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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霞

中国药代动力学的鼻祖

作为我国药代动力学的鼻
祖，与屠呦呦、钟南山两位国际
知名专家一样，已经80岁高龄
的刘昌孝院士一派儒雅的谦谦
风范，和神农草堂的神韵浑然
一体。

从进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
开始，他在药学殿堂己经奋斗
整整六十年了。

跨越两个世纪的沧桑变
迁，人生道路的荣辱起伏，刘昌
孝院士见证了中国医学的发展
与传承，映射出一位知识精英
的成功之路和奋斗历程。

青年时代，刘昌孝院士的理
想就是做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人
才，成就一番大事业。风华正茂
的大学时代，他热爱中药和传承，
选择了医学院的药学学科。在图
书馆发现《神农本草经》，更发现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是前者精华
中的精华，便“傻里傻气”地手抄
了一本，且保留至今。毕业后致
力于药代动力学研究，五十多年
如一日，不改初心，不负使命。上
世纪80年代，刘昌孝因极具想
象力地对神奇的中药理论的科
学认识，他基于经验医学提出传
承发展的转换研究新概念，用于
中药新药开发大有前途，并用英
文写成论文在国际刊物发表。本
世纪初，又创新性地应用系统生

物学理论的代谢
组学技术打开中
药作用机制的“黑
箱”，研究复方中
药的作用机制，提
升对中药整体调
节作用的认识。

耄耋之年，
刘昌孝依然担当
重任，厚积薄发，
活跃在医药研究
的大舞台，他所
提出的中药药代
标志物概念和中

药质量标志物理论，整体引领
了中药高质量的研究开发，对
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获
得了“中药药代动力学和质量
研究的终身成就奖”“循证中医
药终身成就奖”。

事实上，刘昌孝院士获得
的成绩和荣誉不胜枚举：1980
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药代动
力学专著《药代动力学》；1995
年，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部级药
代动力学重点实验室；2003
年，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省部共
建国家药代动力学重点实验
室；同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成为中国药代动力学的学
科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药代
动力学当之无愧的“开山鼻
祖”；2010年省部共建国家重
点实验室正式升格为国家重点
实验室；改革开放40年，他先
后承担了包括863、973、国家
科技攻关、国家新药基金项目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等在内的50多项国家和部省
重大研究项目，带领完成近
150 个新药的药代动力学研
究，获得国际、国家和省部级科
技成果奖励40余项，在国内外
发表论文400多篇，出版中英
文学术专著18本。其个人担
任的职务、获得的荣誉称号更
是无计其数。

但是，刘昌孝院士的注意
力从没在此停留过。他认为，
成绩只代表过去，荣誉不过是
一场走秀。其目标永远是下一
步该怎么走？怎么才能将所积
累的知识和经验发扬光大？

“是唤醒沉睡的
中药经典名方的时候了”

新冠肺炎疫情大考，刘昌
孝院士以80岁高龄临危请命：

“我还年轻！”带领团队承担中
国工程院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的国际合作项目，投入到研制
预防治疗新冠肺炎病毒新药品
的紧张忙碌中去，发挥所在研
究院的药物评价技术的优势，
组织团队著述了7篇文章，综

合提出疫情防控新药、中药和
生物技术产品研发和评价要
点。作为中国——东盟传统药
物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主任，
刘昌孝院士还在疫情期间组织
召开的近10国专家两次云会
议上，与东盟各国专家交流了
研究成果。

“我们要从中药发现新药，
为新药提供科学依据。在研发
新药的过程中，设计靶标—通
路—活性筛选系统，走到某个
程度的时候，确认了发现的合
理性，再依次按照体外的实验，
体内的实验，包括动物的实验
来检验效果。”刘昌孝院士坚定
地表示。

不久后，随着“早发现、早
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原则的
贯彻落实和新药落地投入临
床实践，中国抗疫取得了世界
瞩目的成效。中医药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里体现
了中国智慧在西方难题上的
独特闪光点。

2020年 11月 15日，第三
届世界中医药服务贸易大会邀
请刘昌孝院士发表主题演讲，
他认为“大疫出良方”，中医药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世界医学史也从未像今
天这般重视中医。

