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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基地召开“一带一路”药用植物资源开发与利

用基地工作汇报会并举行揭牌仪式 

为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药用资源开发与利用工作，对 2017

年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专项“一带一路”药用资源开发

与利用基地项目进行总结，项目承担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

源中心于 6 月 12 日在京组织召开“中药资源中心一带一路药用

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基地工作汇报会”，并举行基地揭牌仪式。

出席揭牌仪式还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吴振斗、

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黄璐琦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国际合作

处处长宋坪。 

 

 

 

 

 

 

 

揭牌仪式 

本次会议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药资源中心主任黄璐琦院士主持。会上，领导和专家听取了基地

项目组成员的工作汇报，其中包括对“一带一路”国家代表性药

用资源调查研究的工作进展及成果，《老挝本草药典》的编写，

外来中药研究成果，外来中药知识产权研究成果以及“一带一路”

药用资源种类数据库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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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药用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基地工作汇报会 

 

 

 

 

 

 

 

 

 

黄璐琦院士对基地工作进行了总结并作下一步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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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吴振斗副司长作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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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和饮片 DNA 碱裂解法被《中国药典》收载 

2018 年 7 月 5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第一增补本，新增了由培育基地科研团队

起草、中国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复核的金钱白花蛇聚合酶链式反

应鉴别法。研究团队成员主要包括黄璐琦、蒋超、袁媛、陈康、

崔光红、陈敏等。 

早在 2010 年版《中国药典》就收载了由培育基地科研团队

起草的蕲蛇、乌梢蛇聚合酶链式反应鉴别法，这也是世界药典收

载的首个中药、天然药 DNA鉴定方法。 

在《中国药典》中，金钱白花蛇是继蕲蛇、乌梢蛇、川贝母

后第 4个采用 DNA鉴定方法的中药材品种。 

与其他品种相比，金钱白花蛇聚合酶链式反应鉴别法采用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自主研发的“中药材和饮片 DNA碱

裂解法”进行 DNA 快速提取，提取时间可缩短到 10 分钟，减少

了操作步骤、提高了检验效率、降低了检验成本，且避免了酚、

三氯甲烷等有毒试剂的使用。 

培育基地长期致力于中药分子鉴定理论和技术研究，所建立

的中药材和饮片快速 DNA 鉴定体系，包括 DNA 碱裂解法、快速

PCR法、核酸产物荧光检测法等，可在 40分钟内实现种子种苗、

药材和饮片的真伪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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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分子生药学暑期研讨会在兰州召开  

2018 年 7 月 24-28 日，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分子生药学专

业委员会 2018 年年会暨第七届分子生药学暑期研讨会在甘肃兰

州召开，本次会议依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8 年高级研修项

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继续教育重点项目，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药资源中心主办，甘肃中医药大学承办，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

研院所及生产企业等 75个单位的 200 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汪永锋、药学院院长李成义、副院长

晋玲、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分子生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

媛研究员（代黄璐琦院士）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 

大会以分子生药学前沿发展为主题，来自中国科学院遗传发

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福建农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浙江理工大学、

兰州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海

军军医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

北京大学药学院、天津大学的 20 位领域内外专家（李传友、贺

超英、张重义、唐克轩、陈万生、高立志、梁宗锁、马小军、袁

媛、赵淑娟、尹文兵、高伟、开国银、周雍进、金效华、杨东辉、

晋玲、王娟、邵宝平、步迅）进行了主题报告，围绕分子生药学

的前沿发展及实际应用等发面进行了探讨及交流。 

应中医药院校分子生药学教师和研究生的要求，本次会议精

心组织了专题讲座、实验培训等环节，获得一致好评。江苏大学

魏渊、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微生物研究所戴住波分别从基因与分

子生药学、中药活性物质微生物仿生合成两方面开展深入浅出的

专题讲座。谢冬梅、周骏辉对分子生药学的实验理论基础、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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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及答疑。在蒋超的指导下，参会的师生走

进实验室亲自操作，对乌梢蛇聚合酶链式反应法及乌梢蛇快速

PCR法进行实操学习。 

本次研讨会同时举办了第三届全国分子生药学研究生论坛，

为研究生提供了自我展示、交流的平台，经评选来自广州中医药

大学、贵阳中医学院等 7所大学或科研院所的 9名研究生分别获

得一等奖、二等奖和优秀奖。 

与会期间，还组织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

中草药栽培与鉴定专业、中药制药专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

三五”规划教材《分子生药学》定稿会。 

本次研讨会通过大会报告、研究生论坛、示范教学，对分子

生药学最新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也对分子生药学理论及实验

教学进行了讨论交流，推动了分子生药学教育，促进分子生药学

学科发展，为分子生药学人才培养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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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副局长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管理人

才研修班调研  

8 月 27 日，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承

办的“第二期中药资源管理人才研修班”在京开始第二次集中学

习。27日上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王志勇、科技司司长李

昱、人教司副司长张欣霞、科技司中药处处长陈榕虎、人教司综

合协调处处长周景玉赴研修班调研。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修班班主

任黄璐琦介绍了第一期研修班所取得的成效和第二期研修班的

学习安排情况。学员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中药资源管理、

人才培养、中药材使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

见和建议。针对学员们提出的具体问题和建议，相关司处领导进

行了有针对性的解答。 

 

 

 

 

 

 

 

 

调研会现场 

王志勇副局长对大家在中药资源管理，特别是在中药资源普

查中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赞扬中药资源普查队伍是

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力量，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在前期试点工作基

础上按期圆满完成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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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副局长向学员们传达了孙春兰副总理 24 日在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科学院调研时对中医药工作提出的新任

务新要求新期待，要求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

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使命感。

他指出，做好中药资源管理、确保中药质量，对于维护人民健康

和发展中医药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希望学员们不断增强

从事中药资源管理工作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同时，要切实增强做

好中药资源管理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以勇于担当的精神，

完成好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

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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