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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南药体系传承创新与应用 

提名者：云南中医药学会 

提名等级：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主要完成人：张荣平，赵荣华，裴盛基，俞捷，熊磊，钱子

刚，陈兴龙，于浩飞，杨为民，程永现，胡炜彦，杨兴鑫，

曹骋，彭艳琼，顾雯  

主要完成单位：云南中医药大学，昆明医科大学，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广州

中医药大学 

 

二、项目简介 

项目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6项科研项目的支持下，

对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南药”从历史古籍、文

化传承、现代研究、中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传承创

新了南药理论体系；将中医药与现代医药创新相结合，对代表

性的重要南药从药理活性、物质基础、药材鉴定及新药开发进

行了研究，并将中药南药资源国际化，实现开发本土化，为全

产业链构建奠定基础；同时从南药有机种植出发，为精准扶贫

发挥重大作用，是具有重要创新理论成果和应用价值的研究工



作。主要取得的成果如下： 

1.传承创新南药医药体系：项目团队在1987国际会议上就

“中国南药”的概念、品种、分布、应用等进行了阐述，30余年

来，通过对“南药”研究与学校中医药学科建设发展相融合，出

版《中国南药志》、《南药文化》、《南药古籍文献辑要》、

《中国-缅甸传统药物纲要》、《森林药物资源学》等11部专著，

从理论上系统总结归纳了南药历史、文化、品种、资源、应用

等，传承创新了南药医药体系。 

2.将南药与现代医药研究相结合，对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南

药进行基础研究，填补了产业链构建的重要关键点。其中对云

南优势引种植物资源迷迭香进行基础研究，解决了提取物稳定

性难点，并进行了活性组分在脑缺血、抗抑郁和神经元损伤保

护方面的药理评价及机制研究，为保健食品和新药开发奠定基

础；对肾茶进行了化学成分研究，明确其肾保护和肾毒性的物

质基础差异，为企业新药质量标准提升提供科研服务；同时阐

明了灯盏花乙素能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增强血管舒张反应、微

循环血流量，明确其防治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分子机制与

eNOS、AMPK/mTOR通路相关。开展了砂仁栽培、药理药效、

药用植物等研究。 

3.对重要南药进行应用研究：获得新药批文1个，医院制剂

批文1个，构建了以砂仁为代表的产业链并推广应用。质量标

准制定支撑43种药材列入《云南省药材标准》，对重要南药砂



仁进行了昆虫传粉、有机种植、药理活性、快速鉴定等研究，

在云南省金平县进行了种植推广，带动了药材种植产业发展，

为精准脱贫发挥重要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南药研究“促进”南亚东南亚文化合作交流，为云南省各

级政府医药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 

项目团队依托研究成果，历经32年，获授权发明专利11项、

公开专利9项；发表学术论文153篇，其中SCI论文32篇；出版

专著11部；形成省政府决策咨询报告2份、省政府内参1份。建

立1个省级南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平台，2个云南省院士专家工

作站，获建1个省创新团队和1个省高校创新团队，支撑二所大

学新增获得中医学、药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获得新药批文1个、

医院制剂批文1个。构建了以砂仁为代表的产业链，取得显著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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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 项代表性授权发明专利目录： 

1. 熊磊，李安华：香芩解热颗粒，ZL201310388089.9。 

2. 杨兴鑫，俞捷，顾雯，梁丽，庄馨瑛：白花前胡 E 素在制备药物

性肝损伤保护药物中的用途， ZL201711270256.4。 

3. 俞捷，陈真，顾雯，赵荣华，闫鸿丽，毛晓健，张婷，陆山红：

一种砂仁提取物及其用途，ZL201510617335.2。 

4. 顾雯，俞捷，林佩，闫鸿丽，赵荣华，毛晓健，李云飞：二苯乙

烯苷在制备肠道微生态制剂中的应用，ZL201510030137.6。 

5. 俞捷，杨兴鑫，梁丽，唐柱生，王曦：白花前胡丁素在制备药物

性肝损伤保护药物中的应用，ZL201711269449.8。 

6. 俞捷, 顾雯，赵荣华，张光远：一种抗过敏保护肤化妆品（3151637），

ZL201510427194.8。 

7. 杨兴鑫，俞捷，梁丽，顾雯，董金材：白花前胡乙素在制备药物

性肝损伤保护药物中的用途，ZL201711269421.4。 

8. 杨兴鑫，俞捷，饶高雄，顾雯，梁丽：一类二氢黄酮化合物在制

备心肌保护药物中的应用， ZL201611241440.1。 

9. 俞捷，顾雯，赵荣华，毛晓健，杨兴鑫，张婷：缓解化疗致肠粘

膜损伤的砂仁挥发油软胶囊剂，201710224798.1。 

10. 张荣平：山楂提取物保健食品及其运用，ZL03117463.9。 

 

