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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璐琦院士出席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 

高级别会议 

7 月 6日，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在天

津开幕。开幕式上，刘延东副总理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发

表主旨演讲。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培

育基地主任黄璐琦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是继 2011 年首次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议在北京成

功召开以来第二次在中国举办。会议以“加强卫生体系建设，促

进实现健康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题，发布了金砖国家卫

生部长会议《天津公报》及《金砖国家加强传统医药合作联合宣

言》。 

黄璐琦院士在“传统医学融入各国医药卫生体系”专题研讨

发言中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颁布实施，为中医

药融入各国医药卫生体系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明确了中医药的服务、保护发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以及中医药的传承和文化传播，同时，中国政府在中药使用的安

全性、药用资源保护等方面制定了技术规范和标准，为各国建立

药物服务资源提供了对应的标准和参照。 

随后，黄璐琦院士进一步提到，金砖国家坐落于世界的不同

地方，资源丰富，均有传统医药文化的历史积淀，对于我国中医、

中药治病的理念和方法，更容易接受、采纳。我们希望通过这样

一个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新兴经济市场为载体，通过医药产

品的“走出去”，进而把我们中医药的理论也“带出去”。天津

的中医药产业底蕴雄厚，有很多知名品牌的“老字号企业”，在

创新中药现代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发挥了更好地疗效和作用。

只要我们把优势和特色发挥好，就一定能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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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金砖会议首次以中医药为主题，把传统中药融入到医

疗卫生体系当中去，这是历史性的突破。 

 

 

 

 

 

 

 

 

 

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研讨会现场 

 

 

 

 

 

 

 

 

 

黄璐琦院士做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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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卫星会议暨中国植物学会 

第 15 届全国药用植物及植物药学术研讨会 

成功召开 

享有植物学奥运会之称的第 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于 2017年

7 月 23-29日在深圳隆重举办，本次会议的召开，实现了中国几

代植物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宿愿，是发展中国家主办国际植物

学大会零的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此同时，借 19 届国际

植物学大会之东风，中国植物学会第 15 届全国药用植物及植物

药学术研讨会作为第 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卫星会议，于 2017

年 7月 20-22日在深圳宝安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植物学会

药用植物及植物药专业委员会主办、深圳大学医学部药学院与深

圳市医药行业协会联合承办。大会以“中国大健康产业链中的药

用植物和植物药”为主题，来自海内外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生

产企业等 106个单位、247名专家学者及企业家参加了这次盛会。 

大会收集论文及摘要 127篇，邀请主旨报告 4个，遴选专题

报告 36 个，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创新性强，反映了药用植物

与人类健康研究的最新进展，评选了周世良等学者 10 篇优秀论

文。孙汉董院士在主旨报告中指出天然药物的研究不足在于方法

与技术手段的缺乏、活性认识能力的不够以及缺少多学科交叉合

作等问题，并通过实例解读了天然药物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黄璐

琦院士的主题报告从分子生药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历程出发，探讨

了中药资源未来发展的趋势；阳长明主任系统介绍了中药复方新

药技术审评过程，并从分阶段要求的角度，解读了中药新药开发

的关键；艾铁民教授对植物拉丁学名字体和药材名规范化问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了名词术语规范化使用的重要性。四个主旨

报告充分反映了当前药用植物研究的重点与热点。36 个专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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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从宏观到微观，从资源品种、化学成分、功效标准、产品开

发到健康产业及医药政策等，体现了药用植物研究呈现的全产业

链特点。如分子诊断、代谢组学、在线系统、基因组学等在药用

植物活性成分与功效的研究，多种药用植物的新品种、新成分、

新功效、新靶点的研究，药食同源产品的在特殊领域的应用、民

族药用植物产品开发、信息技术在中药产品开发中的应用以及栽

培过程中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方法探讨等等。精彩的报告、最新

的成果，令每位参会者享受了一次难得的学术盛宴。 

针对这次大会提出的药用植物研究几个关键科学问题：如生

物多样性、植物内生菌与中药材质量、中药药效物质的复杂性与

质量标准以及植物次生代谢通路等，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从不同

学科方向和技术层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共同探讨今后学科

发展与科学研究的战略术，有力推动了药用植物及植物药研究走

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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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发布 2017 年度 

第一批开放课题申报指南 

为推进道地药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升培育基地科技创新

能力，根据实验室建设需求，继续在道地药材品种理论及评价、

道地药材生态遗传规律及形成机制、道地药材次生代谢功能基因、

道地药材保护模式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现围绕“药用植物内

生菌与有效成分关系研究”、“药用植物防御机制研究”、“药

用植物干细胞研究”、“基因型、环境、有效成分三者之间的关

系研究”、“基于新原料的健康产品开发”、“基于经典名方的

药材品种整理与质量研究”、“中药药性研究”、“基于中药资

源的健康养老、旅游模式及产品研究”八个方向，公开征集道地

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开放课题。 

附件 1：《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2017年度第一

批开放课题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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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药学高等教育发展峰会暨第六届分子生药学

