耐 人 螂 肠山 傲
。 入乙 初 入 。

肠己女 耐 脚口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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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示范三级实验室
。

据有数据汇报的 个省份统

计
, 一 年间

,

共组建中药筛选
、

安全评价和

临床研究 中心 个
,

省级重点实验室 研究室

个
、

研究基地 工程 中心 个
。

通过以上创新平台

的建设
,

中药产业 的科技创新能力得到了 明显增

强
。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不完全统计
,

近年来 中药相

关的专利申请连年增加
,

年为 件
,

年

为 件
。

国家药监局在 一 两年共审核

批准 了 个 中药新药上市
。

中药标准规范体 系建设开始起步

针对缺乏适合中药 自身特点
、

为国际社会所接

受和认可 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状况
。

近两年
,

国家

科技部在国家科技计划项 目中
,

支持开展 了常用 中

药材
、

中药饮片和配方颗粒的质量标准
、

中药注射

剂指纹图谱
、

中药化学对照品等研究
,

以及 中医药

疗效和安全性评价方法的研究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启动了
“

国家药品标准行动计划
” ,

积极鼓

励
、

引导采用先进的质量评价方法
,

提高中药质量

标准
,

争取在国际传统药
、

植物药领域达到先进水

平
,

同时已经起草了涉及中药制剂工艺
、

中药非临

床安全性评价
、

中药临床研究等 个技术指导原

则
,

启动了中药质量标准研究
、

中药非临床有效性

评价和中医证候学评价等技术原则的起草工作
。

上

海
、

湖北等 个省 区
、

市 设立 了支持技术标准的

研究项 目
。

山东省还制定 了 《中药标准提高行动计

划 》
。

贵州
、

湖南等 省 区
、

市 制定 了共计 种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和生产技术标准操

作规程
,

建立 了 种 中药材质量控制方

法
。

西藏完成了 种藏药材
、

种藏成药质量标

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
。

各方投入 大幅度增加
,

探索了新 的发展机制

和模式
“

十五
”

期间仅国家科技部平均每年就投人一

个亿的科技经费用于 中医药的基础
、

开发和产业化

研究以及创新能力建设
,

较
“

九五
”

期间增长 了 倍

多
。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

十五
”

期间设立的
“

现

代中药高技术产业化
”

专项投人近 亿元
,

吸引社

会投资超过 亿元
。

全国许多省份都投人专项促

进 中药产业科技进步
,

据有数据汇报的 个省份

统计
,

其科技投人约 巧 亿元 国家投人 亿

元
,

地方投入 亿元
,

引导企业与社会资金

约 亿元
,

吸引外资 巧 万美元
,

获得产出约

为 亿元
。

根据《纲要 》的总体 目标
,

各地还结合不 同地 区

的具体情况
,

整合资源
,

机制创新
,

积极探索了适合

本地 区特点的不 同发展模式
。

除东北三省组成了中

药现代化发展联合体外
,

湖南和湘鄂渝黔桂五省也

组织形成 了周边地 区 的中药经济协作网 广东与

港
、

澳地区实施
“

协议
” 、

提出了
“

泛珠三角
”

战

略
、

组成广东中药现代化的
“

协作联合体
” 。

中药材

种植业的发展也逐步形成 了多种多样 的发展模式
,

浙江的
“

企业 农户
” 、 “

企业 基地
”

模式
,

陕西 的
“

联产合作 行业协会
” 、 “

公司 十 农户 十 科研
”

模

式
,

河南的
“

公司 基地 十 农户
”

模式等
,

有力地推

进 了中药农业发展
。

中药现代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

相对它

的实现我们各项工作才刚刚起步
。

针对贯彻《纲要 》

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 问题
,

各地 区各部门也提

出 了进一步加强落实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

各部 门
、

各地 区的报告表示
,

将进一步坚定信心
,

在 《纲要 》

的引导和推进下
,

争取再用五年的时间完成《纲要 》

提出的各项 目标和任务
,

为推进 中医药现代化这项

功在民族
、

利在国家
、

造福人类
、

继往开来的伟大事

业共同奋斗

‘责任编辑 许有玲

河北医口悦科月开人员发现

紫衫烷化学肩誉构 个新骨闷是

日前从河北医科大学获悉
,

该校药学院天然药物化

学教研室赴加拿大留学博士后史清文
,

又新发现了紫杉

烷化学结构的 个新骨架
,

从而打破了以往有的科学家

认为对紫极杉植物化学成分研究已经达到至善境地的观

念
,

为紫杉烷类化合物的生物转化和化学合成
,

以及新的

抗癌药物开发打开了新的空间
。

据悉
,

该研究论文已被英

国皇家化学学会主办的《化学通讯 》杂志发表
。

文 摘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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