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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机遇，铸造辉煌
———前进中的中药学科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学科组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数千年来为民

族和人类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

１０年来，传统医药在“回归自然”的世界潮流中再次

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现代化发展的广阔前景。随

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加之近年来，西

方发达国家医药市场逐渐接受天然复合药物，不断

有源于天然药物的新药物问世,《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中药现代化

发展纲要》和《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将“中医药

继承与创新”作为人口与健康领域的优先主题，并将

“研究中医药评价技术与标准，发展现代中药研究开

发与生产制造技术，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中药资源，

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和国际合作平台建

设”作为重点工作，这些都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新

的机遇。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学科以此为契机，抢抓

机遇，在科学研究、学术队伍、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天津市重点学科，中药学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点，中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具

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较大的影响，居国内先进水平。
１ 学科研究方向，特色鲜明

１．１ 方剂和现代中药发现 该方向是在中医药理

论指导下，采用现代分析化学、系统生物学、药理学、
药物信息学、计算数学及非线性科学等多学科交叉

综合手段，分别从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研究中药复杂

组效关系；同时运用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细胞组

学、代谢组学等组学技术以及药物信息处理技术，探

索揭示中药组分配伍作用机制；融合计算机辅助建

模、仿真及优化技术构建中药组方优化虚拟筛选技

术，创建形成中药组分配伍优化设计理论，开拓了以中

药有效组分组方研制现代中药的模式和设计方法。
本方向以传统中药理论为指导，应用系统性科

学和复杂性科学原理，构建中药及组分配伍的理论

和技术体系，诠释了中医药配伍特点和作用模式的

现代科学内涵，为现代中药研制和名优中成药二次

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１．２ 中药代谢动力学研究 该方向主要进行临床

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进行新药 Ｉ 期临床药物代谢

动力学和耐受性试验、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试

验。进行代谢物组学研究，通过将多维代谢轨迹（化

学、毒性、药代）研究与病理生理过程中的生物学事

件相关联，评价生物体内源性和外源代谢物浓度与

功能关系及其对机体整体功能的影响, 是一种建立

在高通量的实验方法基础上评价药效、作用机制、安
全性的新体系。

该方向是药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尤其是

在新药研究和开发以及药物再评价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在保障临床安全、有效、合理用药方面和

促进政府加强药品监督管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１．３ 中药、方剂化学研究 该方向主要进行中药及

方剂药效化学基础研究，中药组分分离 ／分析技术研

究。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从中药及其方剂的药材、
有效部位和有效成分 3 个化学层次上进行高效、现
代的分离、分析及鉴定研究，分别进行药理活性筛选

以及多靶点的效应对比研究，将中药药效化学成分

和药理作用相结合，重视在活性导向下的复方化学

系统研究，确定药效组分和特征成分的药效关联性，

结合不同化学层次作用进行综合评价。是在活性导

向下进行的中药、方剂化学系统研究，中药化学组分

层次的深入研究。
该方向对揭示中药化学物质组成与药效间的复

杂关系，阐明中药方剂的药效物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１．４ 中药、方剂药理毒理研究 该方向主要进行心

脑血管疾病中药药理研究，中药毒性化学基础及机

制研究。以整体研究为重点，细胞水平研究为特色，作者单位：300193 天津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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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整体、器官、细胞、分子 4 个药理层次的中药活

