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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怎样的思路开展中医药研究、如何高效推动中医药发展，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研究工作者，也是

管理者们一直关心的问题。本草物质组研究将克服西药的单靶点和中药的混沌状态缺陷，实现中医药理

论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 

安徽亳州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年交易额上亿元。林静/摄 

为凝练本草物质组的科学目标，细化本草物质组的研究内涵，来自中医、药学、系统生物学、信息

学等多学科跨领域的40余位专家学者，日前齐聚北京香山饭店，出席以“本草物质组”为主题的第323

次香山科学会议。 

 

物质资源是新药创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随着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西医、西药迅速崛起并进入中国，我国医

药体系进入了中医药和西医药并存和中西医药结合时期。由于化学合成药研发成本越来越高、时间越来

越长，以“自然疗法”为特点的天然药物产业将成为全球制药业最具发展前景的特色产业，中药现代化

和国际化也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联合国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草药市场规模估计每年可达600

亿美元，占整个药品市场的20%左右。2007年美国FDA批准了第一个植物药Veregen（茶多酚）。 

 

会议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梁鑫淼在题为《本草物质组》的主题评述报

告中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基础，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实践

经验、确切的临床疗效和完整的系统理论，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与繁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目

前中药研究仍存在缺乏明确目标，研究模式存在争议，中药研发布局分散，造成资源配置方式落后、效

率较低等方面的问题。 

 

欧洲植物药在研究、生产、标准化、质量控制、审批和市场推广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中药现代化

和国际化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欧洲植物药的研究和开发的经验表明，使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来研究传统

医药是可行的，中药的研究和开发必须重视物质组成和作用原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质量标准和质

量控制方法。 

本草物质组：从本质上阐明中医药内在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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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当前合成药物的研发模式，主要是使用药物靶标对大量的化合物进行高通量筛选，从大量化

合物中发现新药或先导化合物。这种研发模式的前提，是必须有高内涵的靶标库和化合物库。靶标库和

由数以百万计化合物组成的化合物库，也正是西方大制药公司最重要的两大资源，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两

大资源，西药创制才得以高效率地持续进行。 

 

“西药新药创制的模式启示我们，在新药创制中物质资源的重要性。资源就是效率，是新药创制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梁鑫淼说。 

 

满足中医药研究的迫切需求 

 

梁鑫淼详细介绍了本草物质组的目标、研究内容、作用和规划等，指出本草物质组是为了满足当前

国家对于传统中医药研究的迫切需求，特别是中药有效性、安全性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 

 

本草物质组计划旨在全面解析中药物质组成、结构和功能，构建本草物质资源库，在继承中医药理

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本草物质结构组专注于中药的物质基础研究，本草物质功能组专注于中药的生物学

功能研究，二者协调并举，再结合系统生物学技术和临床再评价，诠释中药多组分多靶点整合调节机

制，解读中药的科学性。 

 

本草物质组计划并不是以开发结构清楚、药理药效明确的Ⅰ类新药为终极目标，更不是简单地要将

中药西化为“西药”，而是希望通过中药“物质基础清晰”这个桥梁，建立中医药理论与西药理论之间

的关系，以通俗、通用的语言向国人和世界介绍中医药理论，最终建立国际广泛承认的、以中医理论为

指导的创新中药体系。在具体计划和实施过程中，本草物质组还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整体与局部以

及中药与西药等矛盾。 

 

本草物质组的总体目标是：以中药研究的标准化、资源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为目标，以方法学的创

新与突破为重点，发展高通量超高效的制备和表征技术与平台，全面解析本草物质基础，创建本草物

质、信息和知识资源库；以资源为导向，重点开展本草物质高内涵筛选和系统生物学的研究，阐述中药

的物质基础、作用原理及其多组分多靶点整合调控机制，解读中药的科学性，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

建立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持续、高效的重大创新中药研究提供技术与资源支撑，为中药现代化

