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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研究工作是科学发展和进步的基

础
,

任何学科的成长都有赖于基础性研究工

作的加强
。

要实现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更是

如此
。

科 研支撑条件包 括软件 和硬件两个 方

面
:

硬件是指经 费投人
、

实验设施等
,

软件包

括科研队伍
、

科研体制等
。

笔者对我国中药基

础性研究中的科研支撑条件
、

现状进行分析
,

并提出建议
。

1 9 9 6 年
,

我们对全 国从事中药基础性研

究科研队伍
、

投人经 费和科研体制进行 了调

研
,

其中不包括临床与新药开发的内容
,

重点

调查 了有能力从事基础性研究
,

几乎能覆盖

全 国的 中医药 院校
、

中医药研究院所及其它

研究机构
,

情况如下
:

1 科研经费及实验设施

科研经费是完成中药现代化这一 目标 的

支撑条件
。

强有力的资金资助是提高中药基

础性研究水平
、

推进中药现代化 的基础
。

药物

科研为技术密集型 的高科技产业
,

除了为人

民卫生保健事业服务外
,

还有着 巨大的经济

效益
。

因此
,

发达国家对药物的研究
,

投入了

大量的资金
,

除了国家拨款外
,

大部分为企业

所投资
。

我国中药研究的经费多年来严重不足
,

基础研究的经费来 源主渠道为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虽然近些

年来经费投人渠道增多
,

经费逐年有所增长
,

但投人强度较弱
,

估计年投入经费也仅 1 0 00

万元左右 (如按新药研究经费计算
,

也仅 1亿

元左右 )
。

杯水车薪
,

严重制约中药基础性研

究的发展
。

从事 中药研究的单位基础设施落

后
,

实验条件和仪器设备大大落后于其他研

究领域
,

无法满足现代高科技术研究的要求
,

造成科研的低水平重复
。

国家有 15 6 个重点

实验室
,

但 中药基础性研究的实验室空缺
。

在

国家科研设备现代化改造 中
,

对中药研究也

缺乏考虑
。

为此
,

我们建议加大中药基础性研究 中

的经 费投人
,

每年应保持 1 亿元 以上 的经费

投人
,

使每个科研人员年平 均科研 经费在 2

万元左右
,

以维持最低的研究工作条件
。

设立

中药基础研究专项基金
,

每年保证一定数量

的经费投人
,

用于改善实验条件
。

同时
,

从现

有的 1 7 个中医药部级重点实验室中择优选

择
。

启动 中医药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

选择部分重点单位
,

集 中人
、

财
、

物的优势
,

国

家给予重点倾斜
,

有计划地建立一批重点实

验室和设立一些国家级的中药各学科基础性

研究中心
。

组织跨单位
、

跨学科 的综合性研究

以通过重 大项 目的协作
,

提 高水平
、

提高效

率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 中医药基础

性研究实行倾斜扶助政策
,

进一步加强支持
,

将 中药学科设 置成独立学科
,

并增加资助经

费
,

提高资助率
。

应制定政策
,

规定中药企业

每 年从销售额提 取一定 比 例 的费用 l( %一

3% )
,

作为专项基金 由国家统一使用于 新药

开发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

陈 峰 女
,

32 岁
,

高级工程 师
,

1 9 8 7 年毕业于华 中师范大学化学 系获学士学位
,

主要从事 药用植物的化学研究
。

近

年来还从事 了中药质量的研究
、

信 息技术 在中药研究 中的应用及 中药 现代化的科研管理 工作
,

参加 了中药现 代化发展战略
的研究及常用药用植物信息 V C D 光盘的编研

,

先后参加了 10 余项 国家
、

部委级科研项 目
,

有论著 20 余篇
。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学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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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研队伍

据此调查
,

全国从事 中药基础性研究总

人数不足 5 0 0 0 人
。

2
.

1 按专业结构统计与分析
:

见表 1
。

表 1 中药墓础性研究队伍专业分布

专业领域 人数 百分 比 (% )

中药资源 6 4 4 14
.

