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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药学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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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中药学蕴含丰富的历史渊源，覆盖了众多的医学知识。发扬光大中药学，让

更多的人了解认识中药、了解中药，可以发挥中药发展的积极效用，用中药学知识造福人类，解决医学疑难杂症，为

人类健康服务。然而，在中药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影响中医药学持久稳定的发展。本文简要分

析了中药学发展的意义及作用，分析了目前存在的弊端及相应的治理对策，为中药学发展壮大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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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中药学是一门内涵

丰富、意义深厚的学科。中药学学科建设是我国中药学

发展的重要环节，是推动中医药发扬光大的重要纽带[1]。

重点关注中药学学科建设，完善中药学学科研究对象，

健全中药科学评价体系，形成统一健全的人才学习机

制，是中药健康发展的重要要点。鉴于此，需要高度重

视中药学科发展，分析中药学学科建设的问题，探究中

药学发展的策略。*
1��中药学的发展分析

中药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悠久的过程，包含了深厚

历史与文化，储备了丰富的医学知识[2]。中药发展史从

秦汉起源，《神农本草经》是现有最早的药学专著，记

录了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开启了人们了解认识草药的启

程，打开了人们了解中药学的大门，初步奠定了药学理

论的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草药学又得到了

进一步的发展，《本草经集注》的撰写分门别类的把多

种日常常见药物划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蔬、米

食等等，让人们对草药有更深的了解，从而更好的区分

草药的种类，拓宽了人们对草药的认识，加深了人们对

草药的了解。人们据此可以按照草药的用途，针对性的

应用到不同的地方，诊治不同的病症。《本草经集注》

确立了本草研究的基本格式，为以后的医学人才研究草

药提供了研究的范本。到了隋唐时期，人们对草药有了

更深的了解研究。《新修本草》的出世，增设了中药的

图片，开创了中药知识与图片的先例，推动了中药学的

发展，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本官修本草[3]。宋、金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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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药学的发展得到了更近一步的发展。《经史证类

备急本草》记载了草药的药方，给予医生治疗患者的配

方，提供了医生治疗借鉴的机会，极大的发挥了草药的

医学价值，极具文献价值。而到了明代，李时珍的《本

草纲目》极大的拓宽了人们对草药的了解，拓宽了草药

的认识，集成了16世纪之前药学最大成就，誉为中药学
的百科全书。清朝时期的《本草纲目拾遗》，则对《本

草纲目》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和更正，补充了草药的知

识内容，延展了草药的范围，完善了《本草纲目》，加

快了中药学的发展[4]。

2��中医药发展的意义

中医学内涵丰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珍宝。而

中药学是其中更为珍贵的文化。中药学的发展历史悠

久，几乎贯穿了人类发展的全过程。现如今，随着人们

对中药学认识的加深，中药学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医学

改革更加推动了中药学的发展，挖掘了中药学对经济社

会文化方方面面的隐形价值。发扬光大中药学的价值，

已成为当下医学发展的重中之重。

中药学是中国独有的药学文化，蕴含了中国传统药

学知识。中药学的发展，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大自然的了

解，体现了人们对草药不断探索的发展历程，还彰显了

人们宝贵的智慧，闪耀着中国人民知识的光芒[5]。具体来

说，中药学发展对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卫生研究方面，中药学的发展，让人们了解了医

学治病的途径，认识了自然界各类药物的医学价值，有

助于人们有效预防疾病，及时的控制疾病的发展，引导

人们学会从身边的自然界入手，治疗日常疾病。草药凭

借其简便灵活的治疗方式，吸引了大量的人们选用，加

深了人们的信赖。草药在构建世界卫生健康共同体中，

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6]。尤其在疫情期间，草药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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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刷新了人们对中药的认识，控制了

疫情的大范围传播范围，挽救了无数的生命，提高了药

学的世界认同感[7]。

在经济研究方面，中药学产业的发展同样具有巨大

的潜力[8]。中药学不仅可以治疗诊治病患，还可以跨界融

合，与多种业态融合，形成“中药+养老”、“中药+食
品”、“中药+旅游”等多种产业，发挥中药学的经济价
值，彰显中药学的精神价值，为社会提供多样的经济产

品和精神产品。中药学的发展，还带给了乡村振兴新的

发展路径，指明了乡村发展的新方向，发展医疗保健产

业，赋予药学全新的时代价值，增加药学的经济收入[9]。

在科技研究方面，中药学提供了不少的借鉴参考作

用[10]。中药学不仅仅是简单的中草药，而是包含了丰厚

的医学价值，浓缩了深厚的医学知识。中药学的独创思

维，给西医治疗提供了不少的借鉴方向，指明了新颖的

医学诊断路径。中西医的融合，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医学

的认识，还拓宽了人们治疗疾病的机会，有助于建立协

同高效的医学治疗体系。

在文化价值方面，中药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医学历

史的进步发展，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中药学

的发展，积淀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药学的历史研究，

是无数中国人对药学的研究探索。发扬中药学历史，突

出中药学文化，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加强中国人对自己

药学的认可，凝聚文化共识，扩大人们对药学的研究，给

予药学新的时代价值，让药学走出国门，走出世界，让更

多有兴趣的人一同书写优秀的中药学文化篇章。

3��中医药发展的现状

3.1  野生资源保护不足
中医学的发展，深深依赖于大自然，根植于自然界

的花草动物资源。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对

药学知识的不重视、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乱用中草药等

原因，野生资源保护存在严重的保护不足问题。这样会

缩小中医学的研究范围，扼杀了药学的研究种类，严重

影响中药学的发展，难以推动中药学的健康发展。

3.2  评价体系不够健全
中医学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全面的过程。然而，现有

