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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国家农村精准扶贫，献计中药种植产业化发展 

4 月 28 日，培育基地主任黄璐琦院士，湖北梦阳药业公司

董事长张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跃进教授和陕西中医药大学白

吉庆教授等一行前往陕西省国家级贫困县宁陕开展中药材精准

扶贫工作。 

在宁陕县，黄璐琦院士细心听取了宁陕县中药材产业的基本

情况和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并前往四亩地镇实地调研了猪苓、

天麻、丹参、五味子、重楼和林麝等中药材种植、养殖业现状。

在调研期间，着重询问了猪苓种植户、四亩地镇政府和猪苓专家

关于猪苓生长环境、种质资源、种植技术、销售渠道和投入收益

等关键问题，协调培育基地、宁陕县政府和梦阳药业三方筹建猪

苓种源基地，拟投入我方科研力量，助力推进猪苓药材饮片及制

剂品种的产业研究与转化。 

 

 

 

 

 

 

 

 

 

实地调研中药材种植基地 

黄璐琦院士指出，中药材种植产业可作为产业脱贫的一个重

要抓手，并以此建立产业脱贫的长效机制。为做大做强宁陕县中

药材产业，我们可以在六个方面给予重视和支持：①将宁陕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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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县，摸清全县中药材资源家底；②抓好中药材

产业规划，充分挖掘宁陕良好的生态环境，实施中药套种和间种，

科学保护生态植被；③加快研制质量标准，树立宁陕响亮的中药

品牌；④推进筹建猪苓种源繁育基地，解决猪苓种源短缺问题；

⑤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全面推广符合宁陕中药产业发展的模式和

方法；⑥继续引进中药龙头企业，带动更多群众种植中药材，增

加经济收入，充分挖掘生态资源潜力。 

期间，宁陕县县长郑红丹，县委常委、副县长朱海军，副县

长胡学军和四亩地镇党委书记、镇长等一同参加了调研。 

 

 

 

 

 

 

 

 

 

             黄璐琦院士指导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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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验收会在京召开 

5 月 15 日，为确保中药资源普查县级层面各项任务的顺利

开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办公室在京组织

对 2011 年启动的普查试点工作进行验收。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

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黄璐琦，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中国

中医科学院副书记武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中药科技处副

处长陈榕虎，各省（区、市）中医药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和中药

资源普查试点工作技术负责人，特邀专家和代表 60 余人参加会

议。会议由黄璐琦院士主持。 

此次参加验收的 10 个省（区、市）的代表，同时也是大别

山组织开展的第一批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培训会的参与者、见

证者。各个省（区、市）项目负责人围绕目标、任务及主要考核

指标，从组织管理情况、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成果经验及其

应用情况逐一向大会作了报告。 

通过这次验收，我们不仅对前期试点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和总结，同时在各级工作组的努力下收获了经验和成果，为即将

开展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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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饮片聚合酶链式反应检验技术培训 

（广州站）成功举办 

5 月 15日-17日，由广东省药品检验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药资源中心、广东省药学会药物分析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北京

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岭南中药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承办的中药材及饮片 PCR 检验技术培训班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顺

利举行。来自广东、河南、海南、黑龙江、河北等省市的食品药

品检验机构及中药饮片企业单位共 30 余位代表参加培训。本次

培训班旨在加强中药鉴定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和应用，提高从

业人员 PCR鉴定专业技术能力，提升从业人员业务素质、专业水

平，提供中药材、中药饮片鉴别人员的技术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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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郭兰萍研究员获首届

“全国创新争先奖” 

2017 年 5 月 27 日，我国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前夕，

“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创新争先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会

上，国家对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成绩的科技工作者和集体进

行了表彰。培育基地郭兰萍研究员获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

奖，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

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旨在表彰奖励在创新争先行动

中做出突出成绩的科技工作者和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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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国际标准化项目取得显著进展 

6月 9日，ISO/TC249（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

第八次全体大会在中国香港顺利闭幕。来自中国、美国、德国、

日本等 11 个成员国及 A 类联络组织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

200多名专家出席了会议。培育基地郭兰萍研究员一行三人参加

了此次会议，并对我方申报的有关项目提案进行了答辩。 

本次会议我方共推荐 ISO/TC249/WG1 中方项目 8项，根据最

终会议决议有 4 项修改后进入 NP 投票。截止目前，我中心共推

荐 ISO/TC249/WG1 中方项目 40 余项，其中 5 项国际标准获 ISO

正式发布，9项处于在研阶段，11项处于立项申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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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中药协会“中药资源多样性与生态经济

专业委员会”学术交流会顺利召开 

为落实《中医药法》，大力推进中药生态农业发展，7 月 4

日，由培育基地与中国中药协会中药资源多样性与生态经济专业

委员会（TEEB）联合主办，中山市中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7年中国中药协会 “中药资源多样性与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

（TEEB）”学术交流研讨会在广东省中山市隆重召开。原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原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副局长李大宁、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朱有勇院士、培育基

地主任黄璐琦院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巡视员孙丽英以

及来自各省（区、市）特约专家和代表 150 余人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主任郭兰萍研究员主持。 

 

 

 

 

 

 

 

 

 

黄璐琦院士致开幕词 

在开幕式上，黄璐琦院士首先致词，他着重提到，值此《中

医药法》开始实施之际，为落实《中医药法》关于“国家鼓励中

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严格管理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使用” 

的要求、推动中药生态农业、促进中药材的安全和质量提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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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的召开势在必行。孙丽英副巡视员则对《中医药法》进行

了全面的阐释，她表示，《中医药法》的颁布对中医药事业发展

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它从法律层面明确了中医药的重要地位、

发展方针和扶持措施，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孙丽英副巡视员致辞 

交流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药与农业领域的 23 位特约

专家和代表进行了学术报告和交流。报告主题紧密围绕《中医药

法》有关“中药生态农业”的相关主题，探讨了中药生态农业的

现状、问题、前景、模式、技术等问题。不少专家认为会议内容

丰富，切合实际，加强了中药领域与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对

促进中药材安全和质量提升、贯彻落实《中医药法》，起到了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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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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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药资源大典—中国中药资源调查史》 

编研工作会在京召开 

7 月 17-18日，培育基地组织召开了《中国中药资源大典—

中国中药资源调查史》编研工作会，黄璐琦院士、詹亚华教授、

冉懋雄研究员、王良信教授等专家和编研工作者、出版社相关人

员近 50人参加此次会议。 

詹亚华教授首先对本书的编写情况进行了报告，提出虽然大

多数章节已按要求完成了初稿，但书稿质量参差不齐，与成稿差

距较大，需按照体例进一步修改。 

黄璐琦院士在广泛听取了大家的工作进展和建议后谈到，

“《中国中药资源大典—中国中药资源调查史》的编写意义重大，

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具体体现。应努力挖

掘历代中药资源调查活动背后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典故，编纂过程

应时刻遵循实事求是、以史为鉴、质量为先、团结协作、客观评

价等原则。” 

随后，与会专家审阅了天津市、江西省、四川省等中药资源

调查与成果书稿，以及藏族、彝族等民族药资源调查与成果书稿，

大家通过讨论各章节编撰细节，进一步统一、规范了成书格式和

框架要求，对编研工作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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