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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品质中药的系统理论判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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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提出了中药个体品质及群体品质鉴别的概念。建立了相同品质中药群体的系统理论判别方法。方法：根据
描述生物体系遗传与变异信息的双指标信息理论方程，建立生物体系个体同品质的定量标准，由此构建每个样品的初级

同品质特征序列。构建了中药群体同品质优化判别方法：群体特征序列最大有效样本数法，变化 Ｐｇ＝ｘ～１００％，５８％≤ｘ
≤６４％，在整体上优化每个样品的同品质特征序列，使群体样本的核心特征序列中的总样本数与关联序列中的总样本数

差值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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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１
（ＮｃｉＮｒｉ）最大，实现中药群体同品质的优化判别。该理论系统基于生物系统内禀性质，可以实现相同品质中药

群体的严格理论判别。结果：３种组成非常相似的中药复方红外指纹图谱的分析结果很好地证明了该理论预测。结论：
该研究提供了一种判别相同品质中药的可行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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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整个中药体系言之，中药的品质既决定品种
特性，也决定质量优劣。中药的品质是决定中医临

床治疗成败的关键基础。目前关于中药品质多是从

药材品种及其外观性状等方面进行研究［１－３］，或是

依据某些主观决定指标，如一种或几种成分含量作

为中药的品质标准［４７］。由于中药在治疗不同疾病

时的药效不同，因此目前的方法缺乏理论依据，无法

严谨有效地实施中药品质的评价。

生物的品质，包括中药的品质，作者认为应科学

分成２个层次，其一，个体品质概念，即某个样本与
某类样本具有相同的品质，这可称为个体鉴别，这是

原始经典的鉴别模式。其二，群体样本品质鉴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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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即哪些样本具有相同的品质。由于生物变异

