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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现代化的思考

方圣鼎1，陈仁通2，韦壁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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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药现代化就是将中国传统医药的优势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继承传统，走出传统，走向现代。

中医药的优势在于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因人而异和复方用药，弥补了西方医学在诊治上的不足之处，这在疾病的

治疗和预防上具有导向性的作用。由于西方医学对治疗疑难症和抗衰老上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使人们对中医药需

求增加，中西医优势互补的新医学体系将会逐步形成。从研发中药的角度，对传统中医药理论、整理和规范中药材

及中药市场、中药炮制、微量元素测定、质量控制、制剂工艺、生物技术及专利保护等方面来探讨中药现代化，实现

对传统中药的超越，把传统中药提高到现代药学的水平，能被国际社会所接纳，造福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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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当前生物药物、天然

药物和中药产业是21世纪具有发展空间的高增值产

业，传统中医药已进入到崭新的阶段。随着人们医疗

保健观念的转变及向往回归自然，中药及天然药物日

益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和认可。目前全球中成药贸易额

在400亿美元以上，并且仍在以10％的速度递增。但

市场被日本、韩国、印度和泰国瓜分，其中中国仅占

5％左右的份额，其余是在国内市场消化。日本、韩国、

西欧生产的“洋中药”也抢滩中国市场，而这些原料药

可以说80％以上均来自中国。已有10多个国家和地

区近40个天然药物品种在中国注册。我国每年进口

的中成药具有上升趋势。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我

国现有4 000多种中成药及中药制剂，而申请专利的

仅占国内中药申请总量的0．6％。据中国海关统计，

2005年上半年植物提取物出口额为1．45亿美元，同

比增长41：05％，占中药类商品出口总额的36．80％，

主要集中在国际上的热销商品，如绿茶、黄花蒿、芦

荟、银杏叶、葡萄籽、人参、罗汉果、水飞蓟、红曲米等

的提取物(实际上属于加工类产品)，主要销往美国、

日本、中国香港、韩国和德国，所占比重达67．96％。

而2005年上半年中药类的商品出口，中药材占

46．91％，而中成药仅占17．01％，同比下降了

0．71％；2006年第1季度的情况仍然保持这个态势，

同比增长分别为21．1％及16．8％，其中植物提取物

占60．9％的优势，中成药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在

实现中药现代化进程中尚未同国际接轨。而且目前国

内3 000多家中药企业规模普遍不大，没有形成真正

的龙头企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企业自主研发水平

不高，而且重复建设情况严重，造成同质化竞争，低技

术、高能耗现象严重，形成恶性浪费。加上国家对中药

产业的政策基于保护传统中药，缺乏改革与创新，应

着重提高以产品中有效成分为质量依据的导向性，营

造一个全新的创新环境，使实现中药现代化得到保

障。因医药产业是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产业，随

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医药国

际交流和合作日益广泛，传统中医药只有国际化，融

入主流社会，才能有发展机遇。中药现代化就是将中

国传统医药的优势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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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传统，走向现代，使中药及其制剂的有效成分可

以得到控制，确保产品质量合格，药效稳定、工艺合

理、标准完善，使具有最佳疗效、最大可靠性和最大安

全性的中药及其制剂被国际社会所接纳。否则，在经

济全球化的前提下，会使我国的中药企业缺乏竞争

力，最后会让“洋中药”占领中国市场。我国医药产业

在国际上的优势就是传统中药，突破口也就是实现中

药现代化。

1中药现代化的思考

1．1对中医药理论研究的思考：中医与中药无法脱

离，中医理论是中药的灵魂，中药是中医理论的躯

体，要发展中药就应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完善现代中

药标准化体系。传统复方是根据辨证施治整体治疗

原则将多味中药组合起来，实际上是组合方剂，具有

一方多味，一味多成分的特征，具有多成分、多途径

和多靶点的体内作用机制。要发扬祖国的传统医药，

必须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对中药复方进行研究，包括

文献研究、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3个方面。特别要指

出的是文献考证，古代的医学用词与现代用词差异

很大，往往要进行考证才能理解它的真实含义。同时

在传统复方中所记载的植物名称往往采用当地的俗

名，没有经过系统的鉴定，而每个历史时期也缺乏系

统的文献考证，这给考证带来了很多大困难。中药复

方的疗效都来源于人体试验和反复应用的直接观察

和经验总结，没有严格的病例选择，更没有有效成分

的定量指标，甚至有效成分都不明确，凭借患者自我

感觉及症状改变做出判断，可以说不确定的因素很

多。现代中药的理念与传统中药的理念已经有很大

的区别，在寻找药效成分的生物筛选模型上，并非从

整体动物入手，而是从基因表达、诱变和克隆(复制)

