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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现代研究工作的基本方略

欧阳兵王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大学科技园，250355)

近年来，科技部汇同相关部门，在973计划、863

计划、支撑计划以及其他科技计划中安排了“中药现

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开发”“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研究”

“中药药性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中药药性理论相关

基础问题研究”等一批重大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

使中药现代研究工作的创新能力和成效显著增强。但

是，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渐次

浮出水面，成为制约中药现代研究的瓶颈。中药现代

研究工作一定程度显露出自主思维淡化、价值取向偏

移、源头创新不足等深层次危机，主要体现为传统中药

理论研究薄弱，指导作用淡化，中药现代研究未能凸显

自身特色优势，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现代研究体系，创新

中药研究平台建设滞后等。有鉴于此，我们试就当下

和今后中药现代研究工作的基本方略作一概括性

论述。

1 中药现代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

1．1 国家战略需求原则在中药现代研究领域，我国

政府从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自

主创新的战略高度，坚持贯彻“自主创新、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发展方略，确定了进一步加强

科技创新、全面推进中药现代化的战略方针。中药现

代研究工作必须牢牢依据上述国家战略需求开展。

1．2人类社会需求原则 中药是人类共有资源。人

类的健康事业，需要中药在国际健康医疗领域发挥重

要作用；人类的文化发展，需要以中药等为优秀代表的

中华文化的传播扩展。

1．3临床需求原则 临床需求是中药现代研究工作

的根本动力。脱离了临床需求的中药现代研究，必然

失于偏颇，并背离其应有的实践意义。

1．4医药结合、遵循中医医理原则 中药现代研究要

医药结合，切实遵循中医医理，如证候反映规律、阴阳

变化规律、辨证论治规律、寒热温清规律等。中药现代

研究必须把握好如上基本认知规律，才能切实保证研

究工作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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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遵循现代科学认知规律原则 由于漫长的历史

变革和持续的技术进步，支撑经典中药理论科学性和

先进性的方法手段已经落后，传统中药理论的部分认

知标准和评价方法已不能被现代社会所理解和接受，

成为制约其优势发挥的关键问题。只有将中药现代研

究工作推进到生命科学领域研究前沿，建立起现代社

会可接受的、科学的、先进的全新理论认知和评价体

系，方可使其在实际应用层面实现跨越式发展。

2中药现代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

包括继承、创新和国际化三方面。1)继承是中药

现代研究工作立足的根基。创新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

是：深入挖掘相关文献典籍，构建中药知识库和文献保

障系统，对中药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整理和现代诠释；对

名老中医药学思想、应用经验和技艺方法进行系统整

理研究，构建中药现代传承技术体系，使之有效指导或

转化为中药实用技术和工艺规程。2)创新是中药现代

研究工作的动力源泉。创新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是：

构建融合传统与现代技术方法的创新中药研究平台，

发展新的技术方法，建立系统的方法学体系；建立中药

性能、作用机制、安全性评价方法与标准体系；开展中

药预防、保健、治疗重大疾病研究；开展中药种植资源

保护利用研究；研发适用于中药复方生产的工艺、技术

及装备；进行疗效确切的传统中药二次开发；提高中药

质量标准。3)国际化发展是中药现代研究工作的必然

要求。国际化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药国际

化标准规范及其研发技术平台；推进医疗、教学、科研、

产业化合作与学术交流；探寻中医文化国际化传播的

有效途径和模式，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中医药国

际化。

3 中药现代研究工作的主导思路

．中药现代研究实质上就是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思想

和技术以及现代文化的有机融合，是在继承传统中药

理论、技艺及应用经验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开展中

药现代研究工作的总体思路应是：以中医药经典理论

为指导，遵循中医药认知规律，坚持宏观把握与微观探

索相结合、中医研究与中药研究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

用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实验研究与I临床研究相结

合，改变工于分离解析、疏于整合还原的研究思路，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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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功效特征，进行基于传统功效的综合还原研究，最后

