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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类型 理工农医

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

申请书

（2023 年度）

团 队 名 称：西北特色中药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与应

用创新团队

团队带头人：赵欣

所 在 学 校：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联 系 电 话：18629507165

申 报 日 期：

陕西省教育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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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及要求

一、编写前请仔细阅读《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管理办

法》和申报通知。

二、编写应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内容翔实、文字精炼。

三、团队类型：理工农医和哲学社科两类，选填其中之

一。

四、团队名称以“研究方向或领域+创新团队”命名。

五、专业技术职称，如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

员等。

六、所在研究平台，如依托多个平台，填较高级别的 1

或 2 个平台名称。

七、所在具体单位，指具体的院（系）、所、实验室、

中心等。

八、本申请书请登录“陕西教育科研综合管理系统”在

线填写。申请书及附件材料填写后由系统自动生成。申请书

与附件一同胶装成册（封面用白色铜版纸），合计不得超过

80页。



3

一、创新团队简况

名称 西北特色中药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创新团队

涉及
学科

中医学与中药学,生物学,化学

涉及
专业

中药学

所在研
究平台

陕西省中药绿色制造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陕
西省生物医药创新制药技术研究院士专家工
作站;

平台级别 省部级;省部级;

人员

情况

总人数 核心成员数 平均年龄 35 岁以下人数

16 10 34.94 10

人员

结构

正高 副高 中级 其他 博士 硕士

1 7 6 2 2 12

团

队

带

头

人

姓名 赵欣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5-08-05

专业技术职
称 副教授 学位 硕士 授予学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所在具体单
位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行政职务 邮箱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 18629507165

团

队

构

成

情

况

核

心

成

员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专业技术职位 学位 单位 签字

宿树兰
1974-09-

26
女 研究员 博士

陕西国际商

贸学院

郭盛
1977-09-

16
男 副研究员 博士

陕西国际商

贸学院

常晖
1990-06-

21
男 主管药师 硕士

陕西步长制

药有限公司

杨祎辰
1990-10-

26
男 主管药师 硕士

陕西步长制

药有限公司

党艳妮
1988-02-

16
女 副主任药师 学士

陕西步长制

药有限公司

王晓梅
1983-08-

15
女 副主任药师 硕士

陕西步长制

药有限公司

党小琳
1988-07-

23
女 讲师 硕士

陕西国际商

贸学院

韩晓娟
1987-08-

26
女 副教授 硕士

陕西国际商

贸学院

王二欢
1990-03-

13
男 主管药师 硕士

陕西步长制

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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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琪
1989-04-

30
男 讲师 硕士

陕西国际商

贸学院

其

他

成

员

王珊
1987-01-

03
女 副教授 硕士

陕西国际商

贸学院

靳鹏博
1992-11-

06
男 主管药师 硕士

陕西步长制

药有限公司

问娟娟
1987-02-

28
女 副教授 硕士

陕西国际商

贸学院

王继强
1993-07-

27
男 药师 学士

陕西步长制

药有限公司

李奔
1998-01-

01
男 其它 硕士

陕西国际商

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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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团队的基本情况

简述创新团队研究方向，团队自然形成背景和团队合作机制等。（限

800 字）

一、团队研究方向

1.西北特色中药种植、加工与炮制关键技术研究

基于中药种植技术不规范，加工炮制技术指标模糊等问题，本团队

针对西北特色中药的种植、加工与炮制关键技术进行研究，明确关键技

术指标。

2.西北特色中药质量评价体系提升

开展西北特色中药的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创建该类中药质量评价

新模式。

3.西北特色中药综合应用与再循环应用开发

以西北特色中药为切入点，进行综合应用与再循环研究，开发出新

的产品或新技术，为地方经济贡献力量。

二、团队形成背景

近些年来中医药行业得到大力发展，但同时中医药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仍然突出，中药材质量良莠不齐，中药种植、加工炮制、应用等

中药产业化关键环节技术参数模糊，界定不清等问题仍旧十分常见。在

这种背景下，2022 年，国务院发布《“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2023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两

个国家政策均明确要求围绕中药种植、生产、使用全过程，充分发挥科

技支撑引领作用，加快促进中药材种植业发展，大力推进中药材规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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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提升中药饮片和中成药质量，推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说明中药

