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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工作推进会在京召开 

2 月 7日，农业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制定《中药材种

子管理办法》工作推进会在京顺利召开，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张延

秋局长、吴晓玲副局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王志勇副局长出席了

会议，会议由培育基地主任黄璐琦院士主持。 

黄璐琦院士对《中药材种子管理办法》制定工作做了详细的

报告，之后双方就涉及的有关问题和困难进行了讨论研究。张延

秋局长表示，种子管理局对本办法的制定工作高度重视和支持，

同时建议中药材种子管理模式采取“从易到难”的目录管理。王

志勇副局长则充分肯定了本办法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意义。最终，

双方就工作计划和方案达成统一，一致表态，力争在 2017 年推

动本办法的颁布实施。 

 

 

 

 

 

 

 

 

 

黄璐琦院士主持会议 

 

 

 

 

STATE KEY LABORATORY BREEDING BASE OF DAO-DI HERBS 

WORK REPORTS 
2017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药道地性及其形成

的环境机制”研究获得丰硕成果 

日前，由培育基地郭兰萍研究员团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中药道地性及其形成的环境机制”研究顺利结题。

该项目围绕道地药材形成的“逆境效应”假说，提出一套“环境

因子——信号传导因子——基因网络——基因表达—表型、生理生化反

应”的一体化系统生物学研究方法，从多个水平揭示了丹参、苍

术、黄芩、蛇足石杉、铁皮石斛道地性环境形成机制，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一、课题组完成了丹参根际土壤微生态多样性分析，探讨了

丹参连作障碍与土壤微生态的关系，完成了：1、不同诱导因子

组合促进丹参次生代谢的机制；2、酵母和银离子诱导后丹参蛋

白质组学分析；3、DNA甲基化与染色体修饰对丹参不同生物合成

的影响；4、揭示了茉莉酸调控丹参不同生物合成机制；5、发现

了与丹参品质相关基因的 SNP 位点；6、推动了丹参不同生物合

成途径解析。 

二、完成了黄芩遗传结构、茉莉酸介导黄芩积累的分子机理、

黄芩叶绿体分子谱系地理学分析研究。 

三、分离了浙江蛇足石杉的内生真菌，筛选出了具有石杉碱

合成能力的菌株，完成了内生真菌回染蛇足石杉的转录组分析。

以及内生真菌对蛇足石杉次生代谢的影响研究。 

四、完成了苍术属群挥发油成分分析、苍术属植物 DNA条形

码分析，发现苍术道地药材形成具有逆境效应。 

五、完成了铁皮石斛种质资源的 DNA条形码分析、内生真菌

分析、根际微生物宏基因组测序、以及不同产地石斛根际土壤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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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和群落分析，发现了内生菌对铁皮石斛生长发育、次

生代谢等方面不同的作用影响。 

项目研究共发表学术文章 83 篇，其中 SCI19 篇，获多项国

家级、省部级奖励，以 5种药物植物为例，提出了土壤微生态主

导型、气候主导型、多因子主导型三类道地药材形成机理，为道

地药材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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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2017 年度 

学术委员会在京召开 

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2017 年学术委员会暨中

药资源中心学术年会于 2 月 13 日在北京广西大厦顺利召开。来

自科技部、工信部、环保部、商务部、国家食药总局、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等有关专家领导，张伯礼院士、肖培根院士、洪德元院

士、金世元国医大师等三十余位学术委员会委员应邀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张伯礼院士主持。 

 

 

 

 

 

 

 

郭兰萍研究员做工作报告 

首先，郭兰萍研究员向大会做了 2016 年重点工作汇报，分

别从运行制度、科研条件、科研成果、人才队伍、国际合作与对

外交流、中药资源普查、标准化研究等不同方面介绍了一年以来

的工作进展和成果。黄璐琦院士着眼全局，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发展中医药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为指导思想，全面系统梳理归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国家相关“十三五”规划中有关中药资源的要求和任务，列出了

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工作简报 



5 
 

未来“十三五”期间中药资源领域将要完成的五项主要任务和 12

项专栏内容，并明确中药资源中心作为该领域国家队，应该主动

承担的内容及任务。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

好时机，我们应该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黄璐琦院士做“中药资源十三五规划”报告 

 

 

 

 

 

 

 

从左至右洪德元院士、张伯礼院士、肖培根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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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会议现场 

与会专家肯定了培育基地去年所取得的成绩，纷纷谏言，提

出了很多中药资源领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专家们一

致认为，未来中药资源领域发展应紧密围绕国家战略目标，突出

重点，聚焦中药国际标准化研究，进一步扩大中医药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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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发展迎来前所未有机遇 

                          转自：学习时报 作者：黄璐琦 

2016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为推动中医药保护和发展提供了

法律保障。2017年 3月 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解读《政

府工作报告》修订情况吹风会，其中，将“支持中医药、民族医

药事业发展”修订为“依法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依法支持”

体现中医药事业迈入在中医药法指导下规范、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中医药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要把握这个机遇，继承、

发展和利用好中医药。 

中医药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在远古至清代的漫长历史

过程中，中医药始终维护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鸦片战争后，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中医药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1912年，政府

