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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中药材质量 实现中药材产业化开发

中国人 民解放军 27 2 医院药 械科 (天津 3 0 0 0 2 0) 庞瑞芳

随着人 类
“
回归 大 自然

”
的呼声 日益 高涨

,

中药

由单纯 的治疗 向预 防
、

保健
、

治疗上转 变
。

国际天然

药物市场不新扩大
,

英 国 1 9 8 7 年每年 上升 70 %
,

法

国 5 0 %
,

美 国 2 0 %
,

日本 10 %
。

许多 国家成立 了中药

天然药物研 究所
,

预计天然药 物会 成 为医药市场 的

主流
。

我国有深厚 的中 医 中药 基础
,

是 天然 药物王

国
,

也是药材大国
,

所以对 中药材必须进 行现代化研

究
,

实现产业 化生 产
,

才能 使之 走 向国际 市场
,

与 国

际接轨
。

中药材是中药生产的基础
,

中药材的质量可

直接影 响到 中药的质量 和临床疗效
。

要 想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

必须提高中药材质量
,

通过 中药材生产 的

标准化
、

产业 化
,

使 中药材质量 可控
,

这 是提 高中药

质量的关键
,

欲达到这 样的 目的
,

必须解 决中药材生

产各个环节所存 在的 问题
,

使每一个环节都 可控
。

因

此
,

需 解决 以下几方 面问题
。

1 加强中药材高效荟 源
、

种 源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天然药物 品种最多
,

产量最 大的国

家
.

但是由于对药材 基源
、

种源的无法控制
,

出现品种

混乱
,

质量下 降
,

导致中药 材生 产产 量低
、

质 量不稳

定
,

药材品质低劣
,

结 果严重 阻碍 了中药材 生产的发

展
。

因为中药材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及药材产量是由其

遗传基因来控制 的
,

由于 中药 材原来 大 多是使用野

生
,

其原始种 的来源则 不是单一群 体
,

而是 由多个在

形态结构
、

细胞遗传都具有差异 的群体组成 的
,

如果

直接引入野生种群
,

栽 培的药材 从内在本质 上就具有

差异
,

导致 中药材质量不稳定
,

不可控
。

因此必须从众

多的种质中进行筛选和提纯
,

确定某一 中药材 的固定

品种
,

实行种源规范化
、

统一化
,

从而保证 中药材有效

成分含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

保证 临床疗效和 中成药

质量的可控
。

在进行品种的纯化过程中
,

前提是选择

.

9 5 6
·

有效成分含量高的品种
。

优 良药材种子筛选的具体方

法
:

必须先进行 广泛的调查和 收集
,

经系统选择后
,

对

不同系进行 比较
,

在此基础上选择优良品种再进行小

型试验
,

筛选出优 良的药材 品种
。

种子的纯化和优选

是控制中药材质量的基础
。

2 中药材栽培的规范化

在 对药 材种子 进行 优选 后
,

还 要对 药材 的栽 培

规范化
,

这与 农业生产粮食有相似之处
,

在栽培过程

中要 实行一套科 学
、

完整
、

统一
、

经 济合理的方法
,

使

生 产出的 中药材 质量稳定
、

安全
、

有效
。

在 种植 过程

中
,

从播种到 采集
,

每一环节都要具有严格 的科学规

范
,

如种质类 型
、

产地
、

生 长条件
、

栽培方式
、

采收期

等
。

要 想实行药材生 产的规范化
,

只有实行规模 化
、

产 业化管理和生 产
。

目前所存在的 问题是 药材栽培

大 多数没 有形成 规模
,

许多地 区还 是一 家一户进 行

生 产
,

影响 了药材生 产规 范化
,

标准 难 以掌握
,

种 植

过程难 以统一管理
。

要 实行药材生产规范化
,

要注意

选择 合适的种植 区域
。

野 生药材的分布和 生产离不

开 一定 的 自然 条件
,

受水
、

土
、

气 候
、

日照
、

生物分布

等生 态环境 的影 响
,

因而夭然 中药 材的生 产亦有 一

定 的地 域性
,

且产地与其产 量
、

质量有密 切关系
。

即

使是分 布较广的药材
,

也 由于 自然 条件的不同
,

各地

所产药 材的质量 优劣也不一样
,

这 便是 自然规律
,

所

以在栽培和 种植药材时
,

种植 区域 的选择 上也要遵

守客观规律
。

可喜的是我 国 已经对不少名 贵或短缺

药材进行 异地引种 和栽培
。

如原依靠进 口 的西洋 参

在 国内引种 成功
;天麻 原产 贵州而 今在陕 西大面 积

引种
,

为药用植物的栽培提供 了依据
。

要实行药材生

产规范化
,

要注意选择最佳采收季节
。

采收季节的确

定主要根 据药材 中有 效成分 含量积累到最 高时才能



采收
,

亦 即最佳采集季节
。

中药材所含 有效成 分是 药

物 具有 防病 治病 的物质 基础
,

而有 效成 分 的质和 量

与中药 材的 采收 季节
、

时间 和方法 有着 十分 密切 关

系
。

如 甘草 中的甘草酸生长 三
、

四 年者含量较生 产一

年者多一倍左 右
。

丹参 以有效 成分含量最高的 7 月

采收为 主
。

金银花一天之 内以早 展 9 时采摘最好
,

否

则因花 蕾开放而降低 质量
。

这些采集 季节选择都 有

科 学依 据
,

因此必须 按照一定规律
,

才能保证药材 的

最终质量
。

在栽 培过 程 中由于环境条件 的变化及新产 区的

形成
,

许多 品种野 生 变家 种以 后
,

种 植 面积扩 大
,

密

度增 加
,

导致一些 在野 生条件下很 少发 生 的病虫害

在产 区大量发 生
,

造成严 重损 害
。

目前 由于在这方面

研究 较少
,

防治水平低
,

农药使用不 合理
,

使中药 材

中农药残 留量 过高
,

影响 了药 材的使用及出 口
。

所以

对栽 培的中药材要 进行综合规划
,

摸索经验
,

总结 规

律
,

根据 药材特点不要套用种植农作物的经验
,

以 免

由于农药过量 过滥使用
,

污染 了环境
,

加剧 了农药 的

残 留而且 杀死了大量天敌
,

破 坏生态环境
,

最终影 响

了药材质量
。

总之
,

中药材的现代化研 究是 当务之急
,

因 为要

生产合格 的现代中药
,

即使有先进的提取工 艺
、

生产

设备
,

而 由于没 有合格 的中药材 原料
,

最终成为
“
无

源之水
,

无本之 木
” ,

要提高中药质 量也 是难 以 达 到

的
。

所以药品生产厂家必须建立 自己 的中药材原料

基地
,

生产药品 的原 料药材不应在市场上 随意购买
,

这样 既杜绝 了原药 材的假 冒伪劣
,

又 能保证药品质

量的稳定
。

建议在制订药材质量标准时
,

应提供该药

材的种质 类型
、

产地
、

生长条件
、

栽培方式
、

采收期 和

有效成分含量等
,

从而 达到 了全 面控 制药 材质量 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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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天然产品提取物及化合物

我司
“ 国威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长期 从事天然产品贸易
,

从 国内采购天然产品提取物及其中单体化合物供

应海外 医药保健 品研究及生产
。

现 国外就草药及其他天然产品对人体的 医疗保健作用研究 日益增 加
,

应客户

的要求
,

现拟扩大从 国内采购的范围
。

1 首项是单体化合物
,

分三类
:

1 )小量 纯品
,

纯 度不低于 95 %及数量超过 20 m g
。

供应 者请在提供资料时说 明该化合物的来源
、

化合物英

文学名
、

纯度
、

现有数量
、

可进一步提供的数量
、

是否可出具结构及纯度检定原始数据
。

2 )大批量纯度不低于 95 % 的纯品
。

供应者请在提供资料时说明该化合物的来源
、

化合物英文学名
、

纯度
、

现有每月生产数量
,

若来源物供 应数量可能 出现季节性 变化
,

请予说明
。

3) 若有新开发合成途径
,

欢迎提供资料
,

说明起始物
、

起始物 及成品化合物英文学名
、

纯度
、

年产量
、

价格
。

2 二项是标准化的天然提取物
,

谕提供该提取物的来诬物
、

作为 指标的化合物 (英 文学名及含 t )
、

现有每月

及每年生产数 .
,

若来源物供应数 t 可能出现季节性变化
,

幼予说明
。

因海外供研究所需化合物 品种繁 多
,

现拟扩大与国内研究人 员及单位合作
,

按 海外客户要求对 指定的天

然 产物进行小量 提取或进 一步 分离及提纯得 出单体化合物
。

希望和我 司进行定项合作者
,

请提供资料
,

说明

可能供应的天然产品或化合物类别
,

供应重点 (是提取物或纯品 )
,

已有提 取及纯化设备条件
,

检验结构及纯度

手段
,

是否有合资格 的动植物 学研究人员对来源物检定等资料
。

请用 电邮
、

传真及来 函联 系
,

本 司地址及联系方法见下
。

国威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N O R W I C K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 T D

香港九龙 旺角弥敦道 6 5 5 号 2 5 / F
. ,

W
u S a n g H o u s e ,

6 5 5
,

N
a t h a n

R
o a d

,

胡社生行 2 3 字楼 M
o n g k o k

,

K o
w lo o n ,

H o n g K o n g

电话
:

( 8 5 2 ) 2 3 9 9 5 8 7 4 传真
: ( 8 5 2 ) 2 6 4 6 9 5 0 5 电邮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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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犷 迢匕 考亦 习多
娜人 .刁 户, 吮 乍月

本刊编 辑 部 尚存 部分 过 刊精 装 合订 本
,

包括
: 1 9 9 1~ 1 9 9 4 年 〔50

年 ) ; 1 9 9 8 年 ( 1 2 0 元 )
; 1 9 9 6 年增 刊 ( 5 0 元 ) ; 1 9 9 7 年增 刊 ( 4 5 元 ) ; 1 9 9 8

元 /年 ) ; 1 9 9 5 ~ 1 9 9 7 年 ( 1 0 2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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