材生产加工、质量提升与应用的关键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中医药发展的重

要方向和热点问题。

在此背景下，依托陕西国际商贸学院与学校的创建者、2022 年“中

国中药企业排行榜”前 10强的步长制药，成立了西北特色中药产业化关

键技术开发与应用创新团队。本团队以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段金廒教授

为技术总设计师，刘峰教授、马存德主任药师为技术顾问，赵欣副教授

为团队带头人，团队成员共 16人，副高以上职称 8 人，其中博士 2 人，

团队平均年龄 34岁。本团队长期从事中药种植与加工炮制、质量评价及

循环应用研究。

三、合作机制

团队实行课题组长负责制，根据研究方向的特点与目标进行项目分

工，产学研用相结合，成立课题实施小组，建立定期讨论交流制度。

三、创新团队带头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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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

简

历

简述大学以上学历、主要学术任职、主要科研工作经历。（限
300 字）

一、学历与学术任职
2022.09 至今，西北工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在读
2008.09–2011.07，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药用植物学，硕士
2004.09-2008.07，石河子大学，生物科学，学士
2011.09 至今，任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曾

任中药学教研室主任
任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导、西咸新区农业科技特派员
二、科研工作经历

曾于陕师大药用资源与天然药物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访问学习；后在西工大国防科工委空间生物实验模拟技术重点
学科实验室科研学习。主持省级课题 3 项，参与厅局级以上课题
10 余项，主编及参编专著 5 部，发表论文 30余篇，SCI 10 余篇。

主要

业绩

简述

包括近 5年主持或参加的省级以上重大科研项目、取得的标志

性成果以及获得奖励和荣誉称号等。（限 500 字）

主要从事中药材种植、炮制与质量评价关联研究，近年来先后

主持省级科研课题 3 项，参与厅局级以上科研课题 10余项，其中

省级以上重大科研项目 3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 余篇，申报专利 10 余项，其中授权 5 项，主编或参编著作 5

部。

主持并完成省级科研课题：“基于质-效一体化评控的中药黄

精现代炮制工艺及其关键参数研究”（2018SF-280），已结题；

陕西省高校科协青年人才托举项目“陕西道地药材黄精组培快繁

技术的研究（2019-2-10），已结题”

主持在研的省级科研课题：“基于‘质量常数-药效验证’的

五种陕产中药饮片等级评价研究（2022SF-448）”。

2020 年获得陕西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第一完

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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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团队核心成员简介

简述大学以上学历、主要研究方向、学术任职、主要科研工作经历、

主要成果及在团队中的作用等（不超过 8 人，按核心成员顺序排列）。（限

2000 字）

宿春兰，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药资源化学与资源循环利

用。针对我国中药资源生产与深加工过程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等

问题，创新丹参、五味子、地黄叶等非药用部位及副产物资源价值与开发

利用。曾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

中药协会中药资源循环利用专委会副秘书长。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290 余

篇，其中 SCI 收录 110 余篇。出版专著 7部。获授权发明专利 17项，PCT

专利 2 项；获科技奖励 6 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教育部自

然科学一等奖1项及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等以及获江苏省教学成果二

等奖 1 项。

郭盛，中药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药资源化学

与资源循环利用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子课题、教育部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基金等省部级以上项目 10

余项，参与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20余项。以第一/通讯作者在 Food Chem.、

J. Agric. Food Chem.等期刊发表论文 80余篇，其中 SCI 收录 36 余篇；

发表论文累计被引用 2300 余次，h-index 达 28。副主编学术专著 4 部，

参与编写学术专著 7 部。以第一发明人获授权发明专利 11 项；主持及参

与制定地方及团体标准 19 项。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

第八）等。

常晖，男，理学硕士，主管中药师，现任步长制药中药资源开发研究

中心项目经理，主要从事中药资源开发、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技术、中药材

质量标准研究工作。主持陕西省科技厅项目 1项，主持陕西省中管局项目

1 项，参与国家和省级科技项目 10 项，参编著作 4 部，参与制定标准 4

项，获陕西省教育厅二等奖 1项，获批专利 5 项，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

杨祎辰，男，中共党员，理学硕士，主管中药师，中华中医药学会会

员，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药用植物学专业，现任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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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药资源开发研究中心科研经理。主要从事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及质量评

