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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创业史 实力写辉煌
———基础学科 50 年研究的历程与发展

范英昌

几度春华，几度秋实，在我们不断开拓进取的时

刻，天津中医药大学迎来了建校 50 周年华诞。此时

此刻，抚今追昔，每一个天津中医人无不感慨万千。
天津中医药大学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为天津乃至

全国培养出了大批的中医药人才。几代人努力辛勤

的耕耘，传承和发扬了中医学的精粹，50 年的风风

雨雨见证了我校由单一的中医学科发展成以中医为

主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的艰辛与辉煌，洗涤陶冶出

几代人的风采与精神。
在中医药发展的历程中，基础研究推动了中医

药的发展与创新，促进了中医药的现代化。天津中医

人遵循着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执着的探索和追求

着，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１ 基础研究发展的历程

中医药基础研究是一项艰巨而庞大的系统工

程，是中医药科研工作的基础，关系到中医药事业发

展的方向和前途，我校的基础研究经历了 3 个阶段。
1.1 探索阶段 这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积累经

验的阶段。最初，只是做一些疗效较简单的常规检验

指标的比较，或是对中医方剂量效关系的比较。在不

断探索的过程中我们逐步积累了经验，发现了切入

点。伴随着基础学科的发展，基础科学实验的研究方

向也逐步深入，我校各学科的基础研究出现了相互

借鉴、齐头并进、蓬勃发展的局面。
1.2 崛起阶段 在基础研究的进程中逐步逐步探

索出了一条“病证结合、标本兼顾、从整体观出发、多
层次、多视角揭示中医药的理论内涵，寻找中医治

则、治法、代表方药及科学依据”的较成熟的新思路，

这也是我校基础研究的特色所在。在“病证结合”方
面我们首创了脾虚型萎缩性胃炎的动物模型。与相

关学科交叉，共同发展，我们发明了舌象诊断仪。在

“标本兼顾”方面，我们在研究中医药的治法治则对

动脉粥样硬化的干预机制的同时，还对其上游原因

高脂血症及其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脑卒

中、糖尿病足等疾病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
在中医整体观理论的指导下，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又

逐渐形成了以形态、机能、代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使基础研究更具完整性。基础研究的深入和水平的

提高使我校得到了更多科研基金的资助，重点课题、
攻关课题相继中标，我校的科研经费及科研能力跃

居全国同类院校的前列，为我校晋级综合性大学准

备了条件。
1.3 腾飞阶段 随着基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规模

的扩大，在这一阶段我们形成了多个成熟的科研团

队，这些科研团队各自都有一个稳定的研究方向，但

又不循规蹈矩，在继承传统中医精粹的基础上又不

被传统思维所禁锢，在创新理念的指导下捕捉生命

科学领域内的前沿热点问题，根据自身实际，不断调

整思路找出新的切入点，对于中药组方、拆方、配伍、
提取物、单体的作用机制和干预靶点等的研究，运用

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体与离体相结合的方法，运

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分子水平揭示其对细胞调控的

机制。例如，我校在中医及针灸对心脑血管病的诊治

上始终名列全国前茅，这也是天津市中医药的一大

优势。其中对丹参及其单体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

的研究课题曾获多个基金资助，对丹参及其单体在

体内的干预靶点及分子机制的系列研究，不仅为中

医药在国际上获得认可，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理论和

实验数据的支持，也为天津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我校对中药方剂不同配伍的量效关系的研究

也得出了创新性结论。在大量科研实践中摸索和提

出了脑脊液药理学的新概念。利用中医药原创性科

学优势，在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主体的研究中，我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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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世界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进行了干细胞向多

