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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

纲要（2016 年—2030 年）》，明确未来 15 年我国中医

药事业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提出了加快中医药

国际化进程，争取在中医药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方面

取得突破。

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

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如何让

中药插上科技的翅膀走向世界，怎样在中药走向世界

的同时将中药产业做大做强？天士力以复方丹参滴

丸通过 FDA 为突破口，已经完成了三期临床的所有

试验，有望成为复方中药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的破

冰者。通过天士力中药国际化的实践，我们看一看中

药国际化究竟带来了什么？中药国际化的路径在哪

里？中药走向世界还有哪些路要走？

三条路径走向世界

中药国际化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从提出到实施

已经经历了 20 多个年头，天士力作为中药国际化的

先行者和探索者，从 1996 年开始，就以现代中药复方

丹参滴丸申报美国 FDA，启动了中药国际化之路。

“走出去：走出国门；走上去：走上高端；走进去：

走进世界”，这代表一种精神，也是天士力确定的中药

国际化“三步走”战略。在这一战略下目前他们正在

全力打造处方药、植物药、食品补充剂保健品三类市

场联动的国际化格局。天士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闫希军告诉记者：让中药“走出去”，直面国外消费者

的过程，是中药走向国际的第一步，其意义在于体现

中药企业的一种创新精神，是一种探索、一种突破。

目前天士力在应用传统药物比较广泛的东亚、东南亚

地区，以及医药资源紧张的非洲地区，以传统药物、保

健品、饮食补充剂等形式，利用分销、直销、体验营销、

服务营销等多种手段，使中药走近国外消费者，让他

们认识中药，体验中药，认可中药，接受中药。让中药

“走进去”，进入发达国家主流医药市场的注册和研究

体系，是技术、标准、监管的融入和接轨的过程。天士

力几年前在以美国为核心的多个临床研究中心完成

了复方丹参滴丸 FDA 二期临床研究与试验，用现代

科学体系，经过临床研究与验证以及严格审批流程，

证明了中药安全有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经美

国 FDA 批准进行的天士力复方丹参滴丸三期临床试

验，目前已在 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7 个临床研究中心

结束，正在进入统计汇总阶段。一旦通过将成为全球

首个通过 FDA 认证的复方中药。丹参胶囊在今年 1

月顺利获得欧盟植物药品注册批件，成功以药品身份

进入欧洲市场，成为由药审批准的第二例非欧盟草

药。让中药“走上去”，就是经过“走上去”的过程，使

中药成为国际临床一线用药，成为医生和患者都能接

受和使用的药物，能够被医保机构接纳，进入医疗保

险用药目录体系。从天士力的实践看，“走上去”的过

程，实际是现代中药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过程，是全

产业链先进制造水平提升的过程，也是企业管理水平

提高和突破的过程。它不仅对中药产业的转型升级

起着引领作用，而且对中医药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也

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天士力的实践看：中药国际化是一个过程，也

是一个系统的突破，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根据国

际不同市场需求，分类突破，分类覆盖，分类普及；在

不同类别当中，还要找到定位，找到路径，找到突破

口，创造不同企业在国际化之路上的定位和角色。

国际化推动中药产业革命

追溯天士力的发展可以发现：天士力既是中药国

际化的先行者，又是中药国际化的获益者。在推进中

药国际化的过程中，天士力坚持“走上去”的方针，从

一剂中药——复方丹参滴丸入手，在不断与国际最严

格的药品标准对标中，对传统中药进行了一次脱胎换

骨的革命。他们运用现代科技实现了中药生产数字

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用科学的数据和理论将

过去“膏丹丸散，神仙难辨”的中药说清楚、弄明白。

在中药发展史上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开发了世界上第

一台自动化智能化滴丸设备；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符合

国际标准的中药材种植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药

源基地，并第一个通过了国家 GAP 认证；在世界上第

一个提出中药提取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EP）概念；在

国内首创中药多元指纹图谱质量控制方法；在国内建

起了第一个数字化组分中药库。在创造一个个国内

外第一的同时，天士力也构筑起自己的技术创新体

系，聚集了一批人才，建起了一支队伍，其国际化主打

产品——复方丹参滴丸的销量也从年销售几亿元到

了如今的近 40 亿元，成为了复方中成药销量最好的

产品。

闫希军说：中药国际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会出现碰撞，通过碰撞可以找出自己的问题，阐述

