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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中药现代化

葛树建李军

·69·

·理论研讨·

【摘要】 中医药在人类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21世纪以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和物

质科学为先导的科学技术正在不断地促进经济的繁荣和人类文化的变革。把它们的研究成果应用于

中药的二次开发，加强创新中药的研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将极大推动中药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 中药现代化；医药创新

Modernization of Tradif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E Shu-jian，LI Jun．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Jinan 250021，Shandong

Province，P．R．China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uman disease preven-

tion and treatment．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1 st century develops more rapidly．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fe science，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material science is promoting the economical prosperity and

the transform of the humanity culture．As theirs research achievement are applied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innovational researc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will be strengthened．That will enormous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dicine innovation

我国中医药应用历史悠久，具有显著的疗效，中

药药性理论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用药禁

忌等，中药学本身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医药学

是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最有特色的学科之一。数

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及世界民族医学的发

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药现代化就是将传统中医

药的优势和特色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把中药推

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过程。

1 现代科学技术与中药现代化 ．

近代社会曾发生过以蒸气机、电力和原子能等

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的多次科技革命。以蒸气

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引起产业革命，人类开

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以电力的应用为标

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自动化，

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本世纪40年代以来，在

物理学革命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以原子能、空间技术

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新技术革命)，使生产和技术社会化的程度空前提

高。中药要想走国际化的道路，就必须先走现代化

的道路，善于吸收包括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纳米

技术在内的先进科学研究成果，是中药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

作者单位：250021济南山东省立医院

1．1生命科学与中药现代化

20世纪50年代，弄清了DNA的双螺旋结构，

开创了生物学的新时代；20世纪60年代，在揭示

DNA的结构之后不到10年，遗传密码被成功的破

译；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人类最初尝试将遗传物

质脱氧核糖核酸(DNA)介入人体细胞治疗人类疾

病后，以基因工程为主导的现代生物技术，奇迹般地

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高新科技群，在生物、医学以及各

种产业部门不断开拓一个又一个全新领域。与此同

时，现代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向生命物质更

深的层次，即分子水平深入。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

生物化学。生物化学之所以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因

为它是生物学和化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恩格斯对这

种边缘科学的生命力曾有过天才的预见，这个预见

业已证实⋯。 ，

在生命科学方面，基因组学仍是普遍关注的热

点。伴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21世纪生命科学

的发展包括对疾病的认识和防治将会更多地在基因

水平上演绎，基因组学的研究为中医药现代化带来

了难得的机遇和有效的手段。在基因组学用于药材

的鉴别方面，用DNA芯片技术，可以快速、高通量地

鉴别各种商品贝母；在中药的有效成分与基因表达

芯片的关系方面，观察到中药决明子中的有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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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决明内酯能调节46个与脂质代谢、蛋白代谢、细

胞增生与凋亡等功能有关的基因，说明它可能是决

明子减肥作用的有效物质之一。初步实践已经可以

看出：基因组学在中药的快速鉴别，阐明中药有效成

分、有效部位和复方成分的作用机理，中医辨证论治

和个体化治疗，中药新药的研究与开发等许多方面

将发挥重要的作用¨1。

1．2信息科学与中药现代化

21世纪被称为信息化时代，将人工智能及信息

化技术更好地与传统中医药结合，将能产生质的飞

跃。中国中草药的传统原始数据浩如烟海，存在着

十分庞大的信息源。最为珍贵的便是通过几千年人

体实验所积累的传统疗效经验；据最近的调查我国

可供药用的中草药已逾一万一千种，分散在各地的

传统疗效信息数据也在五万个以上，中医的方剂也

已超过十万个，加上大量现代研究(化学、药理及临

床)信息数据也有数万个，面对如此庞大而又错综

复杂的信息数据，任何一个天才脑袋都无法进行分

析，只有借助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从大量的数据库中

挖掘各种有价值的线索和知识(即所谓“知识库知

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简称

KDD)才能做到。首先，要将收集到的大量信息数

据资源进行整合，包括对一些异质异构数据库的融

合技术研究；其次，是各学科特别是传统医学与现代

科学专家间的磨合，设计出可行的方案和操作程序

中药数据库的知识发现系统，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通过研究，中药中的有效物质不断被阐明，这些