3个方面来建立测定方法[1’2]。随着对生命科学研究

的不断深入，在筛选药效成分上将会出现崭新的局

面；微量测定技术的发展，以及植物化学活性成分数

据的积累，将为寻找有效成分提供极大的方便。按照

中医先临床后实验的方法，在治疗过程中对病变靶

组织中的药物成分、药物代谢成分及病理组织进行

研究，将所得的结果进行逆向追踪，可以发现是何种

植物中的活性成分发挥药效作用，再加以去粗取精，

重新组合成新的方剂，进而研发出新的药物。如日本

学者在研究甘草芍药汤的镇痉作用时，发现其中药

效成分甘草苷和芍药苷单独使用时作用不显著，当

甘草苷和芍药苷配比为2：1时，其镇痉作用最强，

恰好符合复方的配伍比例。根据这些结果可对中药

方剂进行革命性的改变，使用合理的成分组合，获得

疗效可靠、质量可控的现代中药。中医药的优势在于

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因人而异、复方用药等。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西医也在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医

疗诊断仪器及治疗药物，这对中医药的发展有促进

作用。所以应该转变传统观念发展中西医互补，立足

创新发展模式，来指导实践，形成中西结合和现代新

型医药学体系。

1．2对整顿和规范中药材市场的思考：中药现代化

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源头药材的标准抓起，首先要

加强中药材生产的宏观调控，适应市场的不断变化，

使药材生产与市场需求一致。其次是建立完善的中

药材信息系统，用3S技术，即地理信息系统(GIS)、

遥感(RS)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GPS)来推动中药

资源信息化管理。主管部门应不断发布有关药材供

求的市场信息，避免盲目种植造成资源过剩而带来

的负面影响。其三是整顿中药材市场，凡是进入市场

的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部门的鉴定，包括植物的

科、属、种、植物拉丁名以及当地的俗名、土名、习惯

用名；有条件的集散地市场，最好有地区性的植物标

本陈列室供采购者参考，并对原植物中的活性成分

进行定性和定量测定，将结果作为药材的质量指标，

没有阐明活性成分的植物可采用项目招标的形式进

行研究，可暂定其主要成分为测定指标。大力推广优

质优种的药用植物，同时要建立一个管理预测系统，

建立动态监督，用信息化带动中药产业化的发展。中

药材机构要设立植物品种鉴定部门，并且要努力提

高本部门的业务水平。国家和地区所属的植物研究

所及植物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制订相关法规，并赋

予监督的责任及执法权力。对行业人员加强业务和

法规培训，使其了解并自觉遵守。加强执法人员的监

督，建立舆论监督机制。

1．3对中药传统炮制的思考：在中成药炮制领域内

一直保留着传统观念与特色，但没有跨越式的发展

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尤其是缺乏对其中有效成

分的测定，没有定量指标，就无法判断制剂的合理性

以及疗效的可靠性。目前药剂学已从简单调配发展

到现代科学理论指导的现代药剂学。制剂研究的目

的是使药物更加安全有效、使用方便、便于应用与贮

存、不断提高药品的质量。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

要，首先要改变传统的炮制概念，阐明炮制过程对有

效成分的影响，有无协同作用。长期以来中药炮制由

于缺乏有效成分的科学数据，不能衡量它的质与量，

无法确保生产每批药品的一致性。采用当今的技术

完全可以阐明中药炮制的机制，为研发新药提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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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目前不少外国企业投资中国的中药饮片行业，其