“所谓‘大疫出良方’，是指
大的疫病以后通常会出一批好
药。”刘昌孝院士诠释并介绍，在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
界同仁通过临床实践，筛选出一
批有效的方剂。其中，临床救治
组在前期的临床观察基础上，总
结推出了以清肺排毒汤为代表
的“三药三方”，即金花清感颗
粒、连花清瘟颗粒和胶囊、血必
净注射液；清肺排毒汤、化湿败
毒方、宣肺败毒方，在临床救治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昌孝院士指出，经典名
方是中国医学传承的精华，也
是现代中医药守正创新的源
泉。中医药界一定要将服务
民生的目标牢记心中，积极推
动经典名方的开发，并以此为
契机，突破中药质量瓶颈，推
进高临床价值中药制剂研发，
保障古代经典名方科学、有
序、高质量发展。为疫情形势
依然严峻的国家提供帮助。
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
重，构建中西医结合传染病防
治、防控体系这个亮点。

“健康中国离不开中医药，
是唤醒沉睡的中药经典名方的
时候了。”在多场学术报告中，
刘昌孝院士总以这样一句话结
束演讲。科学家发自肺腑的呼
唤，每每激起全场经久不息的
掌声。而每次报告之后，刘昌
孝也都在思索着中医如何更快
地与国际接轨，如何让传统医
药成为国际医学界的科研突破

口等深层次问题……

中医药不仅是传承，更是瑰宝

作为中国医药科研的代
表之一，刘昌孝院士曾经参
与了东盟对传统医药的深度
研究，也见证了欧洲传统医
学界接受中医药领域“东学
西渐”的过程。他认为，在世
界医学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般重视中医。在世界医学
领域，中医药是唯一能与西医
并存的医学。解决西医难题
中，中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他呼吁从事中医药生
产的企业家、中医药研究发明
的科学家和管理工作者，应该
看到我们的责任。

权威是最有发言权的。八
旬院士的朗朗风骨和拳拳报国
之心，与神农草堂的那尊雕塑
的质感一样，有着令人信服和
仰慕的力量。

他阐述了深思后的两个
观点：

第一，关于后疫情时代中
医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中药质
量标志物的新概念，为中药质
量控制提供了新思路。他表
示，中药体系复杂、成分很多，
成为质量标志物至少要有5项
原则，即成分特有性、成分的有
效性、成分可测性、质量传递溯
源以及复方配伍环境，满足这5
要素才算是中药标志物。未
来，中医药不仅仅是中国文化
的传承，更是世界医学的全新
瑰宝。中医药走向世界，要为
防控疫情贡献中国力量，需要
进行一次总结，特别是历史沉
淀了几千年的古方，哪些值得
去开发，都是需要重视的。

第二，他认为，构建国内国
际双循环互促格局的五个关键
着力点是：必须以动态比较优
势为指导，推进本土企业实现
市场价和技术的双重追赶，以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进行

“扬长补短”；必须以国内价值
链为依托，培育本土的“链主”
企业和“冠军”企业；必须以现
代化产业集群为载体，实现产
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必
须以“互联网+”数字经济为契
机，重塑整个医药产业链上下
游生态，促实体经济发展；必须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建
立适于国内需求为导向的中国
医药体系，也适于国际需求的
医药服务与贸易体系的建立，
达到双赢目的。

刘昌孝院士思考及瞄准的
目标总是高深远大，话语总是
掷地有声，行动总是引领方
向。在这个冬去春来的季节，
美好的希望如同他的笑容一样
明媚和灿烂。

深研深研““药动药动””六十载六十载光耀中医佑万代光耀中医佑万代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

琴瑟和鸣，鸟语花香。置

身于4A级景区神农草堂中医

药博物馆内，仿佛来到了一座

旖旎奇幻的百花园：不仅有传

统中医药文化带来的冲击力，

还有四处弥散的氤氲气息和

扑鼻而来的阵阵异香。

继续前行，会看到一尊尊

中医药名人塑像伫立在幽静

的园林中。可能大部分人对

这些专家知之甚少，但业内人

士却明白，他们每一位都对中

医药行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昌孝院士就位列其中。

刘昌孝近照。

刘昌孝院士指导科研工作。

刘昌孝院士获颁天津药物研究院终身首席科学家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