中药的奥秘，进而达到统一。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解

决问题，特别是要攻克现代中药的许多关键技术问

题，为此必须依靠科技，不断创新，彻底摒弃传统中药

的落后生产工具和方式。这个过程虽然艰辛，但它却

使我们产品和工艺不断升级，努力使中药真正屹立在

世界大药之林。

天士力的实践告诉人们：中药国际化要走上去，

让中药真正走进国际医药主流市场。这个过程虽然

艰辛，但它可以引领中药产业全面升级，进而使中药

真正成为世界级大药。

中药国际化任重而道远

天士力复方丹参滴丸从申报到完成三期全部试

验经历了十多年的漫长过程，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他

们从药材选育、种植，到生产设备工艺，再到剂型、包

装等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与突破，形成了一整套与国际

接轨的标准和检测方法，为中药走向世界探了路，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中药国际化的探路者，闫希军

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库，中医药产业是我国拥

有资源优势和知识优势的传统产业。如何将资源优

势和知识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就需要依靠科技走

中药国际化道路，走这条路不是目的，是个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西方传播中医药文化，

用我们过硬的产品告诉他们中药的有效性和巨大作

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企业可以实现产业的升级转

型。经过这一过程，可以形成一套创新体系、聚集一

支人才团队，实现中药成为世界大药的梦想。

一花独秀不是春，万花齐放春满园。中药走向世

界不是哪一家企业的事，必须上下联动，多层次展

开。它需要从法律体系、管理规则以及人们的观念上

有所改变，上下形成合力，这样才能真正在国际市场

上形成强大的优势。它需要依靠科技突破一些关键

技术，建立起国际接轨的标准体系。中医药走向世

界，不仅是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而且还是传播中医

药文化的过程，通过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可以让世界

更了解中国，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

作为探路者，天士力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探索

出一条中药国际化道路。目前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指导下，依托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他们与

12 家企业、6 家科研院所联合组建了中医药世界联

盟，已有 7 家单位 8 个产品依托联盟的力量进入国际

研究与申报，形成了中药国际化的集团军。

中药走向世界，走进国际主流医药市场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许多基础性工作要做，可喜的是国务院颁布

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年—2030 年)》，从

国家的层面做了安排和部署。当前重要的是从上到下

形成共识，从最基础的药材资源标准化做起，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按照国际化的要求将我们的中药产品质

量搞上去，进而实现中药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中药走向世界，路在何方？
——天士力中药国际化实践的启示

□ 本报记者 冯国梧

科技日报讯 （记者冯国梧）3 月 9 日在天津梅江

会展中心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天津）国际装备制造

业博览会上，深圳市镭神智能公司的激光雷达系统引

来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一个小小的雷达激光装置装

在了一个机器人，犹如给机器人安上了一双“慧眼”，

即有了导航、定位、避障等功能。

镭神智能是一家面向全球提供激光雷达、激光传感

及机器人解决方案的高新科技企业，目前已经研发了一

系列的不同原理、不同性能、不同用途的激光雷达。他

们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独创性技术的高可靠性、超长寿命

非旋转扫描360°测距激光雷达，具有全球领先的系统

设计和优异的性价比，非常适用于高可靠性、长寿命的

工业自动搬运机器人(AGV)，也是扫地机器人、服务机器

人、安保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船、封闭式工业园区自助

驾驶车导航、定位、避障更好的选择。目前这款产品正

逐步取代德国、日本等市场上出现的激光雷达产品。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没有定位功能的机器