价相关科研工作。主持省科技厅项目 1 项，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 2 项、省

部级科研项目 5 项。获省教育厅科技成果二等奖 1 项，参编团体标准 1 项，

著作 3 部，专利 7项，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

党艳妮，学士，副主任药师、工程师、执业药师、中级科技咨询师，

中国共产党党员，陕西省药学会会员、中国毒理学会会员，“秦都英才”、

西安市科技专家。现任科技资源统筹中心项目管理科科长，从事药物研发

工作，主要负责国家、省、市级科技项目的申报、管理及验收，各类奖项

的申报及组织，发表 29篇论文，拥有 11项授权专利，获得咸阳市科学技

术一等奖 2项，陕西省工业质量品牌建设重点项目奖励 1项（第一），主

持咸阳市重大科技专项计划项目 1 项，参与国家项目 16 项，省市级项目

32 项，申报各类科技进步奖 10项，参与编撰专著 1本，科技成果登记 5

项，

王晓梅，硕士，副主任药师，执业药师。2010 年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

药物分析专业。毕业进入步长制药科研部从事新药研发工作，参与了多个

中药和化学药品的生产和质量研究工作。主持完成省科技计划项目“十味

益脾颗粒动物药矫味技术研究”。参与完成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典名方

百合地黄汤开发研究”和国家标准化项目“脑心通胶囊标准化建设”研究。

参与完成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枣仁地黄胶囊新药研究及产业化开发”、

“新型抗凝药物利伐沙班片体外一致性评价研究及中试放大”、“新型选

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欧司哌米芬原料药中试工艺研究”等项目的研究。

具有丰富的药品生产及质量管理经验。发表论文 10余篇，其中 SCI 收录 3

篇。

党小琳，讲师，执业中药师，2014 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

研究生，现任中药学专业教研室副主任。主要从事《中药学》《中药炮制

学》等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为中药资源利用，先后主持

陕西省科技厅项目 1 项，陕西省教育厅项 1项，校级课题 2 项，发表论文

10余篇，参编专著 3部，参与省级特色课程建设项目 1项，指导学生参加

技能大赛获奖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

韩小娟，理学硕士，副教授，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医药学院创新创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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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教研室主任。负责医药学院创新创业相关工作的组织及开展，主

持校级科研项目 1项，参与省级及校级科研项目 3 项，省级教改项目 1 项，

校级教改项目 2 项，校级在线课程建设 1门；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 2 项，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6篇。第三届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优秀指导教师”。主持陕西省教育厅项目 1 项，参与项目基

于“产-学-研-创”四融合的药学类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并获得省级

教育成果二等级。获得发明专利 3 项。

五、创新团队近年主要成就（限 5 年内）

承担主要科研项目（15 项以内）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经费 起止 承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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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编号 （万元） 时间 （列出前 5位）
基于肠-脑轴的
乳香三萜酸与
没药倍半萜类
有效部位调控
慢性疼痛的协
同效应与作用

机制研
究;8227408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项目（国家
自然基金一
般项目）

51 2023-01-01 至
2026-12-31 宿树兰

基于药物相互
作用及靶向代
谢组学的丹酚
酸与丹参酮组
分配伍对糖尿
病肾病的协同
增效机制研
究;8197370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
项目（国家
自然基金一
般项目）

55 2020-01-01 至
2023-12-31 宿树兰

丁香、老鹳草、
椿皮药材商品
规格等级标准
制定;2060302

其他国家级
科技一般项
目（其他国
家级一般项

目）

15 2019-10-01 至
2020-12-31

马存德；赵欣；许海
燕；常晖；杨祎辰

基于质-效一体
化评控的中药
黄精现代炮制
工艺及其关键

参数研
究;2018SF-280

陕西省重点
研发计划
（一般项

目）（省部
级一般项
目）

12 2018-06-01 至
2021-05-19

赵欣，肖亚萍，杨莎，
辛爱洁，王琪

基于“质量常数
与药效验证”的
五种陕产中药
饮片等级评价

研
究;2022SF-448

陕西省重点
研发计划
（一般项

目）（省部
级一般项
目）

14 2022-06-01 至
2024-05-31

赵欣，雷国莲，辛爱
洁，李晓花，王萍

陕产道地药材
黄精组培快繁
技术的研

究;2019-2-10

陕西省高校
科协青年人
才托举计划
项目（厅局
级一般项
目）

2 2020-01-01 至
2022-09-30

赵欣，马存德，豆佳
媛，王琪，辛爱洁

远志连作障碍
发生机理及其
消减措施研

究;2023-YBSF-
036

陕西省重点
研发计划
（一般项

目）（省部
级一般项
目）

10 2023-01-01 至
2024-12-31

党小琳，胡本祥，王
琪，赵欣

基于“土壤养分
-微生物-化感
物“多角度的远

陕西省教育
厅其他科研
项目（厅局

2 2022-01-01 至
2023-12-31

党小琳，赵欣，何志
鹏，王珊，胡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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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连作障碍机
理研