的随机波动性、多向性、非对称性，与某个中药相同

品质的中药，与另一个同类中药样品品质可能具有

显著的差异。而一般意义上中药的品质应是一个整

体或群体概念，是以多批次、多厂家生产的同类具有

长期稳定疗效的中药，或是以不同年份、多产地生产

的同类具有长期稳定疗效的中药材为准则。因此，

中药同品质研究，必须基于个体品质层次进行群体

样本品质层次的严格客观判别。如同现代物理学、

化学，中医药学科要变成一门中医药科学，必须建立

系统完善的数理描述理论。一个好的数理理论的标

志是，它能够精确预测体系的性质。

笔者长期致力于生物学数理理论研究，并从博

士研究期间将其应用于中药鉴别及质量评价理论方

法学研究，从纯数理理论的角度，独立提出并建立了

系列理论模型，多维指纹图谱共有峰率和变异峰率

双指标序列分析法［８］，指纹图谱不变量分析法［９］，双

指标等级序列个性化模式识别法［１０１１］，既可利用指

纹图谱峰位定性信息又可利用峰强度、峰面积连续

变量信息精确分类鉴别生物复杂体系。作者进一步

建立了描述生物体系共有信息及变异信息的理论方

法：双指标信息理论方程［１２］，综合反映一个生物体

系共有遗传与变异规律。上述系列分析方法，皆不

需任何经验参量，只依据实验测量量及生物数据本

身的规律特性，达到对生物系统的精确聚分类。由

于生物的品质取决于其内在共有遗传与变异因素，

因此双指标信息理论方程亦可作为生物体系品质的

一个定量描述方程。对此方程进行理论分析，可以

做出这样的理论预测：当任意２个生物体系的相似
度Ｐｇ≥６１％，２个生物体系具有相同的品质，以此为
标准建立个体样品特征序列。在此基础上，本文建

立了中药群体样本同品质的优化判别标准：样本群

体最大有效样本数法。根据上述系统理论方法，确

定优化的群体样品特征序列，实现相同品质中药群

体的系统理论判别。另一方面，引入与目标样本群

体组成非常近似的中药样本一起进行分析，可以构

建严格的边界条件，使相同品质中药群体的判别更

严谨。该理论方法基于生物体系内禀本质特征信息

而不是人为规定的标准判别相同品质的中药，一般

情况下，也是具有相同药效的中药，这也为中药药效

的理论判别提供了一种理论工具。利用该系统理论

方法对３种中药复方的２７个样品的原药粉末红外
指纹图谱进行分析，确定每个样品的特征序列，并进

行品质模式识别。结果表明，３种复方的准确判别

率为１００％。另外，同一品种中药品质可存在重要
差异，这就要求在中药临床应用及中药药理研究中，

必须对中药的品质进行严格的判别，相同品质中药

的判别理论方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应用价

值。

１　生物体系品质的理论标准
１１　个体样本同品质理论标准　根据生物体系的
双指标信息理论方程生物遗传与变异信息理论方
程［５］。任意２个样品或任意样品２个不同演化阶段
的遗传与变异信息量为，

Ｉ＝－（ＰｇｌｎＰｇ＋ＰａｌｎＰｖａ＋ＰｂｌｎＰｖｂ）…………（１）
对于双指标信息量方程（１），存在着极大值信

息量。获得最大信息量时，考虑２种情况：１）样品
Ａ，Ｂ对称变异，Ｐａ＝Ｐｂ，共有峰率为 Ｐｇ＝６１０％。
２）样品Ａ，Ｂ极端非对称变异，Ｐａ≠０，Ｐｂ＝０，共有峰
率为６９５％。２个样品的共有峰率越高，相似性越
大，品质越相似。因此，根据上述双指标信息理论方

程的极值分析，当 ２个样品的共有峰率在 Ｐｇ＝
６１００％～１００％之间，二者性质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他们的品质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定义 Ｐｇ≥６１％为
任意２个生物体系具有相同品质的定量理论判据，
即个体生物样本相同品质理论标准，作为个体中药

样本的品质鉴别标准。

１２　群体样本相同同品质的理论判别方法　由于
生物系统的随机变化波动性、明显的非对称性，使得

任意２个同品种样本Ａ、Ｂ的同品质样品集，可以有
显著的差异，理论上讲，二者既可以完全重叠，也可

以完全不相交，这体现了个体同品质样品的变化性。

而中药的品质，本质上是一个整体、群体概念，是以

多批次、多厂家生产的同类具有长期稳定相同疗效

的中药（复方、中药材）为准则。因此，必须对同类

中药群体样本进行整体的同品质判别。本研究新建

立了群体特征序列最大有效样本数法，可以实现中

药群体样本的整体同品质判别。

群体特征序列最大有效样本数法，是指在最优

品质判别情况下，所有样本的核心特征序列中的样

本数与所有样本的关联序列中的样本数之差应最

大。核心特征序列与关联序列的定义见文献［１１］。

其中，每类样品的核心特征序列中的样本，构成与其

他类样品的特征序列中的样本完全不同的独立样本

集合，而各类样品的关联序列可以与其他类样本的

特征序列之间有样品交叠。在理想状态下，每类样

品完全不同，则关联序列中的样品数为零，同时，同

类样品的品质完全相同，每个样品的特征序列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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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但实际情况由于中药的变化性，难以达到这

样的理想情况，为此建立群体特征序列最大有效样

本数法：

Ｙ＝
Ｍ

ｉ＝１
（ＮｃｉＮｒｉ…………（２）

Ｙ：群体特征序列最大有效样本数；Ｎｃｉ：第ｉ个样
本的核心特征序列中的样本数；Ｎｒｉ：第ｉ个样本的关
联序列中的样本数；Ｍ：群体样本总数。在理想的状

态下，Ｙｍａｘ＝
ｋ

ｊ＝１
，Ｎ２ｊ：第 ｊ类样品中的样品数。如有２

类样品ｃｌａｓｓＡ，含有５个样品，ｃｌａｓｓＢ，含有１０个样
品，二者皆无关联序列。在理想情况下，ｃｌａｓｓＡ的每
个样品皆由ｃｌａｓｓＡ的５个样品组成，没有关联序列
样品，故ｃｌａｓｓＡ的群体特征样本序列共有５×５０＝
２５个样品数，同理，ｃｌａｓｓＢ中的１０个样品的群体特
征序列无关联序列，共有１０×１０－０＝１００个样品。

