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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
长曹雪涛院士：

药物所老前辈们在当年艰苦的条件下，

能够在国家药物研发体系建立、应用、推广，

一直到造福中华民族健康，创造出的辉煌业

绩令人敬仰。人工麝香及其产业化项目荣

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中国医学科学

院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中医药界

的大事。

这项成就的完成历经 40 年，是以于德

泉院士为首团队的杰出贡献以及全国同行

积极的协助、合作的结晶，是几代人共同努

力的结果。这项国家级重大成果的取得，对

于现阶段，特别是大家比较热衷于发表论

文、获得专利数量的浮躁环境下，确实有很

大的教育意义和启示作用。现阶段很多科

研人员，比较看重年薪和生活待遇，缺少了

老一辈科学家对名利淡薄、对事业执着的奉

献精神，缺少了老一辈科学家坚忍不拔、知

难而进的创新精神。现阶段，我们在大力弘

扬科技创新，中国医学科学院今年启动院医

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作为国家级研究

机构的科技人员，应该肩负起国家医药科技

发展的责任。

为了表彰科技人员的创新精神，经过层

层评选，我们评出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

60 周年十大科技成就，人工麝香研制及其

产业化位列其中。在 10月 31日的中国医学

科学院科技创新表彰大会上，两位德高望重

的老先生荣获中国医学科学院终生成就奖，

于德泉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目前，中医药现代化的新时代即将到

来。药物所作为创新重镇，医科院将积极投

入人力、物力予以全方位地支持，推动药物

所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所长蒋建
东：

人工麝香不仅仅是药物，也不仅仅是资

源保护，而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可能会影

响很多来源于濒危动物的药物。40 多年前

人工麝香这个项目启动时，科学设计上的原

则第一是仿生，第二是化学物质基础，第三

是药理效果。根据这三个科学原则做研究

工作。

在管理上科研成果要强调转化，不只发

几篇论文的事。人工麝香从 2004 年正式生

产到现在，产生巨大效益，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是名至实归。400 多个中成药品

种都要用到人工麝香，现在市场覆盖率在

99%以上。在动物保护上，有 2600多万头麝

才有如此结果，所以对自然资源是一个非常

大的保护。人工麝香对 400 多个中药品种

有传承意义，还每年产生工业附加值 300多

个亿。这是中国第一个，希望还有第二个、

第三个。我们所正在做科研攻关，希望有新

的结果。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党委书记
陈晓光：

我代表药物研究所和所属北京联馨药

业公司，感谢为人工麝香的研发及产业化做

出贡献的前辈们，以及一直关心、支持并为

人工麝香成果付出心血和劳动的各位同

志。人工麝香研究时间跨度 40 年，经历了

国家体制、科研管理、新药审评、科学进步的

飞跃发展与变化。除了一线科研人员的智

慧投入与成果外，更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

与鼎力帮助。如果没有政府各个部门的直

接组织与协调，就不可能把各个方面的力量

组织在一起。如果没有统一部署和配套的

支持体系，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如果没

有高度协调的生产经营管理和质量保障体

系，这项高新技术，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推

广和应用。因此，我们向在人工麝香研究历

程中默默奉献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一直关

心和支持的各位领导专家，以及一直奋斗在

一线的管理人员，生产、经营和销售人员致

敬。

巴德年院士：
人工麝香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

草药现代化是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

工麝香本身的意义，是中草药现代化一个样

板。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说中医不科学。因

此，当前加快中草药现代化，是整个医学界、

药学界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发高质量的论

文，但是我们的科研目的不是为了发论文，

而是为了技术创新、推出新产品，为了解决

科学问题、解决知识创新，别的都是副产

品。药物所瞄准自己的前进方向、努力奋

斗，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

于德泉院士：
人 工 麝 香 科 研 ，我 从 1976 年 到 现 在

2016 年，40 年一点点攻坚克难，总算是完成

了，最终得到国家认可，拿到了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关于濒危药材问题，人工麝香只是其中

