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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概述了２０１３年度中药化学专业的主要学术会议以及在中药及复方化学成分研究领域发表的主要论文，介绍
了中药化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和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相关发展建议。

关键词　中药化学；有效成分；中药复方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ａｎｄＬａｔｅ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ｉｎ２０１３

ＧｕａｎｇＦｅｎｇ１，２，ＹａｎｇＢｉｎｇｙｏｕ１，２，ＫｕａｎｇＨａｉｘｕｅ１，２

（１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ａｒｂｉｎ１５００４０，Ｃｈｉｎａ；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Ｗｏｒｌｄ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Ｈａｒｂｉｎ１５００４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ｖｅｒｓ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２０１３ｏｎｔｈｅｔｏｐ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Ｉｔ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ｐａｐｅｒ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ｅ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５．０３．０３９

１　２０１３年度中药化学研究领域学术研究概况
１１　主要学术会议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６日至２７日，
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主

办、新疆医科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承办的“世界

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

年会暨胡杨林论坛”于新疆库尔勒举行，年会主题为

“中药化学与传统医药”。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中国药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沈阳药科大学、河南中医学院以及新疆医科大学等

单位的专家学者在化学成分研究、成分分析、成分的

生物活性、药理作用、药物代谢、工艺优化等方面交

流论文中药化学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此外，２０１３年３月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上海中
医药大学、中华中医药杂志社主办的“全国中医药博

士生学术交流会暨第四届全国中医药博士生优秀论

文颁奖会议”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中药化学专业

１８篇论文荣获“第四届全国中医药博士生优秀论
文”。２０１３年５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
药学会承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第 ２１分会

场———中药与天然药物现代研究学术研讨会于贵阳

举行，与会专家交流了利用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

学、地理信息学、生态学、中药学的前沿技术与方法

在传统中药与天然药物研究中取得的重要进展和成

就。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由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主办的“药物分离分析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于天津

举行，会议着重探讨了药物分离领域前沿技术。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国药学大会暨第十三届中国药师周
在广西南宁召开，紧紧围绕“推动重大新药创制，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一主题，多位院士及药学专家就

“十二五”期间我国创新药物研发进展等专题进行

了专题报道和论文交流。

１２　在 ＳＣＩ期刊发表的中药及复方化学成分研究
的论文

１２１　单味中药化学成分研究论文　经Ｐｕｂｍｅｄ检
索，２０１３年在ＳＣＩ期刊发表的单味药化学成分研究
相关论文主要有：人参研究论文１８０余篇，大黄研究
论文１４０余篇，五味子研究论文近７０篇，丹参研究
论文６０余篇，甘草研究论文６０余篇，银杏叶研究论
文近６０篇，当归研究论文４０余篇，三七研究论文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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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黄芩研究论文近２０篇，金银花研究论文１０余
篇，黄连研究论文１０余篇，葛根研究论文１０余篇，
赤芍研究论文近１０篇，黄芪研究论文近１０篇，柴胡
研究论文近１０篇，连翘研究论文近１０篇，主要研究
内容为成分分离与结构鉴定研究、质量评价与含量

测定研究、药理作用研究以及体内代谢研究等。

１２２　中药复方化学成分研究论文　２０１３年中国
作者在ＳＣＩ期刊上发表了１８０余篇中药复方化学成
分相关研究论文。其中包括四物汤［１－３］、黄柏汤［４］、

三黄泻心汤［５］、附子泻心汤［５］、补阳还五汤［６］、黄连

解毒汤［７－９］、五子衍宗丸［１０］、丹参汤［１１］、扶正化瘀

丸［１２］等，主要研究内容为化学成分分离、生物活性、

体内代谢等。经 ＰｕｂＭｅｄ检索，２０１３年国外学者在
中药复方化学成分研究领域发表的主要研究论文包

括台湾、日本学者发表１０余篇［１３－２３］，主要包括生物

活性、生物利用度及药理作用等研究；韩国学者发表

近２０篇［２４－３７］，主要包括生物活性、生物合成转录、

体内代谢及细胞毒性研究等。

１３　在中文期刊发表的中药及复方化学成分研究
的论文

１３１　单味中药相关研究论文　经 ＣＮＫＩ检索，在
中文期刊、会议论文以及学位论文库中共检索出

２０１３年发表的单味药化学成分研究相关论文约３５０
篇，主要围绕中药化学成分（有效成分）的提取、分

离、结构鉴定以及相应药理作用研究（不含单纯有效

成分药理作用研究的相关论文）。

１３２　中药复方相关研究论文　２０１３年在中文期
刊上发表了约１３０篇中药复方化学成分相关研究论
文。除综述性论文外，主要包括大黄附子汤［３８］、黄

连解毒汤［３９－４０］、葛根芩连汤［４１－４２］、风芍六君子

汤［４３］、六味地黄丸［４４］、桂枝茯苓胶囊［４５］、复方“松友

饮”［４６］、芩术四物汤［４７］、复方炎宁颗粒［４８］等，主要研

究内容为化学成分分离、有效部位提取及体内代谢

等。

２　２０１３年度中药化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
根据年度期刊报道、学术会议以及世中联中药

