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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秦艽品质与气候因子的相关性，为秦艽种植与栽培提供依据。方法：采用 ＵＰＬＣ法测定秦艽主产区陕
西、甘肃、宁夏３省２０批次样品中龙胆苦苷、马钱苷酸、獐牙菜苦苷和獐牙菜苷４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同时收集产地的气
候因子，应用ＳＰＳＳ软件对不同产地秦艽有效成分含量和气候因子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ＰＣＡ分析，典型相关性分析，寻找
和揭示影响秦艽品质的气候因子。结果：２０批样品中龙胆苦苷和马钱苷酸的总含量都高于药典限度，其中陕西凤县的有
效成分含量最高，品质较好；秦艽中龙胆苦苷的含量与温度、气压呈极显著正相关，与风速呈极显著负相关；马钱苷酸与年

降水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与风速呈显著正相关；獐牙菜苦苷与风速呈显著正相关，与年降水量、温度呈极显著负相关；獐牙

菜苷与气候因子未表现出显著相关性。结论：陕西产秦艽品质较好，优于甘肃和宁夏产的秦艽，其中陕西凤县产的秦艽质

量最佳。秦艽的质量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温度、气压和降水量是影响秦艽品质重要的气候因子。在一定范围内，温度越

高、气压越高、降水量越大，越有利于秦艽化学成分的积累，促进活性成分含量富集。该研究为不同产地秦艽品质变异及

生态适应提供了实验依据，对提高秦艽品质、进行适宜的生态区划分和保障秦艽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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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艽是我国常用大宗药材，主产于青海、甘肃、 陕西、山西、四川等地，陕西、甘肃为其道地产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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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高，品质最好［１］。秦艽主要活性成分为龙胆苦

苷、马钱苷酸、獐牙菜苦苷和獐牙菜苷［１］，具有祛风

湿、止痹痛、退虚热的功效［２］。现代药理研究发现，

秦艽具有抗炎、镇痛、保肝、抗氧化多种药理作用［３］，

秦艽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Ｐａｌ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２０１５版收载秦艽的主要来源之一［２］。气候因

子与药材的生长和品质有着密切联系，气候条件和

栽培技术的不同，可造成药材质量的差异［４５］。温

度、光照、水分等气候因子作为主要的气候因子，单

独或相互作用影响着药材品质［６］。目前对秦艽的研

究，主要有化学资源调查、种质评价、成分测定、药理

研究，产地土壤的微量元素比较等［７１２］。李佳峰研

究了秦艽及近缘种龙胆苦苷积累与环境因子相关

性［１３］，其研究的化学成分单一，气候因子对其他活

性成分影响仍未知。因此，进一步研究生态因子与

秦艽活性成分之间的联系，对提高秦艽品质，确定最

适宜的产区，实现秦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测定了秦艽主产区陕西、甘肃、宁夏３省２０
个批次秦艽中龙胆苦苷、马钱苷酸、獐牙菜苦苷、獐

牙菜苷４种化学成分的含量，应用ＳＰＳＳ软件典型相
关分析和主成分析研究了４个化学成分含量与产地
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化学成分、生态因子

值之间的联系，为提高秦艽品质，建立秦艽规范化种

植基地提供科学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本研究所用的秦艽样品为陕西、甘肃和
宁夏３个秦艽主产区的２０个不同地区的栽培样品，
每个产地的样品数在５株以上。采集后将同一个产
地的样品放在一起，用去离子水洗净泥沙，自然风

干。原植物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黄林

芳博士鉴定为大叶秦艽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Ｐａｌｌ）。见表１。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ＡｃｑｕｉｔｙＵＰＬＣＰＡＤ超高效液相
色谱仪（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公司），包括四元高压梯度泵、
真空脱气机、自动进样器、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和 Ｅｍ
ｐｏｗｅｒ２色谱工作站。ＭＳＡ２２５ｓ型电子分析天平
（德国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公司）；ＫＱ５００Ｂ超声波仪（江苏昆
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ＥＬＧＡＰＵＲＥＬＡＢＣｌａｓｓｉｃ
ＵＶＦ纯水仪（英国 ＥＬＧＡ公司）。乙腈为色谱纯，水
为超纯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对照品龙胆苦苷

