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全国雷公藤学术会议’’在福建省泰宁市召开

雷公藤是中草药中一株瑰宝，近30年来研究十分兴旺，经久不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引

起国内外广泛重视，很有前途。为此，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先后召开了五届全国性雷公藤学术

会议，第五届全国雷公藤学术会议于2008年9月18～22日在素有“雷公藤之乡”的福建大金

湖风景区泰宁举行，这次会议泰宁市政府和企业高度重视，采取三结合的组织模式，即“政府搭

台、学会专家唱戏、企业赞助”，福建省相关各厅局，三明市及泰宁县人民政府领导参加了会议，

并为会议决策、交流、后勤和生活等方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会议共收到论文106篇，参会代表

210名，是历届代表最多和文章质量最好的一次。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总结交流近30年来特别是近4～5年来雷公藤科研成果和进展，讨论

雷公藤今后的研究方向，特别是雷公藤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学术气芬浓厚，有利于继往开来。会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还奖励和表彰对雷公藤研究作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其中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共lO个，包括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福建杉阳雷公藤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共表扬先进个人17个，他们都是为雷公藤研

究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为雷公藤研究作出了显著成绩和贡献的研究人员。在大会收到106篇

论文中，基础研究占一半以上，内容十分新颖，质量也很高，临床高精尖的文章也不少，还有种

植和载培的论文。在会议交流中，分特别演讲，大会报告，小会交流，书面刊登等形式进行交流，

经审稿组评审及组委会决定，优秀论文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论文来自全国21

个省、直辖市，还有少数国际友人也积极参与了会议。会议形式多样，除了大小会交流外，还参

观制药公司和生产种植、培养基地，研究者现场基地考察并拓宽了研究领域。会议期间还成立

了新的全国雷公藤研究协作组和雷公藤研究协作中心，为进一步雷公藤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和组织保证。这次会议学术级别比较高，全国有7个院士和高级专家为大会汇编题词，多个院

士和专家亲临会议，代表中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家占半数以上，年青的代表亦是从事雷公藤研

究的行家，因此会议交流内容丰富，讨论热烈，称得上是一次级别高、质量好的专题研讨盛会。

在全国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医药学界，象雷公藤这样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还是不多见的，就其

规模和连续性而言，自第一届1987年的洪湖会议；1991年的武汉会议；1995年的南京会议；

2004年的上海会议以及本次的泰宁会议，连绵不断，说明它大有研究价值。从这次会议参加的

代表来看，几乎全国重点研究单位都参加了这次盛会，临床涉及内科、风湿科、肾病科、移植科、

外科、内分泌科、皮肤科、眼科、小儿科、妇产科、肿瘤科、呼吸科等广泛生命科学领域；在基础研

究方面，在生药、化学、药理、毒理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药化上从有效成分的研究发展

到活性单体的结构改造研究，在制剂研究方面，根据中医理论的指导原则进行了中西医结合的

复方研究，如抗敏袋泡茶剂的研究，不仅提高了疗效，也明显地减少不良反应，在野生转家种方

面，全国不少地区都进行了大面积的种植和组织培养，解决生药药材缺乏的后顾之忧，会议东

道主福建杉阳雷公藤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正是其中的优秀的代表。

代表们一致认为雷公藤是我国道地药材，多年来系统的研究成果，如雷公藤对不少疾病的

疗效立竿见影，作用机制多样，其毒性可以驾驭，大有发展潜力，应该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

视，这些也正是这次会议召开的目的和宗旨，也是共同努力研究的方向和希望。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