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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

我与中药现代化

肖培根

作者简介 肖培根，!#%&年&月&日生于上海市，!#’%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

物系，长期从事中药及药用植物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是国际著名的传统药物学家，

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年起任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兼任《中国

中药杂志》主编，《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及《中国药学杂志》副主编。

光阴如箭，转眼间我

从 事 中 药 研 究 已 经 整 整

’"个年头了。总结我 走

过的这段历程，可以归结

为：“根据任务需要，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丰

富的传统中药进行整理、研究和提高，使它能更好地为

人民健康服务”。换言之，要走中药现代化和中西医结

合的道路。

! 调查和整理中药资源

!#’%年’月，我刚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统一

分配到中央卫生研究院搞中药研究。当时，新中国成

立不久，百废待兴，中药资源状况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嗣后，我们一批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分赴全国各地，爬

山涉水，深入产地，拜中草药老师傅和药农为师，结合

植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知识等，对全国每一种常用中药，

从基原、生长条件、分布情况、鉴定特征、产销情况等进

行了仔细的调查，再通过实验室的整理研究，在!#’#
年建国十周年之际，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有关

中药的专著———《中药志》（$卷）。出版后获得国内外

的一致好评，如日本生药学权威刈米达夫教授评论道：

“中药志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独立自主地对中药资源经

过深入调查和研究所总结的现代科学著作”。这部著

作获得了!#)(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

通过这次全国性的第一次普查，建立了我国第一

个较具规模的药用植物和中药材标本室。其后的十多

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对我国的药用植物和中药资源继

续进行深入的调查和整理，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我也曾

六进 西 藏。期 间，共 发 现!个 新 属（人 字 果 属 !"#
$%&$’()*+）和药用植物的%&个新种和!!个新变种，

例如，川贝的主要原植物暗紫贝母（,("-"..’("’*/"#
0(’$-1’-’）；湖北贝母的原植物（,2%*)1%1/3"3）；黄连

中的雅连原植物三角叶黄连（4&)-"351.-&"51’）；以及

黄芪 的 主 要 原 植 物 蒙 古 黄 芪（63-(’7’.*3+1+#
0(’/’$1*3*+,-+&/7%&."$*3）均是我所发现的新种或

新变种，被收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版）

中，对保证中药用药的正确性作出了贡献。

长期野外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珍贵资料，为我主编

一系列大型中药专著奠定了基础，如《新编中药志》（$
卷，&""&年），《中国本草图录》（!&卷，!#((!!##)）以

及《原色中药原植物图鉴》、《中国本草图鉴》、《新华本

草纲要》等。对传统中药的整理提高和开发利用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中国本草图录》还邀请了台

湾和香港的学者参加，这部著作先后获得第六届全国

优秀 科 技 图 书 特 别 奖（!##&年）、首 届 国 家 图 书 奖

（!##$年）以及国家中医药基础研究（部级）成果一等

奖（!##(年）。

& 中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国有着“世界之最”的中草药资源和使用经验，

亟待用现代科学去研究、开发和利用。!#(%年上级决

定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后

改名为药用植物研究所），任命我为首任所长。该所成

立之初，研究设备条件极差，仪器总值才十多万元。我

依靠全所职工，艰苦创业，结合生产实际，积极开展以

发展药材原料（一级开发）、药品制剂及产品（二级开

发）和新药开发（三级开发）为目标的三级开发策略，围

绕以西洋参、天麻、沙棘、灵芝和金荞麦五大重点为目

标，努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我在任所长的!%
年期间，白手起家建立了药厂，开发出西洋参、蜂王浆

等!"余种产品，创造了直接经济效益&"""余万元，社

会经济效益（主要是推广西洋参及天麻成果）!亿元以

上。药用植物研究所也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业学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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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为了从基础理论角度支持中药资源的开发，在多