人，就像没有任何感知功能的人类。比如目前机器人

市场上最为流行的扫地机器人，大多无法避免碰壁，

对于家里的清扫覆盖面积也无法评估保证。其原因

是看不见，无法自由行走。镭神智能有效解决了机器

人“看不见”的问题。通过激光雷达技术，通过不断完

善机器人定位、导航、避障等功能，让机器人从以往的

“随机行走”变为“自由行走”。

镭神智能：让机器人“耳聪目明”身手好

科技日报讯 （记 者 吴长
锋）3 月 8 日，安徽召开全省科

技工作会议暨科技系统党风廉

政工作会议提出：“十三五”期

间 ，安 徽 将 推 进 实 施“ 五 项 工

程 ”，率 先 在 全 国 建 成 充 满 活

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创新

型省份。

“十三五”期间，安徽省将力

争 R&D 投 入 占 GDP 比 例 达

2.3%，培养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

团队总数达 500 家，规模以上工

业 企 业 建 立 研 发 机 构 比 例 达

40%；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 10 件，PCT 专利年申请量达

300 件，技术市场合同年交易额

达 300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达 5000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达 50%。

为此，安徽将重点推进实

施“五项工程”，即实施创新改

革示范工程。力争到 2020 年，

把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打造成为我国体制机制创新先

行区、产业创新升级引领区、科

技成果转化先导区、大众创新

创业生态区。实施区域协同创

新工程。力争到 2020 年，申报

建设 4 个以上国家创新型试点

城市，开展 6 个以上省级创新

型城市建设试点，创建 4 个以

上国家高新区，国家级创新平

台达到 160 家，科技型企业在沪

深 交 易 所 公 开 上 市 150 家 以

上 ，在 新 三 板 挂 牌 500 家 以

上 。 实 施 产 业 创 新 升 级 工

程 。 到 2020 年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比重达到 50%。实施创新开放

合 作 工 程 。 深 化 区 域 创 新 合

作交流、推动安徽成为长江经

济 带 重 要 增 长 极 。 实 施 科 技

成果转化工程。到 2020 年，建

设众创空间总数达到 300 家，

基本形成载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资源开放化的

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安徽省科技厅长兰玉杰表示，科技创新作为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要在“去、降、补”上下

大力气。“去”就是加速高端产品开发，淘汰落后产

能。“降”就是进一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风险，调动

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创造的积极性。“补”就是着力补上

创新能力不强、有效成果供给不足的短板，不断提高

科技创新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安
徽
：
实
施
﹃
五
项
工
程
﹄
建
设
创
新
型
省
份

白森祥：减盐事关国民健康

中盐榆林盐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白森祥

在盐行业摸爬滚打了近 20 个春秋，与“盐”结下了不

解之缘。然而，他近年来呼吁最多的是：让国人少吃

盐，吃好盐。他说，我国居民慢性疾病呈急剧上升趋

势，与超量吃盐有密切关系。

近期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

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中显示，2012 年

我国居民平均每天烹调用盐 10.5克，是中国营养学会

每天 6 克烹调用盐推荐量的 1.75 倍。2012 年全国 18

岁以上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 25.2%，糖尿病患者达

到 9.7%，均比 2002 年上升。我国的用盐量居世界之

首，我国居民长期形成的高盐饮食习惯，已经成为引

发各种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称，钠元素水平过高的人会面临高

血压的风险，从而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我国

居民食盐摄入处于长期明显超标状态，这对于国人的

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被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白森祥领导企业

开始了新产品的研发和全民减盐的宣传，创新地提出

了“植物型功能性食用盐”新概念，并领导研发推出了

一批具有专利技术的植物型系列食用盐，填补了国内

外盐行业在此领域的空白。他说，他一定要引领一场

食盐革命，改变国人长期形成的高盐饮食习惯，用锐

意创新托起国人的“健康梦”。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关注减盐与健康

据大众网、中经网报道，去年 3 月 2 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前夕，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保龄宝企业董事长刘宗利在接受大众网采访时，

呼吁减少食盐摄入，发挥食盐的营养载体作用。

刘宗利说，健康是民生之本，也是党和政府高度

关注和重点强化的领域。

现代医学证实，很多现代慢性病都与用盐过多有

正相关关系。刘宗利指出，近年来，儿童患高血压的

情况越来越多，除与肥胖有关外，在婴儿时期吃盐过

多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今年两会前夕，笔者与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安徽省原政协副主席李卫华谈到食盐与健康时，他