２类样品的 Ｙｍａｘ＝
ｋ

ｊ＝１
Ｎ２ｊ＝２５＋１００＝１２５。若２类样

品特征序列有交叠，则 Ｙ
&

Ｙｍａｘ。０＜Ｙ&

Ｙｍａｘ。Ｙ
反映了群体分类中有效分类程度，Ｙ越大，越接近
Ｙｍａｘ，说明品质聚分类越清晰，关联序列中的样本数
越少，核心特征序列中的样本数越多，越接近理想聚

分类，该理论方法的具体应用见本研究的具体数据

分析。

通过对生物遗传与变异信息理论方程分析可

知，当ｘ
&

Ｐｇ&１００％，ｘ＝５８％～６４％的范围内，信
息量值Ｉ处在最大值范围，变化不显著。因此可以
在此范围内变化Ｐｇ，以获得最大Ｙ，实现不同品质的
中药样本群体的最佳聚分类。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实验资料　美国 ＮＩＣＯＬＥＴ５７００ＦＴＩＲ傅立叶
变换红外光谱仪（光谱范围４０００～４００ｃｍ－１，分辨
率００９ｃｍ－１）；高速粉碎机，压片机，分析天平。

溴化钾（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明目地黄丸、知柏地黄丸及麦味地黄丸（皆为

水丸或浓缩丸）样品如下。

明目地黄丸：Ｓ１～Ｓ１５。
黄山天目药业有限公司：Ｓ１～Ｓ３（批号：

０６０５２６），Ｓ４，Ｓ５（０６１１２７），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Ｓ６～Ｓ７（０６０５０７），Ｓ８～Ｓ１０（０５１００２），Ｓ１１，Ｓ１２
（０６０４０３），Ｓ１３～Ｓ１５（０６０４０３）。

麦味地黄丸：Ｓ１６，Ｓ１７。
河南 宛 西 制 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Ｓ１６，Ｓ１７

（０６０１０３）。
知柏地黄丸：Ｓ１８～Ｓ２７。

湖北端药药业有限公司：Ｓ１８（０５０８０１），Ｓ１９，Ｓ２０
（０５１１０１），安徽华佗国药厂：Ｓ２１（２００６０１０１），北京
同仁堂科技有限公司：Ｓ２２，Ｓ２３（６０３０４２６），河南宛西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Ｓ２４（０６０３０４），Ｓ２５～Ｓ２７，湖北清
大药业：Ｓ２５（０５１００２），Ｓ２６，Ｓ２７（０６０５０１）。
２２　实验方法　中药样品粉碎，过８０目筛，６０℃
烘干２ｈ。将制备粉末低温冷冻保存。ＫＢｒ压片法
测试其指纹图谱。每个样品平行测量指纹图谱 ６
次，即每个样品的红外指纹图谱峰波数是６次测量
的平均值。红外指纹图谱以约２５ｃｍ－１平滑处理，灵
敏度分别是６０、７０、８０。
３　重复性实验和稳定性实验

样品Ｓ２平行测量６次，任意４次测量指纹图谱
中每个吸收峰波数的平均值构成组合指纹图谱。他

们之间的最低共有峰率为９３％，说明具有优良的重
复性。原药粉末在０～４℃下保存，具有良好的稳定
性。

４　指纹图谱测定与实验数据分析
４１　指纹图谱测定　根据实验条件，测试三类２７
个中药复方明目地黄丸、麦味地黄丸及知柏地黄丸

原药粉末的红外指纹图谱，见图１。

图１　明目地黄丸、知柏地黄丸和麦味地黄丸原药粉末
红外指纹图谱叠加图

注：在约３０００ｃｍ－１处，从上到下依次是 Ｓ１６、Ｓ５、Ｓ１４、Ｓ２１、Ｓ２７、Ｓ１８、

Ｓ１９、Ｓ６、Ｓ２３、Ｓ１０。

　　由图１可见，三类地黄丸原药粉末的红外指纹
图谱非常相似，极难凭观察直观鉴别他们。说明他

们品质的相似性。必须用数理分析方法对其指纹图

谱数据进行分析，以得到严谨精确的品质鉴别结果。

４２　实验数据分析　采用文献［１３］的方法，确定每

个样品的组合指纹图谱峰及２７个样品的共有峰及
变异峰。以任一样品为标准，计算其他样品与该样

品的共有峰率，再根据生物体系品质的理论标准，确

定与该样品共有峰率Ｐｇ≥６１００％的样品，组成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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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初级特征序列，用此方法可得所有其他样品的