暑期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8 月 2至 4日，分子生药学高等教育发展峰会暨第六届分子

生药学暑期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会议依托 2017 年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分子生药学继续教育项目，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

心、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学术期刊（光盘

版）电子杂志社主办，浙江理工大学生命学院与中国中药杂志编

辑部联合承办。大会以“分子生药学的教育”为主题，来自全国

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及生产企业等 75 个单位的 200 余

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大会特邀报告 3 篇，专家报告 22 篇，研究

生论坛报告 16篇，同时以系列书展的方式总结了“分子生药学”

教育和科研发展历程，旨在促进该学科理论体系、研究平台、技

术方法、学科队伍的建设。 

在大会开幕式上，分子生药学创始人黄璐琦院士指出，自

1995年“分子生药学”概念提出至今，已有 30余所高等院校针

对本科及研究生开设了分子生药学课程，2000年出版的《分子生

药学（第一版）》获得了“2010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著作奖一等

奖”，2015年出版的《分子生药学（第三版）》获得了“2017年

中国出版政府奖”，2017年凝聚 27家科研院所汗水的全国中医

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分子生药学》及卫计委研

究生规划教材《分子生药学专论》出版，分子生药学教育体系已

经建成。分子生药学是生药学与分子生物学交叉融合的学科，从

它诞生之初就迈着创新步伐，如今越来越多的团队加入到这一学

科的研究中，使这一学科成为中医药行业的热点。 

本次会议特别增设了研究生学术论坛特为研究生提供了自

我展示、交流的平台，经过论文初筛，来自 13 个大学及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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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 16 名研究生做了精彩的演讲，起到了鼓励优秀研究生奋发

图强、培养后起之秀的作用。 

 

 

 

 

 

 

 

 

黄璐琦院士、陈晓亚院士和程京院士做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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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十三五”启动大会 

在京召开 

8 月 28日，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十三五”启动大会在

京召开。会议由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黄璐琦院士

主持，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刘艳巡视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李昱司长、农业部科技教育司产业技术处徐利群处长、国家中药

材产业技术体系全体成员等 100余人参加会议。 

李昱司长首先对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的启动表示热烈

的祝贺，希望体系在中医药发展 “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

机中，成为推动中药材产业健康发展以及开展扶贫工作的中坚力

量。 

刘艳巡视员介绍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发展历程，表示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农业部会

大力支持中药材体系工作，期待中药材体系建设工作成为农业部

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合作典范。 

首席科学家黄璐琦院士对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十三五”

期间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介绍体系重点任务，同时提出国家中

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原则为补齐短板、夯实基础、建立队伍、

融合发展，明确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十三五”的建设总目

标为“有序”、“有效”、“安全”。 

此次启动大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会议贯彻了农业部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十三五”启动大会暨首席科学家工作会议精

神，进一步明确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重点任务，提出要充分

把握国家农业科技发展的战略部署，围绕中药材产业发展实际需

求，强化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提高科技创新度和产业贡献度。

同时，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将架起农业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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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之间的桥梁，互通有无、互补长短，合力探索全国性大联合大

协作的中药材农业科技发展新机制，推动中药材产业绿色健康发

展。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黄璐琦院士主持会议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十三五”启动大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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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基地落实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举办

促进中日中药材保护与利用学术研讨会 

9 月 24日至 25日，由培育基地主办的促进中日中药材保护

与利用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婺源成功召开。会议以中日苍术合作研

究项目圆满成功为契机，进一步商讨推进中日中药资源开发保护

利用与地区中药材产业扶贫。 

 

 

 

 

 

 

 

 

 

苏钢强司长会上发言 

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苏钢强司长强调了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2017-2020年）》工作任务的重要

性，提出实施中药材产业扶贫的重点是做好“四个一批”：打造

一批药材基地、培育一批经营主体、发展一批健康产业、搭建一

批服务平台，进一步推进和加强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具体工

作的实施。 

黄璐琦院士在会上指出，中国与日本在中药资源的保护、利

用及推广方面互有优势，在开展中医药领域交流与合作方面前景

广阔。同时，中药材产业 “从田间地头一直到病人床头” 的完

整产业链条，具备生态友好、就业方便、增收明显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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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为地方政府提供新的经济

增长点、促进地区产业均衡发展，更可以破解扶贫产业对生态保

护造成压力的难题。 

 

 

 

 

 

 

 

 

 

黄璐琦院士发言 

本次会议所在的江西省上饶市具有丰富的中药资源，是我国

著名的中医药材宝库。上饶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少薇表示，上饶

市作为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将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医药健

康旅游产业的发展，发挥本地区中医药文化优势，打造国家中医

药健康旅游示范区。中共上饶市婺源县委书记吴曙表示，婺源作

为“新安医学”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全国农村中医药工作

先进县”、 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将进一步配合落

实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的部署，不断推进婺源中医药事

业发展。与此同时，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与中药材产业

扶贫行动计划也为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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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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