性评价，特别注重组分药理学的研究，注重方法学的

建立。搭建了中药毒理研究平台，可以承担全部常规

毒理和特殊毒理研究，建立发展起中药毒理与安全

性研究的学科规模和体系。
１．５ 中药临床药理研究 该方向在中医药基本理

论指导下，进行临床药理学基础与实践研究，临床药

代动力学研究，临床疗效评价方法学研究。其特色是

采用现代临床药理研究方法，对中药的有效性、安全

性进行循证评价，注重中医药疗效优势的评价方法

学研究。
该方向对于提高合理用药水平与临床疗效，降

低重要毒副反应的发生，避免药源性疾病的出现，给

医生以最佳治疗药物的导向，指导中药新药研发及

中药基础研究，服务临床与科研均有重要意义。
２ 科学研究，硕果累累

在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开拓了以中药有效组分

组方研制现代中药的模式和设计方法，搭建了中药

方剂有效组分提取分离和活性筛选技术平台，诠释

了中医药配伍特点和作用模式的现代科学内涵，为

现代中药研制和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提供了科学依

据和技术支撑。创建脑脊液药理学方法，揭示了中药

对神经细胞保护的作用机制。搭建了中药安全性研

究平台，可以承担全部常规毒理和特殊毒理研究，建

立发展起中药毒理与安全性研究的学科规模和体

系。开创国内药物代谢动力学先河，在国内率先进行

代谢物组学研究。率先开展了中医药临床循证医学评

价实践，建立了中医药疗效软指标量表评价方法学。
多项标志性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近 ５ 年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 项，省部级一等奖 ３ 项，二等

奖 ７ 项，三等奖 ４ 项，所完成的《复方丹参方药效物

质和作用机理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近 ５ 年承担各级课题 ８０ 余项，其中包括 ９７３ 项

目 ４ 项，８６３ 项目 ３ 项，国家“十五”攻关项目 １ 项，国

家“十一五”支撑项目 ２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 项，中医药管理局项目 ４ 项，教育部项目 １２ 项。
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９７３）两个项目《方剂关键

科学问题研究》、《方剂配伍规律研究》首席科学家单

位，国内第一个中成药循证评价研究项目“十五”攻
关项目 《芪参益气滴丸对心肌梗死二级预防的试验

研究》牵头单位。
近 ５ 年发表论文 ３４５ 篇，ＳＣＩ 收录 ２０ 余篇，出版

专著 ２０ 余部，完成新药研发 ３ 个，申请专利 １６ 项。

３ 学术团队，朝气蓬勃

中药学科积极改革教学科研组织形式，打破人

才组织上的体制性障碍，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围绕

学科重点研究方向，以重大科研项目为载体，以学科

带头人为核心，形成了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团结协

作、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学术团队。
目前中药学科在编人员 ７２ 人，有中国工程院院

士 ２ 人，教授 ２０ 人，副教授 ３１ 人，博士生导师 １３人，

硕士生导师 ３３ 人，具有博士学位 ２１ 人，占 ２９．１％，

硕士学位 ３２ 人，占 ４３．１％，硕博学位占 ７２．２％。有国

家千百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１ 人，教育部跨世

纪优秀人才 １ 人，天津市“１３１”创新型人才工程第一

层次人选 ２ 人。
４ 教学与人才培养

中药学科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并与天士力集团公司共建博士后工作

站，另外有药理学、药物分析、生药学等相关学科硕

士学位授予权。
与中医内科联合培养的梅建勋博士的论文 《中

药神经保护作用的离体实验研究———中药脑脊液药

理学实验方法的提出》获 ２００２ 年度全国百篇优秀论

文奖。郭利平博士论文《丹酚酸 Ｂ 预适应的心脏细

胞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获 ２００４ 年度全国百篇优秀

论文奖。
与天津中药行业联合办学，建立校企联办硕士

班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快中药人才培养的速度，拓宽

了人才培养的途径，为天津社会经济建设发展发挥

学科优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开设中药学、药物制剂、药学（临床药学方向）三

个本科专业。药理学为天津市优秀课程，中药学为天

津市精品课程，中药学实验教学中心为天津市优秀

实验教学中心。不断创新药学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教

学体系，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科学思维、探索精神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使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

质协调发展。建立中药学—化学—生命科学相结合

的基础理论课程体系；以认知、技能、创新为主线，

构建了实验（实践）教学体系；建立了以基本知识结

构、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创新能力考核为构成的考核

体系。
3年来本科生撰写论文 ４０余篇，公开发表 １９ 篇，

在“岐黄雏鹰”论文大赛中，有 １２ 篇论文获一等奖。
参加天津市“挑战杯”大赛，获奖 １５ 项，其中一等奖

２ 项，二等奖 ４ 项，三等奖 ９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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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研究平台建设