说，盐吃多了必然会影响人的健康，应当认识到吃盐

多的坏处，尽量做到少吃盐，可以在报纸上呼吁人们

减少食盐摄入。3 月 8 日，笔者与第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蒋秋霞谈到减盐与国民健康时，她说，超量食盐

影响公众的身体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

事，应当提倡减盐，全国政协台联组提出一个让公众

都能少吃盐而更健康的提案。

人大代表建议
公众减盐加强低钠盐开发

谈到食盐与健康，刘宗利代表建议，要开发对人

体无害的咸味剂，与现有低钠盐配合使用，以满足不

同口味和健康的需求。同时可以衍生出无盐食品，为

特殊人群提供健康服务。

刘宗利还建议，应研究开发食用功能盐。将功能

性配料加入食盐，实现食盐功能化，推进公众营养改

善行动，与前期开展的食盐加碘、酱油加铁等健康工

程互为补充，必将在公众健康改善中发挥巨大作用。

而白森祥也针对我国居民在食盐方面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 5点建议：一要加大科学用盐的宣传力度，

增强国人少吃盐、吃好盐的意识；二是通过政府政策干

预措施，降低国人钠的摄入量；三是积极推行低钠盐；

四是开发功能性食盐；五是在缺硒地区推广富硒碘盐。

中盐榆林公司
我国盐业科技开发的典型

白森祥说：“近年来，我们与国内各大有关科研院

所合作，每年投入约 1000 多万元的研发经费，开始了

新产品的研发工作。”

中盐榆林的研发方向是充分发挥食盐的营养载

体作用，既要用植物型功能性的盐产品减少钠的摄入

量，降低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又要补充人体所需要的

微量元素，调节人体机能。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年来，中盐榆林取得实用型

专利 16 项，受理实用型专利 26 项，受理发明专利 20

项。先后研发推出对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有益的沙棘

碘盐、枸杞碘盐、红枣碘盐、氨基酸碘盐、氨基酸低钠

盐、玉米肽碘盐、玉米肽低钠盐、乳酸菌腌菜盐、植物纤

维盐、富硒碘盐、果蔬洗涤盐等十几种植物健康型盐产

品，在盐行业率先走出一条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之路。

2013年 11月，中盐榆林获得陕西省“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2015 年获得中盐总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

此前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榆林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2016年 1月还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等授予“2015年度中国食品行业杰出贡献奖”。

优秀企业家 心系国民大健康

白森祥是名副其实的陕北盐田开发第一人。上

世纪 90 年代末，他放弃了自己承包的蒸蒸日上的水

泥厂，主动请缨担任了榆林 8万吨真空制盐项目筹建

处主任。从此，他踏上了榆林盐田开发的新征程，迈

上了另一段极具挑战性的不同寻常的人生旅途。从

跑项目到筹建，从年生产能力 8 万吨到 20 万吨再到

140 万吨。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打拼，中盐榆林一跃成

为国内最具竞争实力的制盐企业。

在谈到企业未来发展时，白森祥道出了他的心里

话：就是在做强做大做优企业的同时，想用食盐做载

体保驾人民的健康，为全国人民提供健康的食用盐，

从而引领整个盐行业的健康发展，引领一场食盐革

命，改变中国几千年的吃盐陋习。

白森祥先后获得“榆林地区首届优秀企业家”“榆林

市劳动模范”“中国精英杰出贡献奖”等荣誉。2016年1

月，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食品综合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等主办的“首届中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上，白森祥又

被授予“2015中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优秀企业家”称号。

在与盐为伴的岁月里，白森祥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带领企业、员工为广大群众创造“美味”生活。

国内外罕见的岩盐精品矿藏

榆林是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被美誉为“中国的科威特”。全市已发现8大类48种矿

