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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资源是中医药的源头和基础，在中药资源研究领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

转化医学是近年来国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种新概念，它在研究策略、研究方向、研究手段等方面

与中药资源研究具有相似的特征。本文对中药资源的重要性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结合转化医学

理念、技术、方法提出有望取得突破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中药资源 转化医学 道地药材 中药材分子育种

doi: 10.3969/j.issn.1674-3849.2011.01.031

一、转化医学的概念

转化医学（Transtional medicine）是近 2耀3年来国
际医学健康领域出现的一种新概念，主要是指借助一

系列生命科学研究的新知识，将从实验室产生的基础

医学研究成果更快地导向临床医疗应用，以提高疾病

诊断、治疗和预防的能力。其强调的是一种理念的转

变，其基本特征是多学科交叉合作，针对临床提出的

问题，深入开展基础研究，并能使研究成果得到快速

应用，又从临床应用中提出新的问题回到实验室，为

实验室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转化医学倡导的是打

破实验室和临床之间的障碍，发挥桥梁作用[1~3]。
转化医学对于中医药研究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

的理念。从古至今，中医药理论、处方、技术、方法等本

身就是从临床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于中药研究也是

如此。“神农尝百草”，亲验本草药性，是中药的重要起

源。这一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无数次的反复

实践，积累了许多药物知识，被纂刻记载下来。随着岁

月的推移，积累的药物知识越来越丰富，并不断得到

后人的验证，逐步以书籍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中《神农

本草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中草药学的经典之作，对后

世中医药的发展一直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并逐步发展

丰富，形成了如今世界闻名的中医药宝库，对中医临

床发挥着指导作用[4]。

二、中药资源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

中药资源指在一定地区或范围内分布的、按照中

医理论用于预防、治疗疾病或具有保健作同的各种植

物、动物和矿物。中药资源是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源头和

基础，涉及中药材品种选育、中药种植适生性区划、中

药栽培立地条件及土壤修复、中药病虫害防治、中药采

收加工等研究领域。目前中药资源研究还比较薄弱，存

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药材品种混淆、资源短缺

与种植区域的选择问题、道地药材机制不清、品种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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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不明确、栽培连作障碍与重金属污染、药材质量不

稳定、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率低等。这些问题都制约着中

药资源以及中医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5~7]。
技术创新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动力。近几年，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空间分析技术、计算机技术的

迅猛发展，在中药资源研究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也必将为中药资源的质量保障和可持续

利用开创崭新局面[8~11]。

三、转化医学与中药资源的结合

中药资源与转化医学在研究策略、研究方向和

研究手段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 以“组学”为代表的系统生物学研究手段
转化医学是生物医学发展特别是基因组学和蛋

白质组学以及生物信息学发展的时代产物，而以“组

学”为代表的系统生物学研究手段已成为中药资源

研究的主要工具之一。如次生代谢产物积累相关基

因的克隆是开展中药材分子育种的基础，次生代谢

产物是植物在其生长发育和对环境的适应过程中形

成的，通常是药用植物中的主要活性成分、药材品质

的物质基础。但次生代谢产物的生源途径复杂，其产

生和积累受到自身遗传和环境中各种生物和非生物

因素的调控，影响了药用植物作为药材的品质控制

及其活性成分的开发利用。系统生物学思维与方法

是系统全面探索生物的有力工具，随着现代分子生

物学技术及生物信息学的发展，系统整合基因组、转

录组、蛋白组和代谢组等组学技术，将为药用植物次

生代谢产物研究带来新的机遇。这种整体、系统的研

究方法在药用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形成的生物合成途

径、信号转导、生态环境及其代谢工程等研究中的应

用，构建次生代谢物生物合成基因表达调控系统模

型，对于系统阐释药用植物有效成分成因和道地药

材形成机制、代谢工程产生药用植物活性成分和药

用植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等具有重要意义[12~13]。
2. 以“服务临床”为目的的研究方向
转化医学的研究目标之一是针对临床提出的问