（批号 ＭＵＳＴ１１０１１４０１），马钱甘酸（批号 ＭＵＳＴ
１１０４２５０１），獐牙菜苦苷（批号ＭＵＳＴ１１０１２４０１）和獐
牙菜苷（批号ＭＵＳＴ１１０２０８０２）均购于成都曼斯特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对照品纯度＞９８％。

表１　秦艽样品信息

批次 采集地 经度Ｅ 纬度Ｎ 生长年限

１ 陕西省陇县八渡镇桃园村清石崖 １０６°４８３３５’ ３４°４１３３６’ ３
２ 陕西省陇县东南镇菜园村 １０６°５２９７７’ ３４°４１３３６’ ３
３ 陕西省陇县楞底下镇 １０６°４５２８０’ ３４°４９２５８’ ４
４ 陕西省太白县咀头镇黄柏原乡 １０７°２０４５０’ ３４°０２６１９’ ３
５ 陕西省太白县靖口镇水蒿川村 １０７°０９０１２’ ３４°０６９５９’ ３
６ 陕西省凤县河口镇 １０６°５６５７８’ ３３°５８９５９’ ３
７ 陕西省凤县孔家庄二组 １０６°４３４３４’ ３３°４９１６２’ ３
８ 陕西省凤县三岔镇孔家庄二组 １０６°４３７１２’ ３３°４８８１４’ ４
９ 陕西省凤县南星留凤观镇玉林蒲村１０６°４２３３４’ ３３°４５５１４’ ３
１０陕西省凤县南星留凤观镇玉林蒲村１０６°４３２１５’ ３３°４６２２３’ ５
１１ 甘肃华亭县蒋庄村 １０６°２８４７４’ ３５°１４１５１’ ４
１２ 宁夏隆德县 １０６°０８３２４’３５°３７３８５’ ３
１３ 陕西省陇县八渡镇桃园村四院沟 １０６°４９２５０’ ３４°４０９０６’ ３
１４ 陕西省陇县关山镇石窑河村 １０６°４１４５３’ ３４°４４７７９’ ３
１５ 陕西省太白县桃川镇上店村 １０７°２８４９９’ ３４°０３３１７’ ３
１６ 陕西省太白县小华山 １０７°１８４４０’ ３４°０１１３２’ ３
１７ 甘肃华亭县蒋庄村 １０６°２８４７４’ ３５°１４１５１’ ３
１８ 陕西省眉县老君洞 １０７°１８２１９’ ３４°０３９１２’ ３
１９ 陕西省眉县老君洞 １０７°１８２１９’ ３４°０３９１２’ ３
２０ 宁夏隆德县山河乡 １０６°１０５５４’３５°３０３１２’ ３

１３　秦艽有效成分的测定　样品前处理：将干燥的
秦艽药材粉碎，过４号筛，精密称取粉末１ｇ，置于具
塞三角瓶中，加入甲醇２５ｍＬ，称定重量，超声（２５０
Ｗ，５０ｋＨｚ）提取１ｈ，放冷，称重，用甲醇补足损失的
重量，混匀，过滤，取续滤液过滤（０２２μｍ微孔滤
膜），滤液作供试品溶液用于含量测定。

色谱条件：色谱柱为 ＷａｔｅｒｓＡｃｑｕｉｔｙ１８（２１ｍｍ
×１００ｍｍ，１７μｍ），以乙腈０１％醋酸水为流动相
进行梯度洗脱，洗脱程序为：０～４６ｍｉｎ，５％ ～１０％
乙腈；４６～１５６ｍｉｎ，１０％ ～２０％乙腈；１５６～１６６
ｍｉｎ，２５％ ～４５％乙腈；１６６～１８ｍｉｎ，４５％ ～５％乙
腈；１８～２３ｍｉｎ，５％乙腈；流速为０３５ｍＬ／ｍｉｎ，柱温
为３０℃，进样量２μＬ，检测波长２５４ｎｍ。方法学考
察结果显示精密度、重现性、稳定性、回收率良好。

１４　气候因子获取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系统对采样点
坐标转换数据进行处理，形成空间数据文件，在“中

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提取生态属性数据文

件，气候属性值包括：年降水量，年平均气压，年平均

气温，年相对湿度，年日照时数，７月最高温度，７月
平均温度，１月最低温度，１月平均温度等气候因子，
对数据值归纳汇总（表２）。
１５　数据分析　应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和 ＳＰＳＳ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和图表绘制。利用 ＳＰＳＳ软件对有效
成分含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找出显著差异性成