五、主要完成人及完成单位对项目的贡献情况 

（一）主要完成人对项目的贡献情况 

序号 姓名 对项目成果创造性贡献 

1 张荣平 张荣平与赵荣华合作协同负责项目的总体构思



和具体研究方案的设计，主编《中国南药志》等专

著3部。对迷迭香进行了化学、药理等研究，对20

余种药材进行了生药学研究，发表论文20余篇。作

为主要人员参加新药“回心康片”的研究工作。 

2 赵荣华 

南药创新平台负责人，主要负责该成果的整体

统筹规划管理，南药的发展规划与建设，在该成果

的整体规划、学术创新点凝练、产业转化等领域做

出突出贡献。主编专著、发表论文、产业转化，对

本成果做出了主要贡献。 

3 裴盛基 

    对南药国产资源植物的调查发掘工作和南药文

化研究工作。对国内外盛产的多种南药品种的基源

植物进行实地调查、取证和评价鉴定工作，率先开

展一些重要南药品种药用起源的医药文化探索研

究，具有创新性、开拓性和引领作用。主编专著3

部、发表论文10余篇。 

4 俞  捷 

    阐明了南药砂仁治疗以脂代谢紊乱为主的代谢

综合征的作用机理；阐明砂仁对肠道菌群组成的调

节及作用机理；阐明砂仁对消化道功能的调节作用。

主编专著2部、论文10余篇、专利3项。 

5 熊  磊 

    进行香芩解热颗粒处方优化，并申报发明专利，

完成香芩解热颗粒主治与病证结合的中药复方制剂

主要药效学和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的研究，并获得医

院制剂批文1个。是5部专著编委会主任委员。 

6 钱子刚 
    组织制定灯台叶、齿瓣石斛等南药药材标准的

起草研究，制定起草药材标准5份、发表论文5篇。 

7 陈兴龙 

对迷迭香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进行了研究，以

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迷迭香研究相关学术论文2篇，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1项、云南省应用基础项目1项。 

8 于浩飞 

    参编《中国南药志》等南药系列专著，对迷迭

香药理活性进行了研究，参与发表学术论文5篇，主

持云南省应用基础项目1项。参编专著3部、发表论

文8篇。 

9 杨为民 

    对云南特有植物药灯盏花中灯盏花乙素进行了

深入研究，明确其防治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理

作用机制，揭示其能明显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增强

血管舒张反应和微循环血流量等，其分子机制与



eNOS、AMPK/mTOR通路相关。参编专著2部、发

表论文6篇。 

10 程永现 

    系统地研究了肾茶的化学成分，共分离鉴定150

个化合物，新化合物47个；并对化合物的抗慢性肾

病活性进行了研究，发现肾茶中的二萜类成分多表

现出体外肾保护作用，发表论文4篇。 

11 胡炜彦 

    重点对部分重要南药迷迭香、芍药苷和重楼的

药理活性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参编专著2部、发

表论文9篇。 

12 杨兴鑫 

    创建了以线粒体为靶点的中药活性成分快速筛

选新方法，为南药资源的深入开发利用提供强有力

支撑。参编专著1部、发表论文8篇、专利3项。 

13 曹  骋 
    完善了砂仁质控模式，为砂仁的种植与综合开

发提供理论依据。参编专著1部、发表论文3篇。 

14 彭艳琼 
    研究砂仁传粉生物学，为改善砂仁传粉、提高

果实产量提供科学依据。发表论文3篇。 

15 顾  雯 

    为两种南药铁皮石斛粗多糖和叶豆的开发应用

奠定了良好的前期基础。参编专著1部、发表论文3

篇、专利1项。 
 

 

（二）完成单位对项目的贡献情况 

云南中医药大学对该成果支撑项目的选题、立项、组织、

实施、验收、鉴定和成果应用进行全程跟踪管理，为“南药研究

协同创新中心”省级平台牵头单位、本成果的第一完成单位。从

南药历史文化、发展战略、种植资源、分布地区、人工栽培、

临床应用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系统出版了《中国南药志》、《南

药文化》、《南药古籍文献辑要》、《中国-缅甸传统药物纲要》

等专著，完成的灯台叶、余甘子、滑叶跌打、黄草乌等药材标准

列入《云南省药材标准》，并对砂仁在云南省金平县进行了种植



推广，带动现代农业药材种植产业发展，推动南药东南亚医药文

化交流合作，对成果第一、二、三、四方面创新点做出了主要贡

献。 

昆明医科大学是“南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省级平台建设主

要参与单位，与云南中医药大学合作完成了《中国南药志》等专

著编撰出版工作，重点对迷迭香和灯盏花进行了提取工艺、稳定

性、化学成分、药理活性等基础研究，对成果第一、二方面创新

点做出了主要贡献。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是本成果的主要参与单位，作

为南药协同创新中心主要合作单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运用其优势学科（民族植物学、植物化学），承担“南药文化”

理论整理，对国内外出产的重要南药基源植物进行调查取证、

考证和鉴定工作，对其传统医药文化进行收集、分析与评价；

并对肾茶进行了化学成分和活性评价，明确其肾保护和肾毒性

的物质基础差异。对成果第一、二、四方面创新点做出了主要贡

献。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是本成果的主要参与单位，

作为“南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省级平台建设参加单位，系统调

查了金平县砂仁传粉昆虫多样性，筛选优势传粉昆虫，定量优

势传粉昆虫传粉效率，评估其传粉增产潜力，并集成适合金平

砂仁昆虫传粉、绿色防控，增产提质的配套技术措施，为产业

化推广应用作出贡献。参编“南药系列”专著。对成果第一、三方

面创新点做出了主要贡献。 

广州中医药大学是本成果的主要参与单位，重点将智能感



官技术（电子鼻、电子舌）和现代色谱分析技术（气质联用、

液质联用）相结合，实现砂仁药材气、味的模糊信息数字化，

从外观性状、化学指纹图谱、气味特征数值化、应用质谱技术

进行的多成分定性分析和药效活性等方面综合评价砂仁药材的

质量，建立砂仁药材的电子鼻、电子舌快速鉴定方法，为我国

砂仁的种植与综合开发提供理论依据。参编“南药系列”专著对

成果第一、三方面创新点做出了主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