年实际工作的基础上，我开始致力植物亲缘关系、化学

成 分 和 疗 效 间 存 在 规 律 性 的 研 究，已 对 大 黄 属

（!"#$%）、乌头属（&’()*+$%）、芍药属（,-#()*-）、唐

松草属（."-/*’+0$%）、淫羊藿属（12*%#3*$%）、小檗

属（4#05#0*6）、十 大 功 劳 属（7-"()*-）、桃 儿 七 属

（,(3(2"8//$%）、八角莲属（986(6%-）、金丝桃属（:8;
2#0*’$%）、五 味 子 属（<’"*6-)30-）、南 五 味 子 属

（=-36$0-）、山莨菪属（<’(2(/*-）、人参属（,-)->）、蒲

黄属（.82"-）、贝母属（?0*+*//-0*-）等药用植物类群开

展了多学科的研究。还对木兰亚纲、石竹亚纲、金缕梅

亚纲等药用植物类群开展了传统疗效的计算机统计分

析的研究。

历年来我共发表学术论文!"#篇，科学专著$%
部。先后共获得国家级成果一项，部级成果奖七项。

在%&&!年我被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部的

首批院士。

’ 促进中药走向国际

自%&#’年以来，我一直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先后应邀参加过$"多次

国际重要学术会议。早在%&("年的首届国际药用植

物研究学术大会上，我应邀在全体大会上作了“中草药

的传统经验及其在药物研究及新药寻找中的运用”的

报告，是我国较早在国际上系统介绍我国中药科研成

就的交流，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我还通过撰写英文专著：《)*+*,-./01,2.*,.3425
*67689,6-2986/219》（%&&’）以 及《8./6-*:6769-14
9*/);;<219,2.*.=342*67686/212*9<><9*,7》（$"""）等

向国外介绍我国在此领域中取得的进展。我也先后被

多种国际著名学术刊物：《><9*,986/219》、《>4?,.,46-5
9;? :6769-14》、《>4?,.@6/212*6》、《A.0-*9< .=
B,4*.;49-@91.<.C?》、《A.0-*9<.=D6-E7，F;21679*/
86/212*9<><9*,7》及《A.0-*9<.=)729*G9,0-9<>-./01,7
:6769-14》等聘为编委。

自%&H(年迄今，我一直是世界卫生组织（IDJ）

传统医学咨询团的技术顾问，并仍担任着世界卫生组

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的主任。我曾应邀访问过五大洲

!K个国家，特别是在%&H"!%&&"年期间，多次被我国

政府或世界有关组织派往非洲国家（加纳、马里、几内

亚、摩洛哥、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

协助他们开展当地草药的调查研究。

%&&!年，我在北京成功主持召开了第三届国际传

统药物学术大会，并当选为国际传统药物学会的主席。

! 致力中药的现代化

K"年中药研究的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中药要

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和走向国际，必须要走现代化

的道路”。因而我联同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部共

%#名院士，积极呼吁加大对中药研究的投入，促进中

药现代化和走向国际。这个呼吁受到了领导的重视。

现在，“中药现代化”已经作为重大战略措施在全国积

极推行。我本人在%&&(年开始担任国家中药攀登计

划的首席科学家。

长期的实践还教育了我：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必

须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药质量的提高必须从“源

头”抓起，应该积极推广“药材优良生产操作规范”（简

称L)>）的实施，并为此而积极呼吁并促进推行。结

合西部大开发，我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科技顾问，积

极支持宁夏枸杞（@8’*$%5-05-0$%）L)>的推广和深

度开展，并建议大力发展葫芦巴（.0*A()#//-B(#)$%;
A0-#’$%）的种植，它不但帮助了山区农民脱贫，并使得

葫芦巴达到了年产几千吨的规模，已成为宁夏除枸杞

外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支柱。

在执行中药现代化的过程中，使我体会到：首先要

使自己的知识跟上现代化的步伐。例如，近年得到飞

跃发展的信息科学、分子生物学（包括基因芯片等）如

何应用到中药现代化的研究中去？这正是今后我与我

的同事和学生们应努力探索的方向。在$""%年，求是

科技基金会授予我及其他十一位中医药同道于德泉、

王永炎、石学敏、吴咸中、沈自尹、周俊、姚新生、胡之

壁、徐国均、陈可冀、程莘农为“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

中医药现代化”的奖励，将更加激励我们今后要为中医

药的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事业贡献出我们毕生的知识

和力量！

（收稿：$"""M"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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