主要目的是要搞清中药饮片的炮制精髓，为研发新

药获取信息。总之，中药的研究与开发不能停留在历

史经验的积累上，而脱离当今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的

现实，这将导致贻误中药客观临床评价标准的制定、

药理机制的阐明，可制约质量标准制定的时机。

1．4对中药中所含微量元素的思考：以往中药中的

微量元素成分往往被忽略，认为是非药效物质，在质

控标准中作为重金属残留量立项。．早在《神农本草

经》中就收载了41种矿物药，这些矿物药的主要成

分均为矿物元素，其中很多微量元素是人体所必需

的，如铁、碘、铜、锰、锌、钼、硒、铬、氟、锡、硅、镍等。

由于其中金属原子容易失去电子形成带正电荷的阳

离子，在机体内可形成多种化合物(络合物、复合

物)，它们是人体酶体系中的催化剂，如钴是维生素

B，：的必需组分；碘与甲状原氨酸结合，形成具有激

素活性的甲状腺素；铬是耐糖量因子(GTF)的必需

成分；核酸中含有较高的锌、铜；镍、锰、铁等微量元

素参与并影响RNA和DNA的代谢。随着现代分析

技术的进展，中药中微量元素的研究发展迅速[3]，如

阐明了何首乌具有补肾虚，恢复性腺功能，与其富含

铁和锌有关，其乌发作用与其富含锰、钙有关；羚羊

角、犀角、水牛角含锌量较高，并在人体内参与各种

含锌酶的合成。微量元素的测定对识别中药真伪有

很大的帮助，与质量评价密切相关。如优质天麻含

铷、锰量高，当归头含铜、锌量高，当归尾含铁高。中

药的特点是多组分的巧妙组合，所以在阐明中药中

的有效成分及实现质量控制方面对其中的微量元素

必须加以重视。

1．5对建立可靠的质量检测方法的思考：近10年

来，对中药质量标准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最

热门的话题是全息色谱图像或指纹图谱，包括薄层

色谱、高效液相色谱、气相色谱、高效毛细管电泳、紫

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质谱、X射线衍射以及

DNA指纹图谱等。这些指纹图谱的共同点是所测的

样品都是混合物，而不是纯品，可以说这种方法仅仅

是众多测定方法中的一种，不是唯一的检测手段[4]。

中药是一药多味，一味多成分组合的特点，再加上生

长地环境及土质的不同，使其中的化学成分有所差

异。如丹参制剂中的有效成分丹参酮ⅡA，以山东地

区丹参中的量最高，为0．32％，河南次之，达

0．23％，河北最低，为0．02％。同时在制备测试样品

时，即使是同一批药材，由于操作过程，也难免带入

极微量的杂质，特别是所制备的样品是多组分，而不

是单一成分，这一切都会影响所获得的指纹图谱，以

致不能完全一致，相对地也只能是近似图谱。特别是

在某些植物中的有效成分量很低，而无效成分量较

高的情况下。那么，在上述的指纹图谱中根本无法反

映出其中的有效成分。如抗癌植物长春花中的长春

新碱和美登木中的美登素等。中药制剂存放的时间

不同，所测得的指纹图谱亦会有差异。因为在混合成

分制剂中，成分之间会发生化学反应，通常对于实验

有效化学组分不明确的药品，在通过指纹图谱技术

取得质量稳定性指标后，在产品有效期内，通常该指

标的RSD可达±10％，而已知有效成分的药品仅允

许为±5％。所以仅靠相似的指纹图谱来鉴定和控制

中药质量是不够的。

DNA指纹图谱在中药分类、鉴别、资源利用等

方面的应用令人感到鼓舞，并有其他鉴定技术难以

比拟的优点。但其具有局限性，它要求所测定的药材

标本越新鲜越好，而且不得经过物理和化学加工，任

何可以破坏DNA结构的处理都会使指纹图谱结果

不准确或无法使用，所以不适用于产品质量的控制。

但其可以指导实施和完善中药种植生产管理规范

(GAP)，以保证各中药产地所种的药材是正品。目

前多种分析技术的联用，已成为药物分析领域里的

新热点，将各种检测手段联合使用能发挥各自的长

处。采用多种现代检测手段对药品进行监控，并作出

客观全面的评价，会得到满意的结果。笔者认为采用

GC—MS、LC—MS和MS／MS技术联用相对来说是

比较好的手段，但其中MS应采用电喷雾电离串联

质谱(ESI—MS／MS)技术，并非EI—MS技术。它们不

仅具有整体性，而且可大大减少模糊性，提高准确

性，将所获得的质谱数据从天然化合物的数据库中

的数据进行检索，可鉴定已知天然化合物，推测未知

化合物的结构，一般质谱及碎片质谱或质谱序列质

谱[5“1即可得到基本解析。这将为研究和发展天然产

物提供极大的方便。

1，6对优化革新传统中药工艺的思考：传统中药往

往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其中有效成分的量低，杂质

多，质量不稳定，能耗大，物耗大，效率低。现代中药

成分的提取、分离及其制剂工艺的方法是中药走向

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优化革新和强化中药提取工艺

才能使中药制剂走出困境，实现中药现代化。提取浸

出是大多数中药制剂生产的起点，它的好坏直接关

系到中药材的利用率及后续加工和产品质量。影响

提取浸出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取决于提取溶剂对药

材细胞的渗透性、温度、压力、固体中药材的粒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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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壁率)和溶剂与中药提取原料之间的流动状态。目

前中药提取工艺的特点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6．1传统工艺的革新：如生药粉碎技术，直接关

系到中药有效成分的溶出速度，同时与药物在体内

的生物利用度存在着密切关系。一般生药粉碎越细，

其成分溶出率越高。若利用气流粉碎、超声粉碎、超

微加工等技术，将150～200目的粉末(75肛m以下)