的中医学评价体系不够健全，缺乏统一规范的评价标

准。通过调研可以发现，中医的诊断方式主要是依据医

师的储备知识，主观的评判诊断情况，没有配备专业的

检测仪器，缺少科学的仪器设备，没有具体的疗效治疗

标准，这样就会加大医师诊断的风险，增加医师治疗的

难度，更加影响了中药学的发展。

3.3  中草药种植欠缺保障

中医学的发展，不仅需要依赖于野生花草虫木资

源，还需要大规模的种植中草药，保证中草药的数量，

确保中草药的种植质量。然而，在现有中医药的发展

过程中，中草药的种植往往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保障措

施。另外，中草药的种植补贴、保险等方面落后于其他

种植业，这也加剧了中医药发展的难题。

3.4  欠缺专业医药人才
中药学的发展需要配备专业的人才。然而，在中药

的发展过程中，受待遇差、学习时间长、不受重视、地

位差等因素，专攻中药学的人才往往比较少，或者难以

坚持下来，这样就会大大的缩减医药人才范围，减少医

药人才数量，难以保证中医学的健康发展。此外，在就

医过程中，可以发现医学人才质量参差不齐也是制约中

医药发展的重要因素。

4��中医药发展的建议

4.1  加强野生资源保护
野生资源的储备量，直接影响着中医药的研究和发

展。因此，在日常的医学研究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野

生资源的保护，关注野生资源保护事项，提高人们对野

生资源的认识。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对中医药的关注，划

定野生资源保护范围，设置野生资源保护法律，明确规

定野生资源保护的惩处措施，严格按照惩罚措施，对不服

从管理者给予严厉的处罚，由此加大野生资源储备量，增

加中医药的研究范围，保证中医药的健康长久发展。

中医药也可以通过宣传的方式，运用多种方式，花

式宣传野生资源对中医药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张贴宣传

趣味海报、设计趣味视频，增加民众对野生资源的保

护，调动民众对中医药的宣传普及作用，发挥民众的积

极响应作用。

4.2  合理完善评价体系
完善有效的评价体系是保证中药学学科的健康发展

的重要保证。在中医药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中

医药评价体系，增强中医药的评价质量，让药师有依

据可以评价的医学内容，治疗隐患，科学有效的做出判

断，让中医的诊治有有效的依据。另外，中药的评价体

系，还可以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作用，配备现

代科学检验检测仪器设备（如LC-MS等），辅助中药的
开发，同时，借助中医院的成熟的评价体系，实现从名

医经方、验方到中成药的转化、利用。

4.3  强化中草药种植保障
中草药的种植是中医药发展的关键。中医需要按照

草药的种植情况，合理的研究中药的治疗配方，确定中

药的药性特点，制定医疗治疗方案；同时，中药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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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好坏对于中成药的质量、疗效影响也至关重要。鉴于

此，可以发挥道地药材优势，建立中药GAP基地。通
过增加中草药的种植补贴，加大对中草药种植的经济支

持，减少中草药的非必要损耗，保证中草药种植面积，

增加草药的种植数量，保证中草药的质量稳定、均一。

另外，还需要加大保险公司开展中草药种植保险业务，

建立中草药种植补贴机制，给予中草药的种植补贴，鼓

励规模化种植，实现品牌化草药种植，让种植户种植草

药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放心的种植草药。

4.4  培养专业医药人才
专业的医药人才是保证中医药健康发展的关键。因

此，需要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建立高效机制的人才培

养机制，给予人才培养待遇补贴，提高人们对中医药

的认识，增强人们对中医药的了解程度，提高人们对中

医医生、药师的认同感。在中医药人才培养过程中，可

以应用“传帮带”、“医药结合”等教学方式，让学生

实地调研，了解走访中药药材基地，观察、认识、品尝

中药的药性，了解感悟到中药学的魅力，喜欢参与到中

药学的学习过程，培养中药专业人才。另外，社会也需

要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创设中药热爱的社会氛围，让

更多喜爱中医中药人参与到中学习过程中，主动进阶为

专业药师。中医诊所、院校也需要高度重视中医药学的

专业性培养，开设药师培训计划，引导积极主动的参与

药师培训课程，让药师不断储备专业知识，提高专业素

质，更好的服务病患，帮助患者尽快的摆脱痛苦。

结语

中医药是中国宝贵的物质文化资源，是珍贵的文化

宝藏。而中药学是中医学的璀璨宝藏，承载了中药发展

的风风雨雨，积累了深厚的中药文化，极具探索价值。

我国中药学学科是中医发展的重要课程，承担了中医学

发展的重要资源，承载了中药学的传播功能。鉴于此，

中医药学科需要高度重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重点

保护野生资源保护，建立合理高效的评价体系，实现

“互联网+”的评判模式，强化中药学的种植，扩大中药
的种植范围，培养专业的药学人才，提高中医药人才队

伍的专业素质，不断的推动中医药学的发展，加快中药

学的传播，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医药，了解到中医药魅

力，进而热爱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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