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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培训班如期开班 

为切实做好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培训项目，培育基地

于 9 月 18 日-21 日组织开展本年度第三期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

才培训-贯彻落实中医药法、推进中药材生产及流通标准化专题

培训，来自全国各地近 100名学员参加了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围绕贯彻落实中医药法，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分别

邀请了 17 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展开详细的讲解，通过专家对国家

中医药相关政策的讲解，深化了学员们对党和国家的有关中医药

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同时也将对中医药法的实施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通过对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起草过程的讲解，尤其是按具体

品种的系统商品学调查整理过程解读，全面提升了学员们对中药

材品质与规格的认识，学员普遍反应这次培训对中药材有了新的

认识，拓宽了思路，增长了见识，同时也将在今后的日常工作中

注重更加药材的品质。中药资源中心也将总结本次培训会的经验，

再接再厉，争取不断推出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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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兰萍研究员获 2017 年“诺奖之星”荣誉称号 

第四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于近日在京召开。开幕之际，

2017“诺奖之星”评选结果也同步在峰会上揭晓：中国中医科学

院中药资源中心副主任郭兰萍研究员，四川大学基础医学与法医

学院院长黄灿华，北大药学院院长周德敏三位杰出青年科技工作

者分别获得了“诺奖之星”称号。三位学术精英分别用自己在科

技创新领域的努力和成果告诉世界，只有青年人才，才是最具创

新活力的群体，毫无畏惧，放手一搏的他们，必将能铸就震惊世

界的传奇！ 

 

 

 

 

 

 

 

 

 

 

诺奖得主朱棣文郭兰萍研究员颁奖 

郭兰萍研究员在国内最早提出了关于中药资源生态学的概

念、原理以及理论体系，建立了中药资源保护的 5种模式，牵头

制定颁布了 5 项中药国际标准，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她谈到，“科技创新的关键，是坚持问题导向，在我看来，无论

是开发资源、保护资源还是利用资源，问题导向很重要，问题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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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了，早晚能找到办法解决。我们应该把发现问题、剖析问题、

解决问题作为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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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基地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学习十九大会议精神 

10 月 20日上午，培育基地组织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学习党

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并结合中药资源中心前三季度有关工作提出

重点部署。 

会上，黄璐琦院士就十九大主题、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及

主要矛盾等党的精神进行了传达，并结合实验室方向及人才队伍

特点，着重讲解了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国家青年人才创新发展战略，

号召全体职工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对青年人才寄

予的期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敢于创新实践，

脚踏实地的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黄璐琦院士做十九大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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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中心前三季度工作总结会顺利召开 

2017 年 10月 20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2017年

前三季度工作总结会在科学院报告厅顺利召开，中心全体职工、

研究生、博士后参加了会议。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心

主任黄璐琦院士出席会议并做了专题报告。会议由中心副主任郭

兰萍研究员主持。 

 

 

 

 

 

 

 

 

 

副主任郭兰萍研究员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分为两部分进行，前部分为中心各科室负责人、研

究员、行政办公人员分别做 2017 年前三季度工作汇报，第二部

分是中心主任黄璐琦院士做总结报告并传达十九大会议精神。 

首先，各科室对照中心年初定下的 2017 年工作计划，汇报

各项工作的完成情况、未完成工作以及存在的困难；之后，研究

员就各自学术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进展向大会做了报告，并

同大家进行了学术交流；最后，行政办公室各职能岗位人员也向

大家汇报了前三季度中心行政后勤总体建设工作情况。 

中心主任黄璐琦院士对大家上一阶段的工作成果给予肯定，

他指出，我们要始终以团队建设为基准，坚持每日四省吾身：“我

STATE KEY LABORATORY BREEDING BASE OF DAO-DI HERBS 

WORK REPORTS 
2017 



6 
 

们的团队有什么好事发生？”、“有什么好的表现？”、“有什

么好的收获？”、“团队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只有建设一

支一流的团队，才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凝聚力量完成一个远

大的使命。黄璐琦院士还从中心科研成果、人才培养、课题申报、

以及前三季度重点工作落实情况作了一一点评和总结，特别就中

心新的学术增长点、中心组织架构的搭建、人才引进、工作机制

转化、工作精神状态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 

 