目前本学科实验室居国内先进水平，部分实验

室居国内领先水平。建立了完善的与各个研究方向

相应的技术平台，包括药物活性筛选评价技术平台，

中药毒性研究技术平台，集药物粗提、精制、分析、结
构鉴定为一体的现代化中药化学实验平台。有科技

部国家中药现代化高新技术基地（天津）—现代中药

研究中心，教育部方剂学重点实验室，现代中药发现

与制剂技术教育部工程中心，天津市中药药理学重

点实验室，天津市中药化学与分析学重点实验室，中

药药理、细胞生物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三级实

验室。实验室面积 ７ ２００ ｍ２，实验设备 ２ １７１ 台件，价

值 ３ ９０２ 万元，１０ 万元以上设备 ６０ 台件。
６ 国内外学术交流

中药学科积极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开展学术交流

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依托于天津中医药大学的“中意

中医药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中意双方将共同致力

于把“联合实验室”建成国际一流的联合实验室，使

之成为促进中意两国传统医药发展的技术平台，加

速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在药学和临床两方面达

到国际一流标准。在“联合实验室”的基础上与意大

利国家高等卫生院合作开展治疗糖尿病组分中药的

研究。双方专家多次互访，分别在罗马和天津举行了

两次工作研讨会，联合提交中国国际合作项目 １ 项，

意大利 ２ 项，已派出博士生 １ 人赴米兰大学工作。
每年派送 ４ 名研究人员到日本铃鹿医科大学开

展研究工作，派送优秀研究生 １ 人、高级访问学者

１人到日本产业医科大学开展研究工作。
与俄罗斯、英国、德国等国家联合开展了中药的

现代研究，选派实验室骨干赴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研

修循证医学和临床评价、赴英国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中心 ／循
证医学中心研修、赴德国临床试验中心研修等。

经教育部批准，在日本神户开办“天津中医学院

中药学院日本院”，这是我国在国外开办的第一家中

药学院。
受教育部委托，承担智力援非项目，连续举办

5期“非洲药用植物研究与开发高级培训班”，受到

了非洲国家及教育部的高度评价。
与国内中国中医药研究院、清华大学、浙江大

学、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天津药物研究院等国内

同领域科研单位建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承担了

国家“９７３”项目等科研项目。在项目设计、技术协作

和交流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今后将继续

联合国内外同领域科研机构，共同构建中药分析、鉴
定、体内过程研究、新制剂技术等技术平台，为中药

现代化服务。
７ 落实产学研结合，实现社会服务功能

参加全国中医药现代化顶层设计，主持和参加

起草了全国《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中药现代

化发展纲要》等纲领性文件。主持制定了《天津市中

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并作为专家组长单位，积极参

加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工作。科研成果转化率高，近

年来科研成果转让 ６ 项，被采纳 １０ 项，直接经济效

益 １ ０００ 万元。“关木通肾毒性的研究”被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版《中国药典》采用，并被国家药品监管局注

册司转批新药审评中心，确定在新药审评中增加关

木通的肾毒性考察。搭建了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平

台，以提升产品科技含量为切入点，积极为全国及天

津市中药企业服务，为《天津市中药大品种群系统开

发研究》牵头单位，将疗效显著、市场前景广阔的品

种作为培育的重点，通过二次开发，进一步提升产品

的科技含量，为后续的市场开拓、打响品牌提供技术

支撑；与天士力、中新药业、三九药业、以岭药业等

２０ 余家国内知名中药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承担横向

课题，先后对养血清脑颗粒、静心口服液、牛黄降压

丸等名优品种进行了二次开发，取得了明显的经济

效益，仅养血清脑颗粒一项年增加销售额达 １ 亿元

以上。
在“十一五”期间，中药学科将坚持以人为本，以

现代中药研发为主线，紧紧围绕国家医药科技发展

的总体战略需要，针对现代中药研发重大科技问题，

以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为重点，以创新平台和能力建

设为基础，组建创新团队，培养高层次的中药制药创

新人才，搭建产学研紧密联合的现代中药研发平台。
发挥方剂研究的优势，以研制组分配伍优化设计的

现代中药和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为重点，解决现代

中药研发的关键技术，研制一批安全有效的现代中

药。使中药学科成为现代中药学开放性教学、科研基

地和国内外交流的重要基地，成为中药制药知识创

新、技术创新的基地，抢占国内外中药行业的某些技

术制高点；实现向中药行业提供技术服务，促进中药

行业实现技术升级，为推动中药现代化和提高我国

中药产业的竞争力作出贡献。
（收稿日期：２００8－０6－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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