分，接着对秦艽有效成分与气候因子进行主成分分

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得到秦艽有
效成分和环境因子分别在主成分分析中的聚类结

果，明确各环境因子梯度间关系；最后应用ＳＰＳ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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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秦艽采集地气候因子信息

区站
年降水量

／ｍｍ
年平均气压

／ｈＰａ
年平均气温

／℃
年平均风速

／ｍｓ－１
年平均相对

湿度／％
年平均最低

气温／℃
年平均最高

气温／℃
７月最高
温度／℃

７月平均
气温／℃

１月最低
温度／℃

１月平均
温度／℃

陕西凤县 ６１５１ ９０４８ １２１ ０９ ６８ ７１ １９３ ２８２ ２１８ －４７ －０４
陕西陇县 ５７２７ ９１２１ １１１ １３ ７０ ６３ １７３ ２９３ ２３４ －６５ －２２
陕西太白 ７１２９ ８４６５ ８１ ２１ ７０ ３ １４９ ２５５ １９３ －９４ －４
陕西眉县 ５８１６ ９５６７ １２８ １４ ７４ ８３ １８８ ３１ ２５４ －４３ －０５
甘肃华亭 ５７９７ ８５３ ７８ １５ ７２ ２４ １４５ ２５９ ２０２ －１１５ －６
宁夏隆德 ４９２ ７９３４ ５６ ２２ ６５ ０５ １１６ ２２９ １７３ －１２９ －７６

表３　秦艽化学成分单因素方差分析

产地 龙胆苦苷／％ 马钱苷酸／％ 獐牙菜苦苷／％ 獐牙菜苷／％ 总含量／％

陕西凤县 １１１９８±１００９ ０５０４±０３７５ ０３６０±０４３２ ０１３４±００１８ １２１９６±１０４０
陕西陇县 １１３８５±０６１６ ０３７５±０５２３ ０４３２±００５３ ０１５５±００２５ １０９１０±１６９２
陕西太白县 ８２７３±０４７４ ０７３２±００６７ ０３９３±００３３ ０１４６±００５９ １１３３４±１６３３
陕西眉县 １１０８０±１６２１ ０５０１±０１１７ ０４１３±００５４ ０１６４±０００８ ８６１１±１１４６
甘肃华亭县 ８２５７±０１４１ ０４９４±００１１ ０４２１±００２５ ０１２７±０００２ １００２９±１２０８
宁夏隆德县 ５８９８±０９４３ ０４３１±００２１ ０６７０±０００１ ０１３２±００１４ ９９４５±４９２９

　　注：与陕西凤县产地比较，Ｐ＜００５。

供的典型相关分析宏插件对秦艽有效成分含量与气

候因子进行典型相关性分析，得出相关系数。

图１　不同产地秦艽中化学成分含量
　　注：Ａ陕西凤县、陇县、太白县秦艽；Ｂ陕西眉县、甘肃
华亭县秦艽；Ｃ宁夏隆德县秦艽。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秦艽有效成分含量及指纹图谱分析　应用
ＵＰＬＣ对２０批秦艽样品中龙胆苦苷、马钱苷酸、獐
牙菜苦甘、獐牙菜苷４种成分进行了含量测定，其中
龙胆苦苷和马钱苷酸化学成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２０１５年版一部）规定检测的成分，且不得少
于２５％。测得２０批样品中秦艽样品中龙胆苦苷
和马钱苷酸都远大于药典规定的最低量。含量测定

结果如图１和表３，不同产地秦艽中龙胆苦苷含量
高低依次为：陕西陇县 ＞陕西凤县 ＞陕西眉县 ＞陕
西太白县＞甘肃华亭县 ＞宁夏隆德县；不同产地秦
艽中马钱苷酸含量高低依次为：陕西太白县 ＞陕西
凤县＞陕西眉县＞甘肃华亭县＞宁夏隆德县＞陕西
陇县；不同产地秦艽中４种有效成分总含量高低依
次为：陕西凤县＞陕西太白县 ＞陕西陇县 ＞甘肃华

亭县＞宁夏隆德县＞陕西太白县。陕西凤县、陇县、
太白县产秦艽有效成分的含量较高，其次是甘肃华

亭县、陕西眉县产的秦艽，有效成分含量最低的是宁

夏隆德县产的秦艽。

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对不同产地化学成分含量做单
因素方差分析（表３）。陕西凤县产的秦艽龙胆苦苷
的含量显著高于陕西太白、甘肃华亭和宁夏隆德产