颁布的医学、药学专门学校规程，都没有中医药学内容，完全将

中医药学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1929年，政府甚至颁布了废

止中医案，对中医药发展造成严重伤害。抗战胜利后，在抗战中

发挥巨大作用的中医药学受压迫的状况仍无改观，中医药在教育、

经营上仍受到严重歧视。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受歧视的情况得到有效纠正。一是设

立专门部门推动中医药健康发展。1952 年在原卫生部医政局设

立管理中医的中医科，1954 年在原卫生部设立中医司，1988 年

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管理体系逐步完善。二是大力发

展中医药教育，培养中医药人才。1951年原卫生部就颁发了关于

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如今全国多数省份都已建立

中医药大学（个别省份为中医学院），为中医药长期发展奠定了

人才基础。三是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建设。目前，全国有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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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6所，中医门诊部和诊所 42528个，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

师 45．2万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西医

并重，把中医药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2016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着力推动中

医药振兴发展”，“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中医药事业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

时机，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推进中医药发展。2015年，国

家出台《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和《中药

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 年）》；2016 年，国务院印发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

发布《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医药已在国

家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中医药在卫生保健系统的地位进一步

得到巩固，使用中医药理论防病治病已成为群众的自发性选择。

中医药除在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的防治中贡献力量外，在

重大疫情防治和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

医、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疗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

肯定。中医治疗甲型 H1N1 流感，取得良好效果，成果引起国际

社会关注。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手足口病、人感染 H7N9 禽流

感等传染病，以及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突

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都发挥了独特作用。 

中药研究开发也取得了喜人成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

—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荣获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因将传统中药与西药结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取得

明显疗效，王振义、陈竺获得第七届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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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全国有 2088 家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的制药企业

生产中成药，中药产品生产工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基本建立了

现代中药产业体系。中药材种植成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

境改善、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中药产品贸易额保持较快增长，

2015 年中药出口额达 37．2 亿美元，显示出巨大的海外市场发

展潜力。中药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

和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 

中医药已传播到 183 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目前 103 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 29 个制定了传统医学的

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中药逐步进入国际医

药体系，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以药品

形式注册。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培

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总部设在中国的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有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94 个会员团体，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有 6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1个会员团体。 

在中医药保护和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中医药也遇到了

一些问题：中医药在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的特色与优势未能得到

有效发挥与传承；一些中医药院校设置了过多的西医药课程，在

授课过程中缺乏对中医药原创思维的教育和传承；难以找到中医

药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契合点，技术升级较为缓慢；中医药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欠缺。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中医药再

续辉煌，取得更大成就。 

做好中医药的继承工作。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意识和理念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需求，这就要求我

们必须加强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正确看待和处理好继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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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既不能一讲到中医药的继承，就一概排斥现代科学技术

和方法；也不能一讲到创新，就完全舍弃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学

术本质。必须充分遵循中医药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掌握和运

用现代科学技术，将现代先进的诊疗方法与内容纳入中医运用过

程中，站在现代科技肩膀上，争取中医药最大突破。 

做好中医药的发展工作。做好中医药的发展需要以开放的态

度和包容的精神接纳现代科学与技术，不断提高中医药创新发展

能力。形成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科研思路与方法，运用现代科学技

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深化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建立概念明确、

结构合理的理论体系，完成好传统中医药向现代中医药的转变。

在既尊重传统中医的科学理论又尊重现代医学要求的基础上，采

用公认的科学检验标准和现代医学方法研究中医，将中医药融入

现代医学并变成现代医学的一部分。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从单

一的中医药治疗模式转变为融治疗、预防、保健、养生、康复为

一体的多元化中医药服务模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中医服

务需求。通过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拓展中医药服务领域。

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疗效评价体系，将临床实际疗效、科研成

果、学术论文等对未来中医药发展的长期影响作为考核重点。建

立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医药疗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学体

系，不断提高中医药科研成果转化率。 

做好中医药的利用工作。中医药是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确

切的临床疗效的医学科学，对人类的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充分认识和发挥中医药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

独到之处，积极发挥中医药在防治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突发流行

性疾病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全面开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方法和技

术研究，全面推广普及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积极构建中医药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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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保健服务体系。制定中医药服务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的激

励政策，大力推进中医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社区卫生服务中

的应用。发挥中医药原创优势，大力推进中医药自主创新，促使

中医药在社会医疗服务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推进中医药

行业内外、境内外交流合作，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拓展合作领域，

形成中医药包容开放的发展新格局。坚持“先内后外，以外促内”，

先在国内做好科研、临床方面的研究，制定好相应的规范标准；

坚持“先药后医，医药并举”，推动一批确有疗效、国际使用广

泛的中药产品先走向世界，用疗效展示中医的科学成效；坚持“先

易后难，循序渐进”，通过先推广针灸、推拿等非药物疗法，开

展多形式、多途径的中医药海外文化传播，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文

化和学术的国际影响力，让世界人民了解和接受中医药，提升国

际医学界对中医药理论及其科学性的理解和认同；坚持“促进交

流，互利共赢”，深化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

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全球传统医药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

推进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创新发展。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扩大中医药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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