究;22JK0279

级一般项
目）

甘松药材高效
提取与综合利
用关键技术研
究;2022SF-575

陕西省重点
研发计划
（一般项

目）（省部
级一般项
目）

20 2022-01-01 至
2023-12-31

杨祎辰，马存德，刘
峰，王二欢，常晖

“秦药”黄精趁
鲜切制与产地
加工炮制技术

研
究;SZY-KJCYC2

023038

其他厅局级
科技科研项
目（厅局级
一般项目）

4 2023-01-01 至
2024-12-31

常晖，马存德，靳鹏
博，刘峰，杨祎辰

秦药黄精新型
饮片开发关键
技术研究

2023-YBSF-414
;2023-YBSF-41

4

陕西省重点
研发计划
（一般项

目）（省部
级一般项
目）

20 2023-01-01 至
2024-12-31

靳鹏博，马存德，刘
峰，常晖，陈衍斌

基于“网络药理
学-分子对接技
术”的党参治疗
胃溃疡的作用
机制研究;

陕西省教育
厅其他科研
项目（厅局
级一般项
目）

12 2021-01-01 至
2022-12-31

韩小娟，程茜菲，高
洁，彭修娟，赖普辉

脑心通胶囊智
能制造关键技
术开发与应
用;22JY007

陕西省教育
厅重点实验
室项目（厅
局级一般项

目）

8 2022-01-01 至
2024-12-31

王晓梅，张伟，陈衍
斌，张卫民；郑伶俐

中药大品种咳
露口服液无糖
型产品的开发
及产业化研

究;2020K04-49

其他 300 2020-01-01 至
2020-12-31

党艳妮，许刚，王晓
梅，陈衍斌，王青

基于鲜地黄质
量标志物

（Q-marker）的
鲜地黄新型饮
片开发研

究;2020SF-313

陕西省重点
研发计划
（一般项

目）（省部
级一般项
目）

16 2020-01-01 至
2021-12-31

王珊，刘峰，许海玉，
许海燕，侯敏那

获奖情况（10 项以内，限填厅局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获奖项目
名称 奖励名称 奖励

等级
授奖
单位 时间 获奖者名单

（列出前 5位）
中药 资源
全产 业链

中 国 循 环
经 济 协 会一等奖 中国循环

经济协会
2019-10-3
0

段 金 廒 , 唐 志
书, 王明耿,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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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 利用
适宜 模式
与技 术体
系创 建及
其推 广应
用

科 学 技 术
奖

华旭, 郭 盛

基于 中药
资源 普查
的秦药（黄
精）全产业
链技 术创
新模 式构
建及应用

陕 西 高 等
学 校 科 学
技 术 研 究
优 秀 成 果
奖

二等奖 陕西省教
育厅

2022-02-0
1

刘峰，马存德，
常晖，王二欢，
杨祎辰

中药 资源
产业 化过
程循 环利
用模 式与
适宜 技术
体系 创建
及其 推广
应用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

二等奖 国务院 2018-12-0
1 宿树兰

针对 带状
疱疹的 RNA
药物研发

2020 年 陕
西 省 科 技
工 作 者 创
新 创 业 大
赛

三等奖

陕 西 省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等 8 家
单位

2020-08-2
0

赵欣，骞婧，白
伟，唐静，王萍

基于“产-
学-研-创”
四融 合的
药学 类专
业建 设的
研究 与实
践

教 学 成 果
奖 二等奖 陕西省教

育厅
2022-05-3
0

王飞娟，李晓花，
王艳娇，韩小娟，
彭修娟

论著情况（15 项以内）

论著名称
刊物、期、页、
影响因子（出版

社）
时间 收录

情况
作者（著者）
（列出前 5 位）

Role of
Biomolecules
in
Osteoclasts
and Their
Therapeutic

Biomolecules、
5、747-752 、
6.064

2021-05-1
7 SCI

Xin Zhao ,
Suryaji Patil ,
Fang Xu , Xiao
Lin and Airong
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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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for
Osteoporosis

Bioactive
Compounds of
Polygonatum
Sibiricum-
Therapeutic
Effect and
Biological
Activity