与国际化作出积极贡献。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本草物质组的研究内容包括本草物质结构组、功能组和中医药理论三大部分。与会专家认为，本草

物质组的组学特点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物质基础的组学研究，穷尽中药材的化合物结构；二是大量的

微量组分的药理学研究；三是结构生物学研究，筛选和优化活性组分、化合物；四是化合物及组分的代

谢组学研究；五是中药信息库的建设，表达、归纳和利用化合物的结构信息。我国在药物筛选技术等方

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为解读中药复杂体系提供了有力保证。 

 

本草物质组是一项大中医的研究，本草物质组中的现代中药的研制关键技术应包括标准组分、组效

关系、组分配伍、优化设计等。中药创新既不能走化学药或植物药路线，也不能走传统饮片配伍路线，

组分配伍是一条有效途径。 

 

基于计算机算法预测小分子与蛋白质相互作用的高通量计算机虚拟药物筛选方法，为中药小分子与

蛋白质网络相互作用研究提供了思路。生物色谱技术和化学蛋白质组学技术等中药生物指纹图谱分析方

法，将在生物大分子与中药小分子化合物相互作用方面有所突破；化学蛋白质组学技术为药物靶点的发

现提供新的线索。 

 

本草物质资源库是本草物质组的重要研究内容，是连接本草结构组、本草功能组以及中医药理论与

系统生物学之间的纽带。中药化学研究是中药研究和中药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选择合理的药理筛选模

型是中药化学与生物学研究相结合的关键。本草物质资源库的建立可以有效地持续利用中药资源，满足

中药活性筛选的需求，保障中药研究过程中信息长期积累性和再次应用性。 

 



讨论中，专家指出了计算机科学在中医药研究中的重要性。通过诊疗数据库和基于组学的仿真技

术，可以指导特殊疾病的用药，预测器官行为，通过分析数据库可指导新药开发过程。有专家建议，应

在本草物质组研究计划中考虑建立基于组学的诊断平台和药效平台，着重解决中药的药代动力学和代谢

动力学问题，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中药、创制新药。 

 

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与会专家指出，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糖组学等一系列组学研究相

继被提出并得到迅速发展，生命科学研究进入了“组学时代”。组学研究模式成为极具潜力的解决生物

复杂系统研究难题的途径之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和组学研究的兴起表明，在解决重大科技问题

中，由国家进行组织和部署，实施大科学计划，进行集中、系统的研究，是重大科技问题取得突破的良

好途径。 

 

本草物质组计划的战略目标是发挥学科综合优势，加强技术集成创新，以可持续的中药研究和资源

发展为主导，继承与创新协调并举，系统开展本草物质结构组和本草物质功能组研究，结合系统生物学

技术，强化对中医药理论的解读和诠释，解读中药的科学性，研制重大创新中药，引领中药现代化、国

际化。 

 

与会专家认为，本草物质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其研究对象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物质体

系。现有的技术方法、单一的策略或技术方法无法解决全部问题。因此，针对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

的问题，需要实施创新战略、集成战略、资源战略、标准战略、知识产权战略和国际化战略，以解决技

术、方法、管理与成果形式等多方面的问题，提高计划实施的效率，取得尽可能多的成果。 

 

与会专家建议，本草物质组研究要以标志性的成果为导向，以重点创新中药的作用机理研究为点、

以资源库建设为面，点面结合，多学科交叉，重视物质资源库功能的挖掘。新药创制应以疗效为核心，

按天然药物、传统中药、现代中药三条路线进行，需要阐明、丰富和完善中药的作用机理，带动现代中

药的发展。 

 

本草物质组研究应从中医药临床实践出发到临床中去，以重大疾病为纲，选择常用或有效的中药、

药对和方剂进行总设计，体现医药结合、物质与功能结合、基础与应用结合的特点。本草物质组研究应

以中药研究的标准化、资源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为目标，力求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技术

与方法的创新与突破阐明中药物质基础，结合生物技术，从本质上阐明中医药治疗疾病的内在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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