的含量（Ｐ＜００５）；陕西凤县产的秦艽马钱苷酸的
含量显著高于陕西太白县的含量。陕西凤县、陇县

和眉县没有出现显著差异。结合总含量，综合比较

得到陕西凤县和陇县产的秦艽质量最佳。

图２　不同产地秦艽化学成分含量ＰＣＡ分析
　　注：Ａ陕西凤县、陇县、眉县产秦艽；Ｂ陕西太白县产
秦艽；Ｃ甘肃华亭县产秦艽；Ｄ宁夏隆德县产秦艽。

　　不同产地秦艽４种化学成分含量ＰＣＡ分析（图
２）可见，各产地秦艽均明显分开，揭示不同产地间
秦艽化学成分的差异性和各产地内秦艽化学成分的

相似性。陕西太白县产的秦艽分布在ＰＣＡ右侧，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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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类；宁夏隆德产的秦艽分布在 ＰＣＡ的左下方，
明显聚为一类；而陕西陇县、凤县、眉县和甘肃华亭

县产的秦艽分布在 ＰＣＡ图的左上侧，可聚为一类；
甘肃华亭县产的秦艽位于 ＰＣＡ的中间。结合秦艽
有效成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说明陕西凤县、陇县

和眉县产的秦艽品质较好，可以与陕西太白、甘肃华

亭和宁夏隆德样品明显区分开。

此外，本研究进行了秦艽指纹图谱分析，建立了

ＵＰＬＣ指纹图谱共有模式，并对２０批药材进行了相

似度比较。色谱图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

评价系统研究版（２００４Ａ）》软件分析，选择稳定性较
好，吸收性强，特征明显的色谱峰为共有峰，共标定

龙胆苦苷、马钱苷酸、獐牙菜苦苷、獐牙菜苷４个共
有峰，然后进行多点校正，多点校正后采用中位数法

产生对照指纹图谱，并以此为标准对各批样品进行

整体相似度评价。ＵＰＬＣ指纹图谱如图３，相似度如
表４。结果显示：用于建立指纹图谱的２０个秦艽样
品整体相似度较高，平均相似度为０９８４。

图３　秦艽药材ＵＰＬＣ指纹图谱

２２　秦艽采样点气候因子分析　为更加全面分析
采样点秦艽的气候因子，以气候因子数据对秦艽不

同产地气象站进行ＰＣＡ分析，图４发现不同产地气
象站可以分开，表明不同产地的气候因子存在差异

性。陕西凤县、陇县和眉县气象站在ＰＣＡ上分布较
近，表明它们气候因子较类似。

２３　秦艽有效成分含量与气候因子相关性分析　
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对不同产地气候因子与秦艽活性成
分含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见表５。由表５可
知，龙胆苦苷与年均气压、年均温度、年均最低气温、

年均最高气温、７月均温、１月最低温度、１月均温呈
极显著正相关，与年均风速呈极显著负相关；马钱苷

酸与年降水量、年均风速呈正相关；獐牙菜苦苷与年

均风速呈正相关，与年降水量、年均气压、年均温度、

年均最低气温、年均最高气温、７月最高温度、１月最
低温度、１月均温呈显著负相关；獐牙菜苷含量与气
候因子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性。总含量与年平降水

量、年均气压、年均温度、年均最低温度、７月最高温
度、１月最低温度、１月均温呈正相关关系。综合分
析，可得出温度、气压、降水量是影响秦艽有效成分

累积的主要气候因子。

表４　秦艽药材相似度评价

样品批次 相似度 样品批次 相似度

１ ０９９１ １１ ０９６５
２ ０９８５ １２ ０９５１
３ ０９８８ １３ ０９８５
４ ０９６５ １４ ０９９８
５ ０９８２ １５ ０９９９
６ ０９９１ １６ ０９７６
７ ０９９１ １７ ０９８８
８ ０９９３ １８ ０９７５
９ ０９９４ １９ ０９９３
１０ ０９９９ ２０ ０９６１
平均 ０９８４

图４　秦艽采样点气候因子ＰＣ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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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秦艽化学成分含量与气候因子相关系数