继续粉碎到中心粒径为5～10 ym时，植物细胞的

破壁率就可达到95％，甚至更高，可获得较高的溶

出率，但杂质也会随之增加，并加大了分离纯化难

度。其他的优化革新传统工艺有气动搅拌萃取、超声

提取法、超临界流体萃取法、旋流提取法、加压逆流

提取法、动态逆流萃取、微波辅助提取、半仿生提取

法、酶提取法、固相萃取、高速逆流色谱及其后来发

展起来的双向逆流色谱、pH区带精制逆流色谱和

正交轴逆流色谱口3等。

1．6．2现有设备的改造和综合利用：如热回流萃取

改装成螺旋浆机械搅拌或气动搅拌装置回流萃取，

将大大提高萃取率。

1．6．3生物技术的渗透：生物技术包括细胞工程、

遗传工程、酶工程、植物组织培养、发酵工程，基因工

程等方面。细胞工程发展较为成熟，如人参、红豆杉、

紫草、长春花等细胞培养已取得成效；冬虫夏草发酵

产品也已工业化；利用基因工程克隆植物催化酶，可

增加中药材有效成分的量。

在分离纯化方面近年来出现了絮凝沉淀法(澄

清技术)、大孔吸附树脂法、超滤法、膜分离技术、高

速离心法、分子蒸馏技术以及各种技术的组合方法，

即两种以上的工艺联用，并取得很好的效果。如沉降

法一大孔吸附树脂联用、超滤一大孔吸附树脂联用、吸

附澄清一高速离心一膜滤过联用和微波辅助提取一液

相色谱(或气相色谱)一质谱联用等。分离高纯度的化

合物，现代色谱方法的应用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制

备型的高效液相色谱。由于色谱技术的不断发展，在

工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近代超速液相色谱(U—

PLC)E8，9]和高效薄层色谱(HPTLC)[10"1是一种强有

力的、可靠的分析技术，已经广泛用于中药有效成分

的分离、纯化和鉴定。

1．7生物技术在中药现代化中的作用：生物技术的

发展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其相关学科

及技术的进步，同时丰富了活性成分分离和分析技

术。自1939年Gautheret和White建立起植物组织

培养的基本方法后，各种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以及以

细胞和组织培养为主要手段的生物技术得到迅速的

发展，并广泛用于植物繁殖及育种工作中，已成为药

用动植物开发和保护的一种新的形式及天然产物工

业化生产研究的热点。我国传统药材80％为野生资

源，由于无序盲目采挖，缺乏管理，致使原来资源充

足的物种也成为濒危种，在常用的500余种中药中，

每年总有近20％短缺。由于没有深入研究中药人工

种植及自然生长环境的条件，致使目前市场上供应

的裁培品种的品质也在退化，加上农药污染等诸多

问题，严重影响了中药的质量。在某种意义与传统中

药在质与量上都有所差异。所以应用生物技术建立

中药资源种质基因库，有利于保持优良药用种性和

培育适合各种条件的优良品种。20世纪80年代以

来，有关药用植物毛状根的研究十分迅速，除外源基

因导入植物细胞机制、植物激素生理效应外，由于以

根农杆菌转化植物细胞形成的毛状根能获得较为稳

定的培养系，且有生长速度快的优点，毛状根生物技

术诱导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形成与生物转化等均有很

大进展，为植物有效成分的生产提供了新的途径。如

从植物毛状根中提取制备青蒿素、紫草色素、天花粉

蛋白、异喹啉生物碱、人参总皂苷、葛根素、黄芪多糖

等。目前利用植物组织和细胞培养技术生产中药活

性成分已是热门的技术领域，并已广泛使用，其中主

要用途之一是用来取代植物材料提取活性成分，包

括新药的寻找与开发。药用植物的细胞工程包含两

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育种或繁殖材料的细胞工

程；其二是生产药用活性成分及植物次生代谢产物

的生物反应工程，包括植物细胞和组织的悬浮培养

或固定化培养。利用植物组织和细胞培养生产活性

成分是当代生物技术的重要发展领域。人们还通过

改变培养基的组分、生长调节剂的浓度以及基因工