有效成分同样可以采用药物化学中的现代构效关系

的分析方法，例如最近中药五味子素类成分对抑制

HIV活性的三维定量构效关系的研究。总之，从各

方面获得有关中药的信息，可以采用多元统计分析

(包括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因子分析、对应分析和

各种相关分析)以及智能集成计算技术(包括特征

分析、神经元计算、非线形算法等)多种方法手段，

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从中挖掘出有用的规

律和线索来。因此，人工智能和信息化技术的引进，

将对中药现代化进程起到主要的促进作用旧1。

1．3纳米技术与中药现代化

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与基因、网络并列为

21世纪的三大科技革命，其对各个专业领域将产生

深远的影响，也必然会给中医药这一古老的学科带

来革命性的发展。

在中医药领域，纳米技术与中医药联姻，将大大

地提高中医药的现代化和标准化，加速中医药与国

际发展接轨的步伐。纳米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

用，将形成独具特色的纳米中医药学，为中医药现代

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

采用纳米技术加工的中药可使细胞壁破裂，从

而使更多的中药有效成分释放出来而被人体吸收。

这样减少了药物的使用量，降低药价，可减轻病人的

经济负担，还可以缓解有限中药资源的无限开发，对

于保护濒临灭绝的名贵中药材资源有重要的意义。

纳米中药体表面积大，能更充分地接触介质，促进了

药物的融解；由于粒径的减少，增大了药物在体内的

分布，因而，可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纳米技术是近年迅速发展起的新技术，将纳米

技术引入现代化中药的研究开发，能在纳米中药的

制药技术、药效等诸方面建立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专利技术和创新，并能使中药的质量评价有

国际化的标准。对纳米中药的深入研究，可以将由

原来只注重化学结构与生物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

扩展到探讨物理性状、化学结构和生物活性三者之

间的关系，这对中医药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方面都

会产生重大突破。作为中国中药现代化最前沿的创

新成果，纳米中药蕴藏着无限的商机、财富和巨大的

产业扩张潜力。可以预言，纳米中药的发展，必将成

为新时代中医药研究的新时尚，是中医跨入现代化

的又一转折点。独具特色的纳米中药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3|。

2创新药物与中药现代化

我国自1993年开始实行化合物专利后，创新药

物的研究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国家为了推动创

新药物研究，出台了许多激励政策和措施。但要收

到实效还需待以时日，实践证明，简单效仿西方发达

国家研究开发创新药物的经验，限于国情等种种条

件，一时难以收到重大成效。人们开始反思如何根

据国情，发挥自己的传统药物优势，走出一条有中国

自己特色的道路。

世界各国实践早已证明，天然传统药物历来就

是创新药物研究开发的重要源泉。一些天然药物活

性成分，如麻黄素、紫杉醇等本身已经开发成为新

药；一些天然药物活性成分则作为先导化合物，经过

结构修饰或结构改造，发展成为重要的合成药物。

在某些疾病治疗领域，至今天然药物还没有适当的

合成药物可以代替。在中国，结合千百年来传统医

学的宝贵经验，从中药、天然药物出发研究开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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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将被证明是一条捷径。创新药物的研究与中药

现代化工作结合起来，必将形成中国特色¨1。

3 科学发展观与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的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新

追求，是正确地评价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决定作

用的新定位，其影响是重大而又深远的。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中药产业整体水平提高，国际通用的规范

和标准的应用，中药现代化工程的实施，已形成了中

药产业现代化发展和加快中药国际化进程的良好局

面。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必须不断应用现代化科学

技术的新成就，把握与中药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标

准。

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既是中药现代化的物

质基础，又是中药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但是随着

国际市场对中药的认可和普及，出口需求增长，国内

中药行业工业化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加之人类盲目

的开发和利用，使野生中药资源的消耗急剧增加。

目前中药资源正遭受严重的破坏，这将直接威胁药

用动植物的生存和中药产业的发展。中国的中药资

源作为全世界植物药原料的最主要来源，面临沉重

的压力和危机，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目前许多名

贵中药材的野生资源已濒临灭绝，需要大力发展栽

培或组织培养才能解决危机。但进行药用植物栽培

时，必须采用高产、抗病虫害或有效成分含量高的野

生品种进行驯化、培育，才能得到较好的品系。如果

野生资源已经灭绝，品种改良则无以为本。

如何解决需求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呢?人工栽培

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另外，组织培养和植物细

胞大量培养技术的出现，使人们在解决以上问题方

面看到了希望。在进行药用植物细胞大量培养时，

科学家们不断地进行研究发现，如果不断改变细胞

的培养条件和筛选繁殖快并且有用物质含量高的细

胞进行培养，不仅可以大大提高药用植物有用物质

的含量，同时也能加快植物细胞的繁殖速度¨1。

另外，在目前全国普遍建设中药基地和大力发

展中药生产的形势下，不少中药资源有可能会出现

过剩的倾向。为此，应建立一个国家中药资源宏观

管理系统，以群落学、统计学、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

统、全球定位系统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等高新技术作

为支柱，连接各中药生产基地，保护基地形成网络，

协调并指导全国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嵋1。

21世纪的医学进展，将取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

发展。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是医学取得突破性进展

的关键。中医药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所注重的整体性、辨证性和统

一性等的思维方式，侧重于从宏观整体和综合的方

法来观察事物。中医药在21世纪有着飞跃发展的

良好机遇，中药现代化实施的效果将主要取决于现

代先进科学与祖国传统医学的渗透与结合。只有应

用新方法和新技术，加强中药的创新研究，走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才能加速中药现代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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