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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现代化是目前广泛关注的话题 ∀如何取得

最大的成功 正确运用战略与战术是主要关键 ∀中

药现代化是我国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 故应结合国

情 !科技和医药发展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 ∀

1  世界科学技术及医药的发展趋势

世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更加重视知识对经

济的推动作用 ∀以生命科学 !信息科技及物质科学

为先导的科学技术不断促进经济的繁荣和人类文化

的变革 也正深入并改变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

今后医学的任务将从以防病治病为主 过渡到

以维护和增强健康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主 基因

组医学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寿命延长 

老年性疾患和精神疾患将更加突出 ∀世界医药由于

与知识经济的结合 逐步形成世界医药知识经济 在

激烈的竟争中 形成了一些知识和科技高密集型的

跨国医药大企业 它们在研发方面不断创新 如以组

合化学方式 快筛新药先导化合物 通过基因研究

寻找新药 重视天然药物包括中草药 ∀开发领域

注意脂质代谢及肥胖 !心脑血管疾患 !肿瘤 !爱滋病 !

肝炎及流感等病毒性疾患 !精神抑制及神经分裂症 !

老年记忆衰退及痴呆 !骨质疏松和糖尿病等 同时重

视天然保健品对疾病的预防和早期治疗作用 ∀

2  应重视中药资源的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经济建设面临如何保证庞大人口群和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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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和持续利用 其中中药资源

的利用和保护 还与环境保护 !支援/三农0 发展经

济 西部大开发及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相关 也是

知识经济生态化的重要内容 ∀中药资源由于过度利

用 有些已成为珍稀濒危品种 有的已禁止使用 如

犀角 虎骨 或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范围 如羚羊角 

豹骨 穿山甲片 或已列入国际濒危动植物的名单 

如麝香 海马等 或数量骤减如甘草 蛤蚧 石斛 肉

苁蓉等 保护珍稀濒危品种的种质资源 大力发展资

源严重不足的中药资源 这是当前矛盾的主要一面 ∀

但目前全国普遍在建设中药基地和大力发展中药生

产的形势下 预期在不久的将来 不少中药资源有可

能出现过剩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 曾发生过槐米 !白

芍严重过剩的事件 我国北方也曾发生过山楂过剩 

一些常用中药在解决了生产技术难关后 产量大幅

上升 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 例如天麻 ∀出现这种状

况 对发展/三农0极其不利 ∀因此 积极呼吁应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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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结中药生产

基地 保护基地形成纲络 协调并指导全国中药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 ∀中药资源的调控 还可通过中药资

源的三级开发 !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 ∀中药资源的

开发 从一级以发展药材和原料为目标至二级以

发展中成药 药品或其他保健品为目标至三级以

创新新药及新产品为目标 每次转化会增加许多附

加值 ∀因此 在掌握市场需求后 可通过相应政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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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税收 !退耕还林 !退耕还牧及奖励和惩罚措施等

的实施 对中药资源和利用与保护起到一定的杠杆

调控作用 ∀

3  积极开展人工智能与中药信息化研究

世纪为信息化时代 ∀如将人工智能及信息

化技术与传统中医药结合 将能产生质的飞跃 ∀

中国中草药的传统原始数据浩如烟海 是十分

庞大的信息源 ∀最为珍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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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如此庞大而错综复杂的信息

数据 只有借助计算机和人工智能 从大量的数据库

中挖掘出各种有价值的线索和知识 即所谓/知识库

知识获得0  √  简称

⁄⁄才能做到 ∀关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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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数据库的知识获得系统可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 ∀作者在上世纪 年代有过试探性的实践 将

我国在中草药群众运动中各地的传统疗效数据

 多个输入计算机中 对中草药的类群基本以

/属0为单位 通过数学公式运算 可获得各个类群

传统疗效的定量数值 传统疗效系数 ∀例如小檗

科八角莲属 ∆ψσοσµα的传统疗效系数分别为 活血

化瘀  消肿解毒  清热解毒  治疽疮毒

  蛇咬伤  腮腺炎  跌打损伤  ∀通

过整理 可以抽提出各个类群传统疗效的倾向性和

规律性 为下一步研究和开发提供线索 ∀又如通过

对大黄属植物的数量分类分析 发现叶具有各类掌

状分裂与番泻苷和大黄酸及泻下作用存在十分密切

的相关性 因而只有来源于掌状组≥°的

大黄属植物才是大黄的正品 ∀

通过研究 中药有效物质不断被阐明 这些有效

成分也可采用 ±≥ 方法 例如作者最近对五味子

中五味子素类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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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智能集成计算技术

包括特征分析 !神经元计算 !非线性算法等多种方

法手段 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和论证 从中挖掘有用的

规律和线索 ∀因此 人工智能和信息化技术的引进 

将对中药现代化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

4  基因组学与中药现代化

伴随着后基因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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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基因组学用于药

材的鉴别方面 曾用 ⁄芯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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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成分新

决明内酯能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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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蒜中的有效成分

阿霍烯在用人白细胞 ⁄文库所构建含 个基

因的 ⁄芯片上观察经阿霍烯处理的人早幼粒白

血病细胞株 细胞基因表达的改变 结果证明

处理  后有 个基因表达发生改变 其中多个

与细胞周期及凋亡相关的基因表达显著上调 提示

阿霍烯的作用可能与此相关 此外 对抗癌有效成分

长春新碱的抗癌作用和银杏叶提取物 ∞拮抗

慢性老年神经病变的机理等均得到较满意的结果 ∀

初步实践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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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论治和个体化治疗 !中药新药的研究与开发等

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

5  多学科 !多途径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鉴于中药现代化需引入新思维 !新技术和新方

法 因而搞信息 !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科技人员 要

了解中医药的一般原理和特点 ∀最终形成各种综合

性队伍 有可能发展出一些有关中医药现代化新的

交叉学科 ∀

中医药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常常使用复方通过

辩证论治和多环节 !多层次和多靶点的整合作用来

防治疾病 因此较西医 !西药的研究困难得多 ∀为

此 一方面要大幅度地加大投入 另一方面 中医药

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仅有一种模式和方法途

径便能解决问题 ∀只要我们坚持/与时俱进 开拓创

新0 通过实践 不断完善 中医药现代化的目标就一

定能早日实现 ∀

通过综合分析 中药现代化的战略从总体上讲 

主要目标应为中药产业的现代化 同时应注意积极

开展有关中药知识经济方面的内容 例如资源可持

续发展 !中药基因组学及中药信息化等 确保具有中

国特色的祖国医药在国际竞争中仍能处于领先地

位 在战术方面 应注意多学科 !多途径的发展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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