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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中药资源创新团队荣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

人才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10月 28日上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精神暨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彰大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为获奖者颁奖。中国中医

科学院部局共建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资源创新团队”获

“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今年共有 93 名技术人才

和 97 个先进集体获得表彰，全国仅有 4 个中医药相关单位入选先进

集体称号。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及先进集体”评选活动由中组部、中

宣部、人社部、科技部联合组织开展，重点表彰在国家重大战略、

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中涌现出来的领军人才和高水平专业技术

人才团队。会上，胡春华向受到表彰的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和先

进集体表示祝贺，他强调，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发展阶段，专业技术人才工作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瞄准 2035 年建成人才强国的目标，加

快完善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不断培养壮大高素质的专

业技术人才队伍，持续深化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改革，引导鼓励更

多专业技术人才投身创新创业，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营造良好环境。

希望受到表彰的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带头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勇于攀

登创新高峰，主动当好年轻人的领路人，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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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为黄璐琦院士，

负责人为郭兰萍研究员。该团队在分子生药学、中药资源区划及遥

感监测、中药生态农业、道地药材形成生物学机理研究、中药标准

研制等方面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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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地药材生态遗传”“中药资源遥感监测与区划”

两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获评优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发布了局重点研究室阶段评估结果，中

国中医科学院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 14 家全部顺利通过

评估，其中 9 家获评优秀，实验室承担建设的“道地药材生态遗传”

“中药资源遥感监测与区划”两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获

评优秀。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地建设期满 3 年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

究室 141家进行了阶段评估，118家（83．69％）顺利通过评估，50

家（35．46％）获评优秀。通过阶段评估的重点研究室将进入下一

个建设期，继续加强规范化建设和科学化管理，进一步提高解决中

医药临床及产业关键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并对现有阶段性成果、知

识产权等情况进行梳理、汇总，进行成果推广。 

重点研究室建设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根据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

大科技需求，针对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关键理论和共性技术问题而设

立的代表国家水平的研究基地，是国家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中医科学院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 14 家

全部顺利通过评估，其中 9 家（64．29％）获评优秀。为培育国家

重点实验室等国家重大平台储备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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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信息化共享管理 

平台建设 

2021 年度，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本级、中药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

部局共建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

平台建设得到有效推进。一是实验室承担 2021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本

级“中央级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

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获评“合格”，完成“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考

核及开放共享仪器设备增报；二是完成了 2003 万元实验室仪器设备

购置，有效提升了实验室科研条件和仪器平台服务能力；三是完成

了 2020 年度改善科研条件专项验收工作，其中“资源中心药用植物

细胞克隆筛选系统项目”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项目绩效考核，

获评“优秀”；立项 2022 年度改善科研条件专项《中药材种子种苗

繁育平台》186万元；《中药资源高光谱监测分析平台》1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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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中药材生产技术培训，助力脱贫攻坚 

技术瓶颈是中药材产业扶贫面临的最大难题。近年来，实验室

中药生态农业创新团队走遍了全国 31 个省市区 500 多个中药资源丰

富的县区后，彻底解决了贫困地区“种什么”“如何种”“如何卖”

的三大技术难题。 

针对品种选择难题，实验室团队对全国 832 个贫困县中药材产

业扶贫情况开展基线调查，发布了 774 个贫困县的生态适宜种植中

药材目录，出版了《中国中药区划》，促进了中药材向最佳生产区域

集中。此外，其团队还通过整理 324 种不同品种、栽培与野生品种、

药用种及其近缘种的种质资源情况，制定了 150 种药用植物种质资

源保存规范，构建了我国首个中药材种质资源标准化整理整合及共

享平台，向全国 137家单位提供种子，实现了种质资源实物共享。 

 

 

 

 

 

 

 

编研《全国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操作手册》《中药材精准扶贫技术》丛书 

“种植中药材，农民最缺的就是技术。”为此，黄璐琦组织中药、

农业领域的 184 位专家，图文并茂编制了涵盖 100 种常用中药材的

《中药材生产适宜技术》、《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药材精准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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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技术》丛书，为药农的药材种植带来切实指导。团队还紧急协助

编制了《2020年全国中药材生产技术指南》，这是国家农业部门首次

发布的中药材生产技术指南，保障了疫情防控期间中药材的有序生

产。 

“寻找市场是农民最苦恼的问题。”对此，黄璐琦牵头编研发布

157 种道地药材团体标准、225 种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以规范和服

务中药材的市场流通。他还积极推进中药生产企业到贫困地区建立

种植基地和生产车间，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如针对五寨县，推动

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投资 1 亿元成立山西华邈药业有限公司，并

开工建设五寨县中药材产业园，实现了该县中药材加工企业零的突

破。 

 

 

 

 

 

 

 

 

开展了总计 300多万人次的中药材生产技术系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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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梳理，促进社会

服务 

2021 年实验室中药资源创新团队全面推进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

普查成果梳理，一是持续汇交各地普查数据和实物，数据总量 70TB

（调查记录等），2000多万条，采集标本实物 150余万份，汇交北京

72万份，新增 20万份，新物种 140种、特有种 3150、药用资源 1.3

万多种；二是编研出版《全国中药材生产统计调查报告（2020 年）》；

三是开展《全国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线上培训，2021 年新增 224

家企业用户，累计注册企业 606家；四是按月编制 246种中药材市场

价格监测报告 12 期；五是牵头制定《中药材（植物类）基原植物新

品种评价规范》及《中药材种子（种苗）白术》2项国家标准已报批

至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六是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管

理人才研修班第四期培训。 

 

 

 

 

 

 

 

 

同时，实验室还与河北中医药大学合作编写并出版《河北省中

药资源发展报告》。从中药资源普查、质量与安全性、价格、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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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产业发展、保护、科技创新 8 个方面分析总结了河北省

中医药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机遇；与广西药用植物园

合作编写并出版《广西中药资源发展报告（2019-2020）》。报告结合

广西民族药特色，从中药资源普查现状、价格趋势、质量与安全等

宏观方面分析广西中药资源发展状况，指导自治区的中医药决策和

管理办法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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