化学成分 年降水量 年均气压 年均温度 年均风速
年均相对

湿度

年均最低

气温

年均最高

气温

７月最高
温度

７月
均温

１月最低
温度

１月
均温

龙胆苦苷 －００６１ ０９３７ ０９１６ －０７９９ ０３９７ ０９２２ ０８７２ ０９３４ ０９０８ ０８８４ ０８６０

马钱苷酸 ０７３３－０３０２ －０２８７ ０４５１ ０２４０ －０２９９ －０２００ －０３５１ －０３９５ －０２０８ －０１２８
獐牙菜苦甘－０６０３－０５３６ －０５９１ ０４７９ －０３９５ －０５６５ －０６６８ －０４９２ －０４０２ －０６２３ －０６８５

獐牙菜苷 －００１１ ０２３４ ０１７１ －００５１ ０２１３ ０１８８ ０１２５ ０２５４ ０２７０ ０１６３ ０１４７
总含量 ０１３２ ００３２ ０１１８ －０２０６ －０１６６ ００９８ ０１７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１３５ ０１６０

　　注：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３　讨论
生态环境是影响中药材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同主产区药材品质存在差异，因此对不同产地药

材品质比较和探究产生品质差异的原因至关重

要［１４１５］。本文应用ＵＰＬＣ法同时测定秦艽中龙胆苦
苷、马钱苷酸、獐牙菜苦苷、獐牙菜苷４个主成分含
量，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

析等方法，考察秦艽道地产区和主产区化学成分含

量的差异性，寻找并揭示秦艽品质及与气候因子的

相关性，探究气候因子对秦艽的作用规律。

３１　秦艽化学成分地域差异性　本研究测定了陕
西、甘肃、宁夏三省（区）２０个批次秦艽样品中龙胆
苦苷、马钱苷酸、獐牙菜苦苷和獐牙菜苷４个化学成
分含量。胆苦苷、马钱苷酸、獐牙菜苦苷和獐牙菜苷

是秦艽的重要活性成分，其中龙胆苦苷和马钱苷酸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测定的指标，规定
总量不得少于２５％。本研究所测定的２０批次样
品，均符合规定，且含量远高于药典要求。另外，随

着地域的不同，秦艽中化学成分含量表现出地域差

异性。陕西产的秦艽化学成分含量最高、其次是甘

肃，最后是宁夏，其中陕西凤县产的秦艽品质最佳，

优于陕西陇县、太白县和甘肃华亭，这与文献报道一

致［１６］。陕西、甘肃为秦艽的道地产区，本实验测得

秦艽中活性化学成分含量结果与陕西、甘肃为秦艽

道地产区一致［１７］。

３２　秦艽化学成分与气候因子相关性　根据不同
产地秦艽化学成分和气候因子主成分分析结果，化

学成分和气候因子的ＰＣＡ分析结果一致，说明气候
因子对秦艽中化学成分的积累具有一定的作用。通

过对不同产地气候因子与秦艽活性成分含量的相关

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秦艽中龙胆苦苷的积累随温

度、气压的升高而增加，这结果与之前文献报道一

致［１３］，但本研究中龙胆苦苷的积累与降水量未表现

出显著相关性，与文献报道呈正相关不同，龙胆苦苷

与降水量之间的相关性还需进一步研究。此外，本

研究还发现秦艽中龙胆苦苷的积累与风速呈负相

关；马钱苷酸的积累与降水量，年均风速呈正相关。

温度、降水量、气压是影响秦艽化学成分含量的重要

因素。在一定范围内，温度越高、气压越高、降水量

越大，越有利于秦艽有效化学成分的积累，促进活性

成分含量富集。

综上所述，通过对秦艽主成分含量测定与气候

因子的相关性分析，温度、降水量和气压是影响不同

产区秦艽品质差异的主要气候因素，为秦艽的保护、

栽培及其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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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医药大会第二届夏季峰会暨国际中医药界祭拜炎帝大典第二轮通知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３日中国·湖北随州

　　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办的世界中医药大会是全球中医药

领域规模大、参与广、层次高的学术盛会。至今已在中国、法国、加拿

大、新加坡、中国澳门、澳大利亚、荷兰、英国、马来西亚、美国、俄罗

斯、西班牙成功举办了十二届。为进一步扩大世界中医药大会的学

术影响力，世界中联于２０１５年６月在中国扬州召开了首届世界中医

药大会夏季峰会暨‘一带一路’中医药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全球十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３００余名代表参会。我会将于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

