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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年两会期间有专
家提出种植中药材是巩固脱贫
的有效路径。您作为中药材产
业扶贫行动技术指导专家组组
长，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成功
经验，以及倡导药农大量种植
中药材后如何保证道地药材品
质？有何科学举措？

黄璐琦：我国深度贫困地
区，同时也是生态脆弱地区，脱
贫攻坚和生态保护任务同样艰
巨。在该地区优先扶持农民和
发展中药材产业，是破解这一
矛盾的优选之策。经过深入探
索，我们取得了如下主要经验：

第一，创新“道地药材形成
模式”，解决产业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相协调的难题。我们根
据前期研究的道地药材形成理
论，提出道地药材形成的环境
胁迫与栽培措施的改变，大力
推广立体高效的中药材生态种
植模式。如：“林药套种”“果药
间种”“药药套种”等多种中药
材种植模式，实现了“开发扶贫
推进生态建设，生态建设促进
扶贫开发”的良性循环。

第二，优化中药材生产布
局，解决贫困地区“种什么”的
选择无绪难题。通过实地调
查，结合本草考证，我们完成了
三七、当归、甘草、五味子等
100多种道地药材优质产区分
布区划，研究发布了774个贫
困县的生态适宜种植中药材目
录，编著了《中国中药区划》。
为引导贫困地区优化中药材产
业布局和生产基地规划布局，
我们对全国832个贫困县中药
材产业扶贫情况进行调查，遴
选出10%的优先发展中药材产

业扶贫的区域；组织专家编制
《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
规划(2018—2025年)》，并由农
业农村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
布实施。同时，整理300余种
不同品种、栽培与野生品种、药
用种及其近缘种的种质资源情
况，制定了150余种药用植物
种质资源保存规范，构建了我
国首个道地药材种质资源标准
化整理整合及共享平台，向全
国100多家单位提供药用植物
种子，实现了药用植物种质资
源实物共享，保证了中药材生
产的安全。

第三，带领专家深入田间
地头，解决贫困地区“如何种”
的质量保障难题。

通过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
体系和国家中药材产业扶贫技
术指导中心，组织中药、农业领
域的184位专家，成立了中药
材产业扶贫技术指导专家组，
编制了 100 种常用中药材的
《中药材生产适宜技术》《十四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特困区中
药材精准扶贫技术丛书》。针
对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带
领专家通过课堂授课、座谈讨
论、现场答疑、发放技术资料等
多种方式向农民提供技术咨询
和支持，累计组织各类培训活
动650余场（次）；培训基层技
术人员、种养大户、农民共计近
7万人（次），推广面积超过200
万亩，提升了基层人员的技术
水平和实践能力。

第四，发挥龙头企业的带
动作用，解决贫困地区“如何
卖”的市场销路难题。

寻找市场是农民最苦恼的
问题。对此，我们编研发布了

157种道地药材团体标准、225
种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规范
和服务中药材的市场流通，为
企业、种植户等提供技术、信息
化服务。目前已经服务200余
家企业，为22个省60个贫困县
提供中药材质量追溯系统。

记者：药品质量是牵涉到
千家万户的民生大问题。请您
从一个科学家的专业角度，诠释
一下如何对药品进行科学监管？

黄璐琦：中药产业链条长、
环节多，其生产涉及的主体多、
地点多、种类多、周期长。对中
药产品质量监管，需要激励和
促进产业上下游之间、各生产
主体之间的联动。可充分利用
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
化方面的现代技术，通过管理
者、生产者、使用者和公众等多
方共同参与，将中药材生产和
使用过程进行融合，形成相互
连通的信息共享应用模式。比
如：推行道地药材认证、使用道
地药材商标等，应该是其中较
为有效的方式。

记者：中医药在此次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请介绍一下您在武汉抗疫
一线的经历。

黄璐琦：援鄂期间，我有三
个身份：首批国家中医医疗队
领队、国家中医药防治新冠肺
炎专家组组长和科研攻关组组
长，全面地参与了中医药抗击
新冠肺炎的临床与科研工作。

2020年1月25日（农历正
月初一），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的部署下，中国中医科学院紧

急组建医疗队驰援武汉。当
时，我们是全国首批国家中医
医疗队，也是全国第三支驰援
武汉的医疗队。出发前，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
明确指示：“此次医疗队主要是
优化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方案
和药物。”为此，我与医疗队的
各位专家协商后形成两个共
识：一是必须要让医疗队参与
病房工作，这样才能全程参与
新冠肺炎患者各阶段的诊疗
工作，才能系统总结新冠肺炎
的中医核心病机和证候演变，
才能切实地做到优化临床方
案和筛选有效药物；二是要在
医疗队的救治基础上发挥中
国中医科学院的科研优势，研
发出治疗新冠肺炎的中药新
药，作为将中医药抗疫的理
论、临床疗效以及科研成果综
合在一起的物化载体。