综合集成，梳理共性，总结规律，揭示中药学术思想体

系的科学内涵。

4 中药现代研究工作的主攻方向

当前，中药现代研究工作的主攻方向应包括以下

4方面：1)构建现代中药理论体系；2)科学表征中药

性能；3)合理揭示中药方剂的配伍和起效机制；4)有

效扩展中药资源，研制、开发、应用现代中药。其中，构

建现代中药理论体系是核心和关键。中药现代研究工

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以中医药基本理论为指导的基

础性研究和构建符合中药理论范畴认知规律的标准规

范和方法学体系，唯此，方能有效匡正基本思路和研究

方向，避免中药现代研究天然药物化或西药化的不良

趋势，切实提升中医药学术水平和国际地位。

5中药现代研究工作的总体目标

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

创新，构建形成系统、科学的中药研发、评价方法和技

术标准体系，全面评价中药性能，提高其应用效果的准

确性和稳定性。3)建立中药现代研究综合技术平台和

组织运行体系，构建形成中药现代研究方法学体系。

3)阐明传统中药理论的科学内涵，进行理论总结与升

华，构建新理论，使经典中药理论体系初步完善为现代

中药理论体系，实现对传统理论的超越。4)明确中药

学科研究领域和方向，构建分化完全、结构合理的中药

学现代学科体系。

6 中药现代研究工作的核心内容

6．1 中药经典理论现代研究 在继承传统中药理论

的基础上，构建现代中药理论体系，包括对同有理论体

系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对某些固有概念的重新界定和

阐释，以及新概念、新理论的提出，从而使中药理论体

系日益完善，更富现代理论学术特质。

6．2中药制剂研究随着相应技术的快速发展，靶向

制剂、缓控制剂、脉冲制剂、存贮缓释制剂等新型制剂

的出现，对中药制剂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革新

中药剂型和给药途径，控制质量标准，不仅可提高药

效，减少不良反应，也可提高中药制剂的有效利用度，

为中药制剂领域发展提供新动力，从而加速传统中药

行业向产业化、现代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6．3中药材、饮片、中成药质量控制研究系统开展

中药材、饮片、中成药质量控制研究，在继承传统中药

采制理论、炮制理论、制剂理论及生产技术和质控经验

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及现代医药发展经

验，开展中药采制、炮制、制剂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工

艺研究，创建质量新标准，提高中药的技术含量和标准

化水平，是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6．4名优中药二次开发技术研究 目前已在国内上

市的多数中药复方仍存在药效成分、作用机制、质量控

制、生产工艺等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成为制约提升质

量、扩大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问题。因此，进

行名优中药二次开发研究的任务必要而紧迫。

6．5 中药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 随着对中药需

求的急剧增加，中药资源不同程度受到严重破坏。如

何有效保护利用现有资源，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紧迫

问题。因此，应及时开展珍稀濒危中药材本底资料调

查、珍稀濒危中药评价、中药资源濒危成因、药用濒危

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方面研究工作，实现中药资源利用

和生产的有序性和可控性，以达到中药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目的。

6．6防治重大疾病的创新中药开发研究近年来，一

些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如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甲

型流感等，对人类健康构成极大威胁。中药现代研究

领域可充分借鉴相关疾病病毒结构和致病机制研究的

最新成果，建立中药活性成分筛选和药效评价技术体

系，在此基础上，开展有效防治重大疾病的创新中药开

发研究。

6．7 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研究 中药

复方药效物质基础，应在肯定中药疗效的前提下，基于

整体、器官和组织、细胞、分子四个层次筛选有效组分，

结合指纹图谱分析，建立有效组分和药效信息的中药

复方指纹图谱研究体系，依据胃肠动力学、血清药物化

学等的研究方法，研究中药复方有效组分动态变化过

程及规律，探讨其与药效的相关性，实现中药复方药效

物质基础的现代化学、药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

方法的表达，进而创建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现代研

究体系。

6．8 中药标准提取物制备研究 中药标准提取物是

以质量可控的中药材为原料，运用现代提取技术工艺

生产的具有可控质量标准的植物提取物产品。标准提

取物是传统中药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标志，是中药现

代研究工作必须开展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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