初级特征序列。初级特征序列，作为个体样本鉴别

的标准，即该样品具有与特征序列样品相同的品质。

根据群体特征序列最大有效样本数法，在 ｘ≤
Ｐｇ≤１００％，ｘ＝５８％～６４％优化Ｐｇ，得到群体整体的
优化特征序列。不同灵敏度下的优化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不同灵敏度及Ｐｇ下的最大有效样品数Ｙｍａｘ
相似尺度

Ｐｇ≥ｘ
Ｙｍａｘ

（６０灵敏度）
Ｙｍａｘ

（７０灵敏度）
Ｙｍａｘ

（８０灵敏度）
ｘ＝５８％ １８６ １９３ ２０１
ｘ＝５９％ １９０ １９３ １９８
ｘ＝６０％ １９０ １９１ １９８
ｘ＝６１％ １８８ １９１ １９４

　　通过对实验测量的指纹图谱数据进行详细分
析，可以发现评判这３类中药相同品质的标准可以
确定为Ｐｇ≥ｘ，ｘ＝５９％～６１％。

在上述相似尺度下，明目地黄丸、知柏地黄丸、

麦味地黄丸３类中药皆可得到准确分类，正确识别
率１００％，但比较上述相似尺度的有效样品数，可以
发现，３种灵敏度下，Ｐｇ≥ｘ，ｘ＝５９％的范围内，总有
效样品数基本稳定，最大变化１９８－１９０＝８，而 Ｐｇ≥
ｘ，ｘ＝５８％时，即Ｐｇ≥６１－３＝５８％，有效样品数发生
显著变化２０１－１８６＝１５，结果不稳定。由此可以得
到一个合理的尺度Ｐｇ≥ｘ，ｘ＝５９％～６３％，同时可以
看出不同灵敏度及Ｐｇ尺度情况下，有效样品数也不
相同。但Ｐｇ≥ｘ，ｘ＝５９％ ～６３％适用于广泛的信息
量状态，可以作为一个判别同品质中药的通用标准。

另一方面，信息量适当高，如指纹图谱具有较多的指

纹峰是保证最佳判别的基础。每个样品的特征序列

由与其品质相同的样品组成。“６０、７０、８０”３个灵敏
度下皆可对３种中药精确分类，由上述结果可知，８０
灵敏度下中药群体的品质聚分类结果最优。

３种药品的２７个样品的特征序列：
明目地黄丸：

Ｓ１ａ：（Ｓ１）ｂ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ｃ　Ｓ２６ｄ

Ｓ２：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２６

Ｓ３：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４：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２７　Ｓ２６　

Ｓ５：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７　Ｓ１１　

Ｓ６：（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３　Ｓ１４　Ｓ１５　

Ｓ７：Ｓ５　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３　Ｓ１４　Ｓ１５　

Ｓ８：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３　Ｓ１４　Ｓ１５　

Ｓ９：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３　Ｓ１４　Ｓ１５　

Ｓ１０：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３　Ｓ１４　Ｓ１５　

Ｓ１１：Ｓ５　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３　Ｓ１４　Ｓ１５　

Ｓ１２：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３　Ｓ１４　Ｓ１５　

Ｓ１３：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３）　Ｓ１４　Ｓ１５　

Ｓ１４：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３　（Ｓ１４）　Ｓ１５　
Ｓ１５：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３　Ｓ１４　（Ｓ１５）　
麦味地黄丸