－３日在中国随州召开世界中医药大会第二届夏季峰会暨国际中医

药界祭拜炎帝大典。

大会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医药相关专家、学者在大会上交

流中医药理论研究、临床经验、科研成果以及新技术、新疗法。大会

同期还将召开世界中联第三届第八次理事会和第七次监事会会议、

第九届中医药服务贸易展览会，世界中联疽证专业委员会、中医药国

际化品牌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年会和世界中联沉

香国际联盟成立大会。同时，世界中联内科专业委员会、中医药文

化、肾病、体质研究、疼痛康复等专业委员会将于会议期间召开换届

和学术年会。真诚欢迎中医药界的各位专家同道参加此次盛会。现

就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地点：湖北省随州市

二、会议主题：传承文化，创新发展

三、大会组织结构

主办：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支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随州市

人民政府；承办：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世界中联中医药

文化专业委员会、肾病专业委员会、内科专业委员会、体质研究专业

委员会、疼痛康复专业委员会、疽证专业委员会筹委会、中医药国际

化品牌研究专业委员会筹委会、沉香国际联盟筹委会等。

四、会议主要议题、征文内容

１．中医药临床实践进展与创新、临床疗效评价研究、名老中医临

证经验总结、中医药特色诊疗推广与创新等；

２．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医内科学发展研究；

３．中医外科学、疮疡学发展研究；

４．中医外治方法研究；灸法、热敏灸、针刺、推拿研究实践；

５．中药研究：中药方剂学、临床配伍研究、中药应用及研究等；

６．中医药品牌建设推广、国际标准化、信息化研究；

７．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等。

大会特刊：为了珍藏这一重要活动，将制作《世界中医药大会第

二届夏季峰会特刊》，收录具备一定资质的机构和个人的相关宣传资

料。本次大会特刊将赠与参会人员及我会６５个国家的２４８个会员团

体、各国驻华使馆、我国驻外使馆及有关国际组织和相关机构收藏。

欢迎报名申请，如有意向请发邮件至大会邮箱或直接联系大会会务

组，费用另行通知。

五、参会人员：相关国家、当地省市政府官员，各国中医药、传统

医药、中西医结合、现代医药及相关领域从事医疗、教育、科研、管理、

生产、贸易的专家学者和企业领导，世界中联各国会员，各专业委员

会成员。

六、会议安排

１．６月１日：全天报到（报到时，在校研究生需出具学生证

件），晚８点举行各专业委员会成立和换届大会预备会。

２．６月２日上午：大会开幕式；６月２日下午—３日上午：各专业

委员会分会场学术会议；６月２日晚：举行各分会场欢迎晚宴。

３．６月３日下午：会议结束

七、重要日期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２日大会幻灯片（ＰＰＴ）提交截止。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９日网上报名交费截止。

大会网上报名入口：请登录会议网站ｈｔｔｐ：／／ｗｃｃｍｓｓ．ｍｅｄ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ｒｇ／２８８４？ｌａｎｇ＝ｃｎ在线填写注册并进行网上交费。交费方式：会议

只接受在线支付和现场支付。

八、住宿酒店：神农大酒店、碧桂园凤凰酒店、随州宾馆、曾都宾

馆、炎帝大酒店（备用）。

（注：尊敬的各位参会专家，酒店房间目前只接受网上注册预订，

若专家单独预定将不再享受优惠房价，住宿可能根据酒店实际有所

调整，具体请以前台交费入住时为准。）

九、会议地点：炎帝神农故里湖北省随州市神农大酒店（主会场、

理事会、文化、肾病、疽证、中医药国际化品牌建设、满药、沉香联盟）

及碧桂园凤凰酒店（内科、疼痛康复、体质研究）。

大会会务组将在６月１日 －３日会议期间，在随州火车站、孝感

北高铁站、武汉机场、武汉高铁站等站与酒店之间提供接送站服务，

有需要接送专家请在网上报名时提交接送信息，逾期未提交者，大会

将不提供接送服务。

十、大会联系人信息：（一）学术部联系人：邹建华、关涛、焦云洞、

李昕雪、刘香玉、宋晓斌；电话：０１０－５８６５００４２／００４３，０１０－５８６５０２４２，

传真：０１０－５８６５００４３；电子邮箱：ｗｃｃｍ－ｓｓ＠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二）国际

联络部联系人：王晶、税毅强、潘籡、杨柳；电话：０１０－５８６５０２４０／００５８／

０２４３；电子邮箱：ｔｃｍ＿ｆｏｒｕｍ＠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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