程等方法来改变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合成的代谢途

径，以增加次生物的合成量。天然产物将会在结构生

物学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靶标结构以及

与天然小分子相互作用解析基础上的结构修饰，将

为寻找活性更高的药物提供了捷径。

1．8对中药专利保护问题的思考：中医药是中华民

族的宝贵财富，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积累。近代中医

药科技人员做了大量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新

的创造性成果，由此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应当受到法

律的保护。在中药领域内，人们往往用新药保护思维

去申请专利保护，忽视了专利保护内容虽然是技术

性的，但其保护方式却是法律性的。所以在申请专利

时，必须用法律方式描述技术内容及保护范围，才能

获得最大范围的专利权保护。专利是要确定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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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归属，其定义必须清晰明确，并具有垄断性即唯

一性，从根源上彻底杜绝了重复研制、重复申报和资

源浪费等问题。专利的先申请制鼓励技术竞争而不

提倡技术诀窍保护。专利保护范围远大于新药保护

范围，虽然专利公开了，却隐藏了最佳疗效的最佳配

方及制备的技术诀窍。中药专利所确认的技术保护

内容是有选择性的，而不是新颖性。如中药的汤剂改

为糖浆剂是不能受到专利保护的。研发中药新药同

研发其他新药一样，可以从基础研究开始申请专利，

包括从筛选生物活性成分开始，进入有效成分的确

认，药理研究、工艺、剂型、质量控制标准、稳定性等

研究阶段；也可以随着科研的突破性发现，而随时申

请专利保护。这将避免在新药的基础研究至临床试

验完成之后，专利已经被别人抢先申报的现象，因此

专利具有超前性。

我国中药在出口到国外市场时，首先要做好专

利的保护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与外商进行风险投资，

共同开发中药。复方制剂的专利保护，笔者认为应突

出申请君药及制剂技术诀窍的保护。有效部位的保

护应阐明其中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及量，否则专利

保护十分有限，甚至得不到保护。专利法规定“动物

和植物品种不予保护”，所以中药材可以通过新用途

或第二医疗用途来间接受到保护。中成药可以申请

剂型及组分保护。但由于两者的可变因素太多，所以

这种保护也十分有限，往往是短暂的。另外，中药炮

制方法是传统中药技术的核心，应该加以专利保护。

但由于有效成分未被阐明，也无法得到实质性的保

护。再有药品有效成分的测定，因其具有实用性，获

得专利权也容易，但要获得最大范围的专利保护却

很难。有专利权不一定就能保护其技术核心，而具有

获得以有效成分技术核心为主的最大范围的保护，

才能真正得到保护。此外，考察专利代理人的水平非

常重要，目前具体的表现不是他能否使专利申请获

得授权，而是获得了多大保护范围的专利。

目前，我国的中医药成果绝大多数未受到知识

产权的保护，致使很多中医药成果流失国外。如“救

心丹”来自中国古方“六神丸”配方，采用道地的中药

材制成，却被日本抢先申请了专利。同样情况，牛黄

清心丸被韩国申请了专利。国内中药企业为银杏叶

提取物争夺国内外市场时，有关银杏叶提取物的全

部专利被德国人锁定，而其原料银杏叶70％从我国

进口，结果德国和法国的银杏制剂不仅占领了国际

市场，而且还进入了中国市场，对国内的银杏叶企业

造成了冲击。我国科学家研发的青蒿素，也由于过早

地将初期研究结果公布于众，致使国外药物企业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研发，结果国际市场被瑞士占领，而