Ｓ１６：（Ｓ１６）　Ｓ１７　
Ｓ１７：Ｓ１６　（Ｓ１７）　
知柏地黄丸

Ｓ１８：（Ｓ１８）　Ｓ１９　Ｓ２０　Ｓ２１　Ｓ２４　Ｓ２５　Ｓ２６　Ｓ２７　
Ｓ１９：Ｓ１８　（Ｓ１９）　Ｓ２１　
Ｓ２０：Ｓ１８　（Ｓ２０）　Ｓ２５　Ｓ２７　Ｓ２６　
Ｓ２１：Ｓ１８　Ｓ１９　（Ｓ２１）　Ｓ２４　Ｓ２５　
Ｓ２２：（Ｓ２２）　Ｓ２３　

Ｓ２３：Ｓ２２　（Ｓ２３）　
Ｓ２４：Ｓ１８　Ｓ２１　（Ｓ２４）　Ｓ２５　Ｓ２６　Ｓ２７　
Ｓ２５：Ｓ１８　Ｓ２０　Ｓ２１　Ｓ２４　（Ｓ２５）　Ｓ２６　Ｓ２７　
Ｓ２６：Ｓ１８　Ｓ２０　Ｓ２４　Ｓ２５　（Ｓ２６）　Ｓ２７　　Ｓ１　Ｓ２　Ｓ４　
Ｓ２７：Ｓ１８　Ｓ２０　Ｓ２４　Ｓ２５　Ｓ２６　（Ｓ２７）　　Ｓ４　

ａ．Ｓ１：（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２６：表示样品
Ｓ１的特征序列；ｂ．表示 Ｓ１是自身的最相似样品；每
个样品皆属于自身的最相似样品，在数学上构成一

个完备的表示；ｃ．（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表示是
Ｓ１的核心特征序列；ｄ．Ｓ２６表示 Ｓ２６是 Ｓ１的关联
序列。其他样品的序列表示意义相同。

根据２７个样品的特征序列，可以清晰看出，除
Ｓ１，Ｓ２，Ｓ４，Ｓ２６，Ｓ２７五个样品的特征序列中含有１～
３个其他类样品，即关联序列外，其他２２个样品不
含有关联序列。明目地黄丸的特征序列由 Ｓ１～Ｓ１５
组成；麦味地黄丸的特征序列由Ｓ１６，Ｓ１７组成；知柏
地黄丸的特征序列 Ｓ１８～Ｓ２７组成。由每种样品的
特征序列中的样品构成近完全相互独立的样品集

合，显示３种地黄丸的品质具有显著的差异。根据
每类样品与特征序列最相近的样品，可知Ｓ１～Ｓ５的
这部分样品主要是明目地黄丸 Ｓ６～Ｓ１５，由此可以
证明Ｓ１～Ｓ５与 Ｓ６～Ｓ１５，性质相近，同属于明目地
黄丸，同样，Ｓ２３，Ｓ２４双指标序列中最接近特征序列
的样品皆是知柏地黄丸，证明 Ｓ２３，Ｓ２４属于知柏地
黄丸。另一方面，Ｓ１～Ｓ５与 Ｓ６～Ｓ１５的特征序列有
显著不同，说明黄山天目药业有限公司与河南宛西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明目地黄丸品质差异显

著。北京同仁堂科技有限公司Ｓ２２，Ｓ２３与其他厂家
的知柏地黄丸品质有极显著的差异。本研究建立的

相同品质中药的系统理论判别方法，可以对不同品

质的中药进行精确判别。

５　结论
本研究提出了相同品质中药的系统理论判别概

念，建立了一种基于生物体系近全信息的相同品质

生物群体的理论判别方法。该法不依赖于任何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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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经验知识或学习方法，完全基于生物体内存