围绕这个目标，我们医疗
队在武汉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首先，整建制接管金银潭医院的
一个重症病区—南一区，由此开
辟了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主
战场；其次是保障医疗队的临床
工作。金银潭医院是一家西医
传染病医院，没有中药房和中药
饮片、中药颗粒剂，更没有中药
处方信息系统。为此，我们紧急
联系相关部门、中医药企业，在
该院引进一批中药、搭建起中药
房和中药处方信息系统，从而保
障了中医诊疗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三是优化中医药诊疗方案。
2020年1月26日，我和仝小林
院士在武汉会议中心主持召开
了国家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专
家组会议，形成了以“四证四方”
为核心的第二版“新冠肺炎”中
医药诊疗方案后，即在金银潭医
院边救治边总结，优化形成一套
行之有效的中医药治疗方案。
同时，研发出治疗新冠肺炎的核
心处方——化湿败毒颗粒，在
该院南一区我们所用的治疗方
案就是化湿败毒颗粒联合中药
注射剂。截至到医疗队撤离时，
南一区累计收治158例患者,出
院140例，（危）重型患者治愈出
院率达88%。此外，我们还在
东西湖方舱医院、金银潭医院、

雷神山医院开展了多项临床研
究，发现对于轻型、普通型患者，
化湿败毒颗粒能降低转重率，缩
短核酸转阴时间，改善临床症
状；对于重型患者，化湿败毒颗
粒能缩短住院时间，改善临床指
标和肺部炎症病变，进一步确证
了化湿败毒颗粒的有效性及安
全性。

结合在武汉抗疫的工作经
历，我认为中医药在此次新冠
肺炎防控工作中发挥了五个作
用：对患者分层干预，减轻疫情
状态下的医疗资源挤兑现象；
对轻型/普通型患者中医药起
主导作用，对重型/危重型患者
中西医有协同作用；在康复期
有整体调节作用；在预防中有
独特作用；可满足民众对传统
医药的需求，缓解民众的恐慌
情绪。

记者：作为一名长期研究
中医药资源的科学家，您怎么
看待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创新、
发展？如何更好、更快地将中
医药文化推向世界，造福人类？

黄璐琦：中医药传承创新
和走出去仍面临诸多困难。一
是中医药原创思维发挥不足，
有些临床医生出现中医药思维
弱化现象，不会按照中医辨证
思维处方开药，中医药在理论
和临床实践方面的特色与优势
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与传承；二
是中医药与现代科技融合创新
发展不足，缺乏高质量的产品
和服务输出，难以找到中医药
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契合
点，技术升级较为缓慢；三是文
化差异，很多民众难以理解中
医药内涵；四是医药行业中蕴
含的巨大产业和市场，不可避
免地存在利益竞争关系，国外
纷纷通过设立政策和技术壁
垒，在行医资格认可（行业准
入）、药品注册与销售许可上的
限制明显，中医药难以以药品
身份进入国际市场。

因此我建议：不忘本来，以
高度文化自信传承中医药；吸
收外来，以共赢共享的初心开
放发展中医药；面向未来，以中
国智慧造福世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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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医药的根本在于创新发展中医药的根本在于创新
——访全国政协委员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

如果您有幸聆听过黄璐
琦院士的学术报告，便会被
他引经据典、深入浅出，用事
实与数据阐述我国中医药文
化的博大精深、意义深远而
折服。记者有幸曾先后在甘
肃省陇西药博会、国家食药
监局中药监管科学创新与发
展讲座、今年全国两会时见
识过他儒雅博学、气度夺人
的学者风范。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
学院院长、国家中药材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药
材产业扶贫行动技术指导专
家组组长，多年来，黄璐琦院
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药资源
学，包括本草考古学、中药资
源普查、分子生药学等。新
冠肺炎疫情的成功防控再一
次证明肯定了我国中医药的
作用，未来中医药发展之路
又将如何走？对此，笔者对
黄璐琦院士进行了专访。

▲3月6日下午，黄璐
琦在全国两会期间
汇报中医药的发展
与传承、创新工作。

▶黄璐琦展示武汉
抗疫中医药发挥作
用的研究成果。

▲黄璐琦（左）深入到云南维西县中药材种植基地调研发展中药材
种植，助力脱贫攻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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