 

 

 

 

 

 

 

 

              黄璐琦院士做总结发言 

最后，黄璐琦院士传达了十九大会议精神。他提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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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中医局等多部门协同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 

10月 27日上午，农业部组织召开了中药材产业发展座谈会，

农业部余欣荣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王志勇副局长，工业和

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吴海东副司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化妆品监管司任德权原副局长、董润生副司长，国家中药材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黄璐琦院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农业

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企业家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现场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中医药是我国传

统文化灿烂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药材是中医药传承和发展

的物质基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在加快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中药材产业要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一主线，聚集重点，聚合力量，加力推进中药产业发展，加快

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提升中药材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会议认为，多年来，在一系列政策的扶持下，农业、中医药、

工业等管理部门合力推进，中药材生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已

形成世界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中药材生产体系。生产规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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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目前常用的 600多种中药材中 300多种为人工种养，中

药材种植面积 3350 多万亩、比 2010 年增加近 1500 万亩。优势

产区初步形成，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道地药材，已形成东北

与华北、江南与华南、西南、西北等 4 个道地中药材优势产区。

科技水平稳步提升，50余种濒危野生中药材实现了人工种养，近

10 年选育并推广优良品种 230 多个，并集成组装一批绿色高效

技术。增收脱贫作用突出，中药材分布在偏远山区，是当地的特

色产业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会议强调，中药材产业发展涉及多个环节、多个方面、多个

部门，要在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框架下，坚持问

题导向，加强统筹、合力推进，加快形成各担其职、各尽其能、

协同推进的新态势，建设一批道地药材标准化生产基地，助力农

民增收脱贫攻坚、中医药事业发展。加强规划引导，制定《全国

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建设一批历史悠久、特色鲜明、

优势突出的道地药材生产基地。推进科技创新，加快制定中药材

种子管理办法，集成组装一批绿色高效技术模式，加快专用农药

登记。推进标准化生产，完善标准体系，指导农民切实按照标准

和技术规程生产，促进产品质量效益提升。推进产业化经营，培

育新型经营主体，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培育新型社会化服务组

织，提高技术到位率。推进中药材生产与产业扶贫、休闲旅游、

美丽乡村和康养小镇建设相结合，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培育和

发展中药材新业态新模式。 

座谈会期间，黄璐琦院士汇报了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

“十三五”期间的规划和部署，强调中药材体系将以“有序”、

“安全”、“有效”为核心目标，提升中药材生产保障和中药农

业科技创新能力，保证中药材的优质、安全、可持续生产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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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介绍了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在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

设、中药资源动态监测等方面取得的进展。针对中药产业发展面

临的问题，提出了落实中医药法，制定全国道地药材基地建设规

划和中药材专用农药管理办法、尽快颁布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等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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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发布 2017 年度 

第二批开放课题申报指南 

为促进我国道地中药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利用，进一步推进中

国中医科学院院内科研协同创新，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

基地于近日发布 2017 年度第二批开放课题申报指南，面向我院

各二级单位征集临床确有疗效中医药产品孵化课题。 

此次申报，报名者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为临床中医师，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0 岁的中青年科研

人员，当年未承担国家级课题的我院中青年名中医优先。 

二、具有经临床验证确有疗效的经验方、小复方、药对或其

他治疗手段，对中医药产品开发有浓厚兴趣。 

三、具有一定产品开发经验的人员优先。 

四、鼓励与本实验室联合开发，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开发，

依据开放课题要求共享研究成果。 

附件 1：《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2017年度第二

批开放课题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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