方向诱导分化的系列研究，并获多项自然基金的资

助，同时将蛋白组学、基因组学、芯片等先进技术运

用于中药对细胞信号转导、离子通道等机制的影响，

进一步阐述了中医对疾病认识的内涵以及与现代医

学对疾病认识的内在联系，推动了中医药的现代化

进程。
２ 基础研究结出的丰硕成果

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付出和拼搏收获了累累

硕果，为我校赢得更多荣誉和赞赏。
２．１ 带动了学科和课程的建设与发展 基础研究

推动了课程的建设。20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我校两门课

程首批被批准为市级优秀课程，目前我校已拥有市

级精品课程 １２ 门，校级精品课程 ２２ 门。与此同时，

在全国首创了实验针灸学的课程，这门课程的建立

为针灸学中经络与穴位的内在物质基础及其对细胞

生物学的干预机制的基础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影

响，由此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针灸学也跃居

全国同行中的龙头地位。
基础研究的发展也带动了学校学科的建设与发

展。目前我校拥有多学科的硕博士点，特别是中医

学、中药学均为一级学科博士点。
２．２ 推动了科研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 基础研究

的发展有赖于技术平台和实验室建设的支持，几十

年来实验室的建设与设备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校相继建立了一批实验技术成熟、实验条件完

备的高层次的实验室。目前我校拥有中医药管理局

三级专业科研实验室 ５ 个，省部级重点科研实验室

６ 个，这些实验室各具特色，他们从医学领域的不同

分支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方向稳定，以基础研究为主

线，以中医药的现代化为主要内容，深入探讨着生命

科学中的机制。这些实验室也成为高层次研究生教育

进行实验研究和完成论文的重要基地，同时也为承担

完成高水平的重大课题搭建了平台。
２．３ 促进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 种下梧桐树，引来

金凤凰。学校基础研究的大好局面促进了高层次人

才的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又促进了基础研究的

深入。高层次专业研究人才带来的新思路、新观点、
新技术为基础研究的腾飞注入了新的动力，

２．４ 带动了科学研究的腾飞 基础研究 50 年的辉

煌与综合国力的发展和国家加大了科教事业的投入

息息相关，使我校以国家自然基金为主要资助的基

础研究中标项目得以滚动发展。至今，我校每年在国

家基金委的中标项目就近 ２０ 项，其中重点项目占

１/３。从“七五”攻关到“十一五”攻关，我校的重大课

题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不间断的序列性研究。基础

研究的腾飞使得我校承担的科学研究项目数量和层

次位居全国同类同规模院校的前列，近 １０ 年来，我

校的基础研究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４ 项、省部级

奖 １３４ 项，特别是获得了基础研究的标志性奖项—
自然科学奖，与此同时，也为我校迎来了社会上更多

的关注目光。
２．５ 促进了实验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培养人才是

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在创

新与实践两个方面尤为重要。科研促进教学，一方面

把前沿的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教学内容提供给

学生，促进了实验新旧转换速度，另一方面有更多的

学生参与科研，使学生与科研与社会需求建立了密

切联系，培养与提高了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我校

学生在第十届全国挑战杯的竞赛中 《现代针灸铜

人—经穴学学习及针刺安全性训练系统》获特等奖。
纵观我校的 50 年历史是一部天津中医人不断

奋斗进取的发展史，我校的教师与科研人员迈着坚

实的脚步，默默耕耘，无论曲折坎坷还是成功荣耀，

天津中医药大学历经风雨，生生不息，彰显着济世为

民的风范！50 年来，一代代天津中医人志存高远，筚

路蓝缕，用勤奋与执着、艰辛与智慧为祖国的医学事

业开拓耕耘。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验，结出累累硕

果！50 年来，学校陶铸群英，壮我杏林，为国家培养

出了各层次高级医务人员，送健康于万民！50 年校

庆，是一段历史探索之路的结束，更是一个时代激昂

上进的起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信息

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迅猛发

展，以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学为先导的现代生命

科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基因芯片、生物信息分析及化

学分析鉴别等技术的应用推广，多学科的广泛渗透、
融合都给中医药基础研究深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

件。我们坚信在天津中医人的不懈努力下，天津中医

药大学将会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衷心祝愿天津中医药大学明日更辉煌！

（收稿日期：２００8－０5－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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