之一，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得到一定的成

绩。但是对于整个中药材来说，问题还是挺

多的。人工羚羊角、犀角这些东西，做起来

更是不容易，比人工麝香还要困难。

而为了中医药发展，这些东西不研究也

不行，总归要得到解决。所以有了院里的大

力支持，所里有团队，我们要好好做这些事，

我相信一定会做得更好。

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任德权：
人工麝香项目在科研上有创新，在产业

化上也有创新，主要是合作的机制。上世纪

90 年代时股份制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当

时我们跟这几个单位建议，从资本合作的层

次共享产业化，用现在时尚的语言就是搞股

份制合伙的混合经济。这个混合既有生产

单位、科研单位，又有销售单位。这给我们

的启迪是，必须要有领军人才，同时要有合

作团队，还要包容、共建、共享。所以人工麝

香项目的成功，无论是科研还是产业化，都

有很多可以引以启迪的东西。

我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没少参加保护

濒危动物活动。当时我就讲，从某种意义上

我们比你们更关心濒危资源。一个产业是

不可能建立在一个濒危资源上的。如果资

源濒危了，这个产业也进入濒危了。所以人

工麝香项目充分体现了国家的责任。当然，

从科技角度讲，这些濒危动物替代品的解

决，确实也比较复杂，确实需要有相当的科

研攻关才能拿下来。现在中央提出健康中

国，这就要面对 13亿人。所以，我们解决濒

危动物药材就是为健康中国做出重大贡献。

刘耀院士：
我认为人工麝香类似于青蒿素，也是一

个特别大的贡献。1980 年，我在美国南加

州大学医学院学习时，一位大夫对我说，他

认为过去中药大部分是安慰剂。但他后来

发现西药好多都是来源于中草药。他认为，

今后医药的发展上，中药可能会占统治地

位。我同意他的观点。

我是公安系统的，过去对戒毒也没什么

好办法。我们遇到好多案例，戒毒出来以后

几个月、一两年又吸上了。从现在公布的吸

毒人员来分析形势很严峻，按联合国麻醉药

品办公室统计数字有上千万。现在国外戒

毒疗法也不解决问题。我认为中药戒毒是

一条路。目前，公安部申请项目中就有一个

采用中药材戒毒的新药研发，希望从这方面

能解决问题。

科技部重大专项办副主任杨哲：
药物所的这个会开得非常重要和及

时。我们开会的目的主要是总结过去在新

药研究开发方面的一些做法、经验。更重要

的是，探讨未来继续保持过去优良的传统，

把我们的新药工作做得更好。

创新药重大专项，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关

键的时期，“十三五”已经开始启动，当“十三

五”结束的时候，我们重大专项应该交出什

么样标志性的成果？这几天，中国科学院、

工程院和社科院三院，正在紧锣密鼓地对

10 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进行咨询。我们希

望在未来几年中，各个专项都能够交出与重

大专项定位、战略目标以及国家的投入相匹

配的成果出来。

中国医科院药物所是国家在创新药研

究方面最强的单位，从原创、基础研究，到产

品开发、技术转化等各个方面，都是比较全

面的。推出品种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

提升我们创新水平和能力。希望药物所能

在过去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能够为国家新药

研发再上一个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会长宋瑞霖：
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重大专项中的