题，深入开展基础研究，中药资源的研究目标亦是如

此。如中药材中含有成百上千的化合物，每一类化合

物的活性以及在临床用药中的应用均有差别，因此

可以根据临床需求，开展中药材的定向培育。例如，

丹参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其主要包括两类有效成

分，即脂溶性成分（丹参酮玉、丹参酮域A等）和水溶

性成分（丹酚酸 B等）。这两类成分的药理活性有所
不同，丹参酮域A广泛应用于治疗心血管病的中成药
制剂，如片剂、胶囊、冲剂、针剂，具有扩展血管、降

压、抗栓的功能，对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过速有

显著疗效。而丹酚酸 B具有活血化瘀，通经活络之功
效，主治因瘀血阻滞经络所致缺血性中风，症见半身

肢体麻木，虚弱无力，拘挛疼痛，或运动不遂，口眼歪

斜等。因此，可以依据不同化合物的功效，分析其生

物合成途径和调控机制，定向培育高含量丹参酮域A
或丹酚酸 B的丹参品种，更好的服务于临床[14~15]。

3. 以“多学科交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策略
中药资源研究涉及的学科较多，尤其侧重生物

学与化学、生药学的结合，注重多学科交叉。其中突

出表现为“分子生药学”概念的提出。分子生药学

（Molecular Pharmacognosy）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
究中药资源领域中药用植物系统演化、种质资源鉴

定和评价、濒危药用植物保护及生药鉴定、道地药材

形成机制、活性成分生产的一门科学，是分子生物学

和生药学相结合形成的边缘学科。分子生药学研究

起源于 20世纪 90年代，是在分子生物学蓬勃发展，
而中药资源研究中又有很多问题有可能利用分子生

物学技术解决的背景下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

来，利用分子生药学研究手段解决一些重要问题已

经较为普遍，如阐述道地药材的形成机制、中药材的

抗性基因工程研究、中药材有效成分生物合成分子

机理与调控的研究等[16~17]。

三、有望取得突破的中药资源研究领域

1. 道地药材形成机制研究
“道地药材”的研究一直是中药研究领域的热点和

难点，其内涵也体现了转化医学的特征。所谓道地药材

是指在一特定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地域内所产的药

材，因生产较为集中，栽培技术、采收、加工也都有一定

的要求，以致较同种药材在其他地区所产者品质佳、疗

效好。道地药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研究对象，从生物学

角度上来说，其形成主要决定于其所处的生长环境和

遗传种质特征。其研究内容涉及化学、植物学、中药学、

生态学、统计学等诸多方面，研究手段可分为宏观和微

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包括代谢组、蛋白组、基因

组研究技术、空间分析等；微观层面主要包括分子生物

学、中药分析、显微鉴定等技术。对道地药材的研究需

要多个学科的协同作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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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药材”作为高质量中药材的代名词，揭示其形成的生

物学本质，对于栽培中药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8~20]。
2. 中药材分子育种研究
中医药研究领域中的首要环节是中药材的生产。

一直以来，中药材都来源于野生资源，但随着野生资源

的短缺，很多种药材都进行了野生驯化和人工栽培。在

这个过程中，栽培中药材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如种质

混杂、栽培措施特殊、药材中有效成分含量不稳定等。

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中药材分子育种是解决以上

问题的重要途径。中药材分子育种包括 4个方面的内
容，即功能基因组学研究、重要基因克隆、分子标记和

新品种创制。其与转化医学在研究目标、策略、手段等

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目前，中药材分子育种尚处于起

步阶段，任重而道远，甚多工作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

段。在此过程中，重视以临床实际需要为导向，加强多

学科合作和人才培养，注重整体观和基础研究，有利于

加快中药材新品种的培育和新药源的开发，服务于临

床，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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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al Medicine and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Yuan Yuan, Huang Luqi, Chen Chang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 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are the source and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owever,
the existed problems in this area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Transitional medicine is a new concept in the interna原
tional medicine and healthcare field. Transitional medicine shares similar features with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on aspects, such as research strategies, directions and methods.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were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The suggestion of combining transitional medicine with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is promising to make breakthrough in the mechanism study of genuine medicinal materials for原
mation as well as the molecular breeding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research.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Transitional medicine, Genuine medicinal materials, Molecular breeding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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