产，潜在价值超过46万亿元人民币，特别是煤、气、油、盐

资源富集一地，组合配置好，国内外罕见，开发潜力巨

大。榆林的岩盐资源极为丰富，榆林奥陶纪巨型盐田，

形成距今约5亿年，具有“岩盐储量大、潜在价值多、矿藏

品位高、区位生得好、竞争优势强”五大特点。

经地质勘探，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定中心

认定：探明储量 8854.55 亿吨，远景储量 6 万亿吨。盐

矿面积达 2.5 万平方公里，埋藏深度 2800 米以下，盐

层平均厚度 120米以上，氯化钠含量平均 95%以上，是

国内外罕见的岩盐精品矿藏，潜在价值 33.2万亿元。

盐分为海盐、湖盐和井矿盐 3种，科学家发现，污

染使海盐中含塑料颗粒，海盐、湖盐会含有重金属。而

榆林井矿盐在检验报告重金属一栏中显示“未检出”。

高品质的盐矿铸就高品质的产品。中盐榆林生产

的食用盐，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并出口中国香港地区

和蒙古国。

植物型功能性盐 健康用盐新潮流

中盐榆林创新研发的植物型功能性食用盐，是以地

表2800米以下奥陶纪（距今5亿年）的天然岩盐为原料，

采用先进的真空制盐工艺，经科学配方添加采用专利技

术从沙棘、枸杞、红枣以及各种果蔬中获取的人体需要

的多种营养素精制而成，是新一代绿色、健康食盐产品。

氨基酸碘盐和氨基酸低钠盐是采用现代生物科技,

通过梯度超临界萃取技术对多种天然果蔬中的氨基酸

和多肽等成分进行特异性高效提取,再以精制食盐为主

要原料精加工而成，与传统食盐相比，其钠含量可降低

10%—40%，而又有与氯化钠相当的咸味，因此满足了人

们的咸味需求，又补充了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特别适用

于不能大量摄入钾离子的心脑血管慢性病患者食用。

开发富硒碘盐和腌菜盐
满足健康新要求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营养元素，有抗氧化、抗癌

的作用和提高免疫能力、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功效。

但是，我国约有 2/3 的地区属国际公认的缺硒地区，

在食盐中加硒可以发挥硒的保健功效，中盐榆林通过

高科技手段，研发了以富硒蛋白为载体的有机富硒碘

盐，满足了消费者补硒的需要。

我国南北各地均有腌（泡）菜的传统，但是在腌

（泡）过程中，普通食用盐会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

是致癌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很大。中盐榆林研发推出

的一种乳酸菌腌（泡）菜盐，能有效抑制亚硝酸盐的生

成，既能满足我国居民的传统饮食习惯，又可避免长

期食用腌（泡）菜的致癌风险。

丰硕成果 高度评价

中盐榆林在新产品创新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在

2015年 8月 28日中国营养学会举办的首届“食盐与健

康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国家

食药监总局、国家风评中心、中国营养学会、首都医科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协和医院、西苑

医院、营养与健康所等单位的 20多名专家学者，对中

盐榆林创新研发的植物型功能性系列盐产品给予高

度评价，认为中盐榆林在食盐产品研发方面走在了全

国制盐企业的前列，发挥了示范和引领作用，认为植

物型功能性盐产品，将成为健康用盐新潮流。

进军日化 推出果蔬洗涤盐

日用洗涤剂的主要成分是合成表面活性剂，可引起

化学性眼结膜炎、红肿、疼痛、流泪等症状。如果误服可

引起消化道及黏膜刺激症状、恶心、呕吐等后果。因此

消费者对合成化学洗涤剂的安全产生了普遍的忧虑。

中盐榆林创新研发出植物果蔬洗涤盐，采用茶皂素、

皂荚粉等天然表面活性成分，这些成分为天然成分，安全

性好，可以彻底去除合成表面活性剂的影响，适合清洗水

果、蔬菜等直接入口的食品，是家庭厨房理想的洗涤用盐。

白森祥领导下的中盐榆林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为我们开发出了减盐又营养的新产品，并

呼吁国人科学食盐，共享健康，他们的努力让国人在

追寻“中国梦”的路上，实现“健康梦”。

中盐榆林：研发植物功能盐 助力全民健康梦
——倡导“少吃盐，吃好盐”

□ 何建昆 杜侨雪

中盐榆林盐化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森祥在中盐榆林盐化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森祥在““食盐与健康学术研讨会食盐与健康学术研讨会””上演讲上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