巨大成就。近 8 年研发的 1.1 类新药，是新

中国成立 50 年间的 4.2 倍，这个成就了不

得！

我们也走访了几个大平台，深深感受

到，中国不是多了几个品种，而是整个能力

的提升。药物所大平台品种项目的布局非

常好，我们希望看到，每年都有新的重磅炸

弹式药物出现。

光靠重大专项、光靠财政这点钱也还不

行。我们要开一个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

会，这个大会中国证监会已经批准，由证券

业协会和我们共同举办。他们批准了一个

私募的融资平台，是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唯一

一家。这个平台上大概有几千家投资公司

和投行，天天在关注着他们。社会各界都要

为医药创新出点力，我们药促会要做这个

事。

国家药监局原注册司司长张世臣：
人工麝香首先应该考虑它的意义。不

单纯是弄一个麝香，一年几亿元的收入。中

药有一些贵重药，在中药运用当中是王冠上

的明珠，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麝香。这不是

一个产业、一个品种的问题，而是中医药事

业发展的问题。中医三宝都是特效药、抢救

药，都用麝香，很多有独特疗效的药都用麝

香。如果把麝香去掉，那中医临床使用还有

什么特效药呢？

所以，麝、牛、熊、虎中药应用问题应该

首先解决。现在麝香已经实现了。中医的

临床疗效，要体现在药上。其他几类也要陆

续解决。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投入人力物力

研究，就是要可持续发展。我们中医药要不

断为中华民族服务，甚至为世界服务。人工

麝香科研是一个成功的模式，这个模式在国

内是最成功的典范。

国家药监局原人教司司长李军：
人工麝香是医药界重大科研成果。天

然麝香在中医药目录中，是不可或缺的一

种药材，这个药材如果没有了，是中药产业

的重大缺陷。所以人工麝香科研成果成功

产业化，保证了名优中成药生产，这个意义

非常大。上世纪后半叶，据猎人们讲，取 1

个麝香，得捕杀 3 头麝。因为有公麝、母

麝、幼麝。没有人工麝香的话，麝香资源就

绝了。

今天听了药物所关于濒危动物药材的

科研发展规划，感到非常必要。中医药事业

的发展，光靠野生不行，必须科学解决它的

药材供应问题。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所长庾
石山：

我们国家有一部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明年 1 月 1 日实施。据国家林业局介绍，下

一步将对野生动物保护进行调整，把极度濒

危、原来等级比较低的物种保护等级调高。

所以濒危资源保护，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国家的要求，对用量大

的、极度急需的中药材进行替代科研攻关，

期望能够有所突破。要依照使用的重要程

度，一个一个攻关，研制出代用品，保护这些

濒危资源，为国家中医药的传承做出我们应

有的贡献。

人工麝香：让自然美人间香
——“人工麝香及濒危动物药材资源研讨会”部分发言摘录

本报记者 唐先武 张 强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人工麝香研制及其产业

化成果”，荣获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0月

28 日，这项成果又被评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 60 周年十

大科技成就之一。

麝香系鹿科动物林麝脐下腺分泌物，属珍稀中药材，

具开窍醒神、活血通络、消肿止痛的功效，用于治疗常见

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症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国家药监

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正在生产销售的以麝香为关

键原料的中成药有 431 种。而麝香配伍的中成药处方占

《全国中成药处方集》11%以上。目前麝香年需求量在 15

吨以上。我国仅存雄麝 5 万头左右，即使全部捕杀，仅得

麝香 0.5吨，因此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同时，因长期猎麝取

香，麝资源严重破坏，我国已于 2003年将麝列为一级保护

动物，严禁猎杀。

麝香药源紧缺，伪劣掺假品充斥市场，严重影响中成

药质量和用药安全。国家领导人极为重视，曾指示一定要

解决麝香代用品问题。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卫生部药政

局和中国药材公司为解决天然麝香的药源问题，先后组织

开展了野麝家养以及其它产香动物驯化饲养等研究，年产

麝香仅几千克，远不能满足用药的需求。

1975 年，卫生部和中国药材公司委托中国医学科

学院药物研究所牵头，组织了由山东济南中药厂和上

海市中药研究所参加的联合攻关协作组，在国家科委

“六五”攻关等项目的资助下，展开了系统的人工麝香

研究。

经过多年努力，该项目采用现代分析技术，首次系

统地阐明了天然麝香的主要化学成分，分离出六大类、

100 多种化合物并表征了结构；建立了反映神经内分泌、

心脑血管、抗炎、免疫等 16 种动物模型和 29 种指标的现

代药理学方法，首次表达了天然麝香的功效，填补了天

然麝香功效现代药理学资料空白，解决了人工麝香评价

难题；发现了天然麝香中大分子多肽类主要药效物质及

其代用品，解决了人工麝香研制面临的最大难点；项目

基于“化学成分类同性、生物活性一致性、理化性质近似

性、安全、低毒性”的仿生学思路，创新提出人工麝香组

方策略，经临床前及临床试验，成功研制出与天然麝香

功效与安全性相近的人工麝香，获国家 I 类新药证书；攻

克了影响产品生产系列技术难关，确定了关键工艺条件

和技术参数，创新性地建立了产业化核心技术，成功实

现规模化生产。

1994 年，“人工麝香”获国家一类新药证书，后在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及相关科研团队的

指导下，北京联馨药业有限公司解决了工业化大生产的一

系列难题，成功实现了产业化。

研究人员的努力从根本上解决了麝香长期供应不足的

历史性难题，保证了含麝香中成药品种正常生产，满足了国

家重大需求。目前，人工麝香市场占有率99%以上，累计销

售超过 90吨，相当于少猎杀了 2600多万头野生麝；年用药

病患者超1亿人次，降低费用30%—50%，惠及民生。

为了总结借鉴人工麝香研制成功的经验，深入探索中

药创新品种研发的新模式，特别是濒危药材代用品研制的

新模式，10月 20日，人工麝香及濒危动物药材资源研讨会

在京召开。会议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所长庾

石山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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