7

中药栽培 2 28 5
.

2

中药化学 13 4 6 30
.

7

中药药理 1 19 2 2 7
.

2

中药制剂 3 94 9
.

0

中药炮 制 2 94 6
.

7

生物技 术 46 1
.

5

其 它 2 40 5
.

5

总 计 4 3 8 4 1 0 0
.

0

从专业结构分析
,

大部分人员集 中在 中

药化学与 中药药理专业 ( 5 7
.

9 % )
,

这是 由于

中药基础性研究 目前主要还是按传统的思路

与方法
,

新技术
、

新方法的引入
,

如生物技术
、

信息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在中药研究 中应用

较迟缓
,

况且主要基础性研究 中的各分支领

域发展不均衡
。

少数专业如
:

中药栽培
、

中药

炮制人员 队伍有萎缩趋势
,

从业人员在逐渐

减少
。

受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
,

众多中药研究

者 均把研究 目标放在新药研制与开发上
,

真

正从事基础性研究的人员较少
。

然而
,

在中药

研究及我国新药研制 中遇到的众多问题是 由

于基础性工作欠缺而产生的
。

.2 2 按年龄结构统计与分析
:

见表 2
。 .

表 2 中药基础性研 究队伍年龄结构

年龄 人数 百分 比 ( % )

3 5 岁以 下 1 7 2 4 3 9
.

3

3 5 岁 ~ 4 5 岁 1 1 4 0 2 6
.

0

4 5 岁 ~ 5 5 岁 8 2 4 1 8
.

8

5 5 岁以 1二 6 9 6 1 5
.

9

总计 4 3 8 4 1 00
.

0

从 表 2 分析
,

从事 中药基础性研究的人

员结构较合理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从事中药基

础性研 究的人员将越来越多
,

而且 中青年科

技人员 已占 85 %
。

2
.

3 学科带头人及优秀人才培养状况
:

见表

3
。

表 3 中药墓础性研究学科带头 人统计

两院院士 5

博士生导师 66 < 5 5 / 17

研 究员 5 5 2 < 4 5 / 23

副研究 员 1 10 4 < 4 5 / 1 7 8

中药基础性研究 由于起步较晚
,

公认的

有权威的学术带头人甚少
。

与其它现代科学

专业相 比
,

中药专业由于是我国的传统优势
,

人才外流稍好些
,

但 目前存在着严重 的缺乏

扶植培养年轻的学术带头人状况
。

很多中药

研究单位无年轻学术带头人
,

破格提拔者微

乎其微
,

目前 尚未有人获得 国家杰出青年人

才基金
,

这主要是由于政策导向问题
。

另外
,

高层次研究人员少
,

缺乏具有权威性的学术

团体
,

目前正在形成过程 中
。

总之
,

根据各方面调查
,

我国中药基础性

研究 队伍力量较弱且分 散
; 缺乏高层次学术

带头人
,

但也存在一定优势
,

如
:

从事此研究

的人员面较宽
,

中医
、

西 医
、

综合性大学的人

员均有
,

并逐渐引起重视
,

特别是年轻人
。

研

究队伍优势在国际上还是 占主导地位的
。

为保持我国中药 的传统优势
,

国家在科

研 队伍建设方面要设立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的战略规划
,

加速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

养 ; 组织中药基础研究权威性学术团体 与杂

志
,

发挥其指导作用
,

以利于青年学术带头人

的成长
。

3 科研体制

当前中药研究分散在不同行政系统所归

属的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
,

彼此独立
,

与企业

也完全分离
,

课题低水平重复现象相当严重
,

多数单位无力承担重大项 目的研究
。

因此
,

原

有的科技 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

科研院所和科

研人员相互协调和配合
,

政府发挥群体 与协

作精 神
,

打破行 业界 限
,

实行 统一的宏观调

控
,

才能真正做到优势集成
,

减少人力与财力

的浪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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