在的内禀特征信息，对中药的品质判别既具有严谨

的理论基础，又具有完全的客观性及高的精确性。

突破了传统的完全基于经验及学习或主观的品质判

别方法，是中药数理基础理论发展的崭新开端。同

时，提出的个体样本及群体样本品质鉴别２种概念，
澄清了目前中药鉴别及质量评价研究领域概念模糊

不清的问题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深入理论及实验

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该理论方法基于生物

体系内禀本质特征信息而不是人为规定的标准判别

相同品质的中药，一般情况下，也是具有相同药效的

中药，这也为中药药效的理论分析判别提供了一种

可能的理论工具。采用相同品质中药群体的系统理

论判别方法，对３类２７个组成非常相近的中药复方
的实验研究表明，可以从品质的角度精确鉴别不同

品质的中药。这也证明中药生物复杂体系的某些特

性完全可以进行精确的定量理论预测，达到物理学、

化学科学的境界。

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严格判别相同品质中药

的理论方法，同时也为理论研究中药药效开拓了一

种可行的新途径。

致谢：本研究论文中的部分原始数据采自作者

２００６级硕士研究生张新玲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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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ＨｕａｂｉｎＺｏｕ，Ｇｕｏｓ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ＡｉｑｉｎＤｕ，ｅｔ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ｕｍｅｒａｌ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ＰｅａｋＲａｔｉｏ
Ｉ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ｎｅｓｓＩｎＨＰＬＣ［Ｊ］．Ｂｉｏｍｅ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２００６，２０：６４２－
６５５．

［１０］邹华彬，韩智峰，翟红，等．桂附地黄丸金匮肾气丸指纹图谱双指
标等级序列二次聚类分析及质量评价［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２００７，２７（１２）：２４３２－２４３６．

［１１］邹华彬，王丽双，翟红．Ｎ生物系统双指标等级序列个性化模式
识别法及左归丸、右归丸和济生肾气丸核磁共振指纹图谱分析

［Ｊ］．山东大学学报：工学版，２０１２，４２（４）：１１４－１１９．
［１２］邹华彬．双指标信息显著相似序列聚类分析桂附地黄丸、金匮肾

气丸无水乙醇提取物红外指纹图谱［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９，３４
（１８）：２３２５－２３３０．

［１３］邹华彬，袁久荣，王伟．中药指纹图谱共有峰的理论识别Ｗ检验
判别法［Ｊ］．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２００４，６（２）：５０－５６．

（２０１５－０１－２４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第四届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顺利召开

　　第四届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学
术年会于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３日 －１５日在比利时蒙斯市（Ｍｏｎ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蒙斯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ｏｎｓ）召开。此次会议由世
界中医药联合会中药分析专业委员会与中药化学专业委员

会联合主办，比利时蒙斯大学承办。这是中药化学专业委员

会成立以来首次在海外举办学会年会，旨在推动、扩大中西

方在中药、植物药研究方面的进一步交流，加深国外同行对

中医药的兴趣、提高对中医药研究的关注，促进中医药在世

界范围被认可并得到推广。来自中国、比利时、英国、法国、

德国、希腊、日本、韩国二十个国家与地区的约２００名学者齐
聚一堂，参加这次国际盛会。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传统药物：科学与文化的碰撞”

（Ｔｒａｄｉｔ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ｅｔｓＣｕｌｔｕｒｅ）。中药分析专
业委员会会长、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果德安教授担任大会主席

并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蒙斯大学副校长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ｕｂｏｉｓ教
授、医药学部副主任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Ｒｉｓ教授、药学部副主任 Ｐｉｅｒｒｅ

ＶａｎＡｎｔｗｅｒｐｅｎ教授以及安捷伦公司副总裁 ＺｈａｏＹｉｎｇ博士
在开幕式上致辞。大会共进行主题演讲１１个，分会场报告
４５个。专家们从传统中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以及植物药的新发现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报告。会上会

下，代表们交流热烈，国外专家对中药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

的兴趣及关注。除了大会报告交流，会场还安排了墙报交

流，供参会代表研读并讨论。

本次会议是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首次在境外举办年度

学术会议，经过各方的努力，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学会

会长，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匡海学教授在会后表示，今后

还要继续尝试在境外办会，以发扬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

宗旨和精神，进一步联合海内外致力于中药化学研究的专

家、学者群策群力，深入研究，推动中药国际化的发展。不断

扩大学会的影响，培育高水平、国际化的中药化学优秀人才，

不断推出有竞争力的中药研究新成果。

·２８０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ｌｙ２０１５，Ｖｏｌ．１０，Ｎｏ．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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