我国只成为原料供应地。

目前美国大约有3 000～5 000个中药专利，日

本就占1／3，真正属于中国的却很少。当务之急是加

大对中药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尽快制定相应的

措施与法规，要力争把以有效成分为核心的专利技

术融入到新的标准中去，从而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

将药效成分、中医药特色技术、老中医的经验处方等

都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之列，形成“捆绑”式专利保护，

这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鼓励研制者开发与创新药

物，有利于保护几千年来传统中医药的宝贵遗产，这

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2发展趋势与展望

进入21世纪，中药产业已进入崭新的阶段。由

于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医学上将形成结合医学新的

医学模式，传统中医药将是重要且不可缺少的角色。

采用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药和天然药物日益受到国

际上广泛重视。东方传统医药学，推拿按摩及针灸疗

法等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成立了国家补充和替代医学(传统医学和民间医学)

中心，它的开发模式与目前沿用模式刚好相反，一种

天然产物，如果在民间被广泛应用，并有悠久的历史

支持其安全性，就可直接进入I期甚至Ⅲ期临床试

验，然后再研究其生理和药理效应、作用机制和毒性

作用，这符合中医用药模式，即先临床后实验的逆向

追踪。由于西方医学对治疗疑难杂症方面的效果不

尽如人意，使人们对中医药的需求增加，中西医优势

互补的医学体系将会逐步形成。生物芯片、蛋白组学

技术及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的发展已为中药现代化

研究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它可作为大规模地从传

统中药寻找药物作用的靶标，用以筛选中药及其复

方制剂中的有效成分，从基因水平鉴别中药材质量，

评价药物毒性，从而研究开发出别具特色的现代

中药。

中医的“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与现代功能基因

学研究不谋而合，通过基因研究将有助于破解中医

药治疗疾病的奥秘。随着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科

学家将会基本掌握人类生命图谱，研究中药对疾病

相关基因的作用，最终将揭示中医药的作用机制。

21世纪天然产物的研究模式将会发生根本性

的改变。研究材料不再依靠天然植物，而是大部分被

生物技术培育的材料所取代，生物技术将会在中药

产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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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多糖的研究将会成为科学家关注的焦 国，突破口在于中药现代化，这也是必然趋势。也只

点。随着分离测定微量多糖等相关技术的开拓，将会 有现代化中药才能走向世界，被国际社会所接纳，造

推动植物中活性多糖的研究，使它在预防与治疗疾 福于人类。21世纪是世界制药工业充满生机和剧烈

病，以及延缓衰老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竞争的世纪，要积极提倡并鼓励自主研究与创新、开

21世纪由于制剂学的发展，包括制剂的控释、 发与应用，实现对传统中药的超越，把我国的传统中

缓释、靶向、高生物利用度和固体分散体技术的发 药学提高到现代药学的水平。

展，将极大地促进中药现代化的进程，包括提高产品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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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中医药学会中成药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为了加强中成药研究、开发、生产、使用、管理等环节和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创好药，做好药，用好药”，促进中药新药研发

与中成药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中华中医药学会中成药分会定于2007年8月16～19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中华中医药

学会中成药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中成药分会主办，《中成药》杂志社和解放军第211医院协办。参会的优秀论文

将在《中成药》杂志上优先发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文内容：1．中药安全性、有效性评价与合理用药；2．中药新剂型、新工艺与中药现代化；3．中药新药研发、生产与注

册管理；4．中药(复方)质量控制和方法评价；5．其他相关内容。

二征文要求：来稿未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内容真实i数据可靠；综述文章一般不超过5 000字，研究论文一般不

超过3 000字；所有稿件请用E—mail投送(E—mail：pharm302@126．com)。投稿截止日期为2007年6月30日。

三 报到时间：2007年8月16日 会议时间：8月17～19日

四 会议地点：哈尔滨市凯莱商务酒店(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257号)

五会务费：600元／人

六联系方式：地址：北京西四环中路100号 邮编：100039 解放军302医院全军中药研究所

联系人：袁海龙，肖小河 E～mail：pharm302@126．com

电 话：010—66933322’66933324 66933325 传 真：010—63879683

手机：13911583851(肖小河)，13501202387(袁海龙)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成药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