化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论文的整体情况，２０１３年
度中药化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２１　基于药典品种的中药化学成分的分离鉴定研
究　不完全统计结果表明，在中文核心期刊及 ＳＣＩ
源期刊中，２０１３年度发表论文中以２０１０版药典品种
为研究对象（或药典品种为复方研究的主要组成药

味）的约占７０％左右，可见大部分学者们的研究目

标均着眼于药典品种，以实际应用为最终目标，致力

于对这些品种进行深入系统的成分研究，并且也获

得了诸多新化合物，超过报道分离鉴定化合物的

２０％，取得了新的突破。
２２　基于创新药物重要先导化合物发现的中药化
学成分抗肿瘤生物活性研究　２０１３年中药化学成
分生物活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抗肿瘤、降血糖、抗类风

湿、抗衰老、抗氧化、免疫调节等方面，其中抗肿瘤作

用研究论文数居于首位，约占此领域研究论文的

３０％左右。世中联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收
录论文中抗肿瘤活性研究方面论文约占此类研究论

文的４５％，且在论文集其他研究论文中涉及到抗肿
瘤活性研究内容的还有近１０篇，凸显了抗肿瘤化学
成分及相关活性研究的热点地位，也从侧面反映出

中药化学乃至整个中药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相信

通过学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会有更多的抗肿瘤先

导化合物被分离得到，也会有更多的具有抗肿瘤活

性的中药及中药提取物被发现。

２３　基于ＨＰＬＣ及相关联用技术的中药有效成分
多组分同时定量研究　近五年来，中药有效成分多
组分同时定量研究一直是中药化学成分分析的热

点，２０１３年度依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此类论文
发表８０余篇。在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论
文中此类研究论文约占收录论文的１０％。其中，李
祥教授等以ＵＰＬＣＴＱＭＳ测定不同产地南方红豆杉
枝叶五种双黄酮含量，建立了一种快速测定南方红

豆杉嫩枝和叶中五种双黄酮的方法；吴霞教授等采

用ＨＰＬＣＥＳＩＭＳＭＳ法分析测定了荜菝中５种生物
碱的含量；另有９篇论文采用 ＨＰＬＣ法进行了多组
分定量研究。

另外，利用中药有效成分内在的函数关系和比

例关系，基于只测定一个成分（对照品易得者）来实

现多个成分（对照品难以得到或难供应）同步测定

的一测多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２０１３
年度发表相关研究论文７０余篇。中国药典２０１０年
版中已经收录利用该方法测定黄连小檗碱、巴马汀、

黄连碱、表小檗碱、药根碱等成分的含量［４９］。目前，

一测多评法已在中药多种化学成分的含量测定中得

到广泛应用，如中药苷类、醌类中的蒽醌类和菲醌

类、苯丙素中的香豆素类和木脂素类、黄酮类、挥发

油类、三萜类、生物碱类、鞣质类等成分的含量测定

等［５０］。

２４　基于传统中药优势与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的
中药化学成分微生物转化研究　采用生物转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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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将传统中药的优势与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成为

了实现中药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应用生物转化

研究中药的最主要方法是微生物转化，微生物转化

涉及的反应多种多样，并且可以通过一系列化学反

应产生复杂的新化合物，因此，可以通过微生物转化

法寻找新的有药用价值的衍生物，也可以寻找使这

些反应发生的微生物的酶，进而用于工业化规模生

产［５１］。近年来学者们广泛开展了微生物转化体系

的研究，以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研究为出发点，对甾体

类、萜类、生物碱类、黄酮类和蒽醌类［５２］等活性化合

物进行结构修饰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３　结语
纵观２０１３年度中药化学领域研究成果可以看

出，研究涉及到的领域主要集中于化学成分分离、活

性研究、成分分析及代谢等几个主要方面，尽管取得

了一些成果，但诸多研究还不够细致深入，部分研究

创新性不强，在学术发展方面还应进一步扩大研究

领域，在经典优势研究领域如中药及天然药物药效

物质基础研究、中药及天然药物质量控制研究以及

中药及天然药物化学成分生物活性研究等方面应继

续围绕药典品种开展深入的研究，而针对于中药化

学在创新药物研发方面的应用、中药化学与临床药

学研究、中药及天然药物化学成分生物合成研究、中

药及天然药物化学成分结构修饰和改造研究、中药

及天然药物化学成分代谢研究以及中药及天然药物

化学成分生物转化研究等方面应加大研究力度，尤

其在中药化学在中医药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的应用领

域投入更多的精力，为中药现代化研究提供更多的

科学依据，并且要注重创新，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评价手段等方面更多的体现创新思维，为更多具有

较高学术价值及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的获得提

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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