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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中药研究所梁爱华研究员入选2021年岐黄学者

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22年01月21日  点击数： 次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了2021年岐黄学者支持项目人选名单的通知，中药研究所梁爱华研究员入选。
2021年岐黄学者支持项目聚焦中医药发展重大问题、重点方向或重点领域，选拔50名在中医药临床实践中取得突出成绩，

或在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在国内外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学者，支持其开展创新性临床实践、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相关研究，成长为引领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领军人才。

梁爱华研究员简介

 

 
梁爱华，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药注射剂安全性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毒理学重点学科带头人。

兼任日本东京药科大学客座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毒理学与安全性研究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注射剂研究发

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药学会药物警戒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梁爱华研究员长期从事中药药理和中药安全性评价研究，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等国家级项目十余项。牵头整合国内十余家单位的“基础-临床-企业-监管”研究团队，创建
了临床风险评估、毒性评价、毒性物质发现、减毒控毒等4大类技术，13类评价模型或方法，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中药安全性研
究和风险防控技术体系，形成支撑中药新药研发、中成药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中药毒性解析技术平台。对中药注射剂、含马

兜铃酸、重金属、吡咯里西啶类生物碱、蒽醌类、乌头碱类等六大类近百种中药或组分或大体开展了安全性评价、毒性机制、

风险防控技术等研究，在毒性理论传承与创新、关键技术创建、科学问题阐释以及应用转化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

她提出并实证了系列学术论点，推动了中药安全性客观认知，为中药的科学监管提供了科学依据。首次发现中药注射剂的

“过敏样反应”主要是类过敏反应，纠正了临床上长期将中药注射剂类过敏反应与I型过敏反应相混淆的错误认识。提出了中药注
射剂不良反应防控策略应聚焦类过敏反应的学术观点，引领了正确的风险防控方向。创建了中药注射剂“类过敏预测-致敏物质
筛选-产品风险检控”等系列关键技术，突破了技术瓶颈，填补空白，解决了长期困扰该领域的一系列技术难题。成果被广泛应
用于注射剂上市后再评价和生产，并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解决了十余个注射剂大品种的致敏物质筛选、风险检控等关键问题。

成果还用于化药注射剂研究，首次发现青霉素引起非免疫介导的血管渗出反应新机制，颠覆了传统认识，为青霉素的不良反应

预测和防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针对含马兜铃酸（AAs）中药，通过系统研究提出并实证了“AAs种类不同、毒性各异，精
准防控AAI、AAII是关键”的学术观点。证明AAI和AAII有肾毒性和致癌性，而AAIIIa、AAIVa毒性不明显。建立了以AAs同系物
同步精确定量分析与体内外毒性评价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技术，对细辛、马兜铃等常用含马兜铃酸中药开展了客观评估，证明了

细辛的安全性，并对其他个别品种提供了慎用数据。针对含重金属中药，系统研究实证了雄黄的安全性取决于体内砷形态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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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砷的学术观点，发现雄黄反复用药其肝肾毒性轻微，体内砷97%以上为低毒形态砷，以科学证据化解了国际上采用总砷来判
定雄黄毒性的误解与偏见。客观评价了含吡咯里西啶类生物碱中药千里光及其复方的肝毒性和胚胎毒性，首次发现其潜在的胚

胎毒性，推动完善了千里光妊娠用药的药品监管措施。研究成果为相关中药的临床安全用药和风险防控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同

时为客观认识和科学妥善处理中药不良反应提供了科学基础。

梁爱华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得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在中药毒性及其机制方面的新发现，为《中国药典》等标准修订提供了

科学依据。建立的中药安全性研究新模型和新技术，除了在中药相关基础研究、新药研发、中成药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中被广

泛应用外，部分关键技术被企业纳入产品风险控制的内控标准，并制定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团队开展过安全性研究的

金花清感颗粒、血必净注射液等6个中药品种被纳入国家卫健委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研究数据为保障新冠疫情期间的用
药安全做出了贡献。

她长期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部门提供中药安全性咨询，为药品监管提供建议。她还为世界卫生组织派遣的十余个国

家的来华专家学者提供中药安全性知识讲座和培训，促进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药安全性。她共获得国家级或部局级科研成果奖

励9项，其中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华中医药学
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等奖，华夏医学奖二等奖等。先后在国际和国内核心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250篇，作为副主编或编委
参与编著10部。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授予国家卫生计生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曾获中央国家机关杰出青年、北
京市科技领军人才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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