Endocrine,
Metabolic &
Immune
Disorders -
Drug Targets、
1 、 26-37 、
IF:2.387

2021-02-0
8 SCI

Xin Zhao,
Suryaji Patil,
Airong Qian and
Caihong Zhao

A natural
product of
acteoside
ameliorate
kidney injury
in diabetes
db/db mice
and HK-2
cells via
regulating
NADPH/oxidas
e-TGF-beta/S
mad signaling
pathway

Phytotherapy
Research、9、
5227-5240 、
6.38

2021-10-1
5 SCI

Wang Qinwen, Dai
Xinxin, Xiang
Xiang, Xu Zhuo,
Su Shulan*

4.Study on
hybrid
characterist
ics of
medicinally
used
cultivated
Codonopsis
species using
ribosomal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
sequencing

Molecules、7、
1565、4.92

2018-06-2
8 SCI

Li-Jun Liang,
Er-Huan Wang,
Yi-Chen Yang,
Bing-Cong Xing,
Wei Ji

Characteriza
tion of the
complete
chloroplast
genome of
Pedicularis
shansiensis
(Orobanchace
ae), an
endemic
species of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Resources 、
1、251-252

2022-06-0
2 SCI

Qi Wang, Zhipeng
He, Ruirui
Zhang, Xiaolin
Dang, Xueyan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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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haracteriza
tion of the
complete
chloroplast
genome of
Clematis
potaninii
(Ranunculace
ae), a
medicinal and
ornamental
plant

Mitochondrial
DNA Part
B-Resource、7、
1273-1274

2022-07-0
3 SCI

Ruirui Zhang, Qi
Wang, Sha Yang,
Zhuangzhuang
Huang, Ping Wang

杜仲叶片干旱
胁迫响应相关
差异蛋白的筛
选与鉴定

植物研究 2018-05-2
5 CSCD 赵欣

响应面优化略
阳黄精组培快
繁技术

种子 2020-11-2
8 北大核心

赵欣、马存德、豆
佳媛、王琪、彭修
娟

步长中成药药
材通论

(中国医药科技
出版社)

2021-12-2
8

赵步长、刘峰、马
存德、赵欣、常晖

硫熏剂量对亳
菊褐变酶和化
学成分的影响
及其相关性的
研究

中国中药杂志 2019-11-1
8 CSCD 王珊

丁香药材商品
规格市场调查
研究

中国中药杂志 2021-09-1
0 CSCD

靳鹏博,常晖,杨
祎辰,王二欢,王
继强

新疆红花种子
质量分级标准
研究

中药材 2019-03-0
6 CSCD

常晖,曾艾林,贾
志伟,马存德 ,刘
腾恬

老鹳草属药用
植物化学成分
及药理作用研
究进展

中国现代中药 2021-05-0
9 科技核心

杨祎辰,常晖,王
二欢,马存德,刘
峰

略阳药用植物
名录

(西安交通大学
出版社)

2020-04-1
0

刘峰，马存德，李
晔，唐志书，白吉
庆

获授权专利情况

已授权专利：共 3项，按重要性填写主要专利，总共不超过 10项。

年份 专利名称 授权国 专利号 转让情况 发明人
（列出前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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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一种利用中药
废弃物发酵生
产灵菌红素的

方法

中国 ZL201910
981200.2

郭盛；段金廒；
倪亮；张森

2020

一种富含纤维
素物质的中药
药渣高值化综
合利用的方法

中国 ZL201510
962054.0

段金廒；郭盛；
钱大玮

2020

一种耐受甘草
药渣的纤维素
酶产生菌及应
用于甘草药渣
产纤维素酶的

方法

中国 ZL201710
560473.0

段金廒；曾飞；
张森；郭盛

主要学术成绩、创新点及其科学意义、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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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阐述近五年来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高新技术创新及转化方面

所取得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及其产生的科学意义、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国内

外同行中所处的水平，具备的优势和特色。（限 1000 字）

西北中药资源丰富，然而其产业化过程中种植技术不规范、加

工炮制参数模糊、质量评价体系片面、应用途径单一都成为阻碍西北中医

药行业发展的瓶颈。为完善中药产业化过程中这些不足，找到关键技术的

突破口，促进西北中药产业化发展，本项目组建了 16人的专业研究团队，

致力于开展西北特色中药种植加工炮制、质量评价及应用的科学研究。团

队成员包括高级职称 8 人，在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段金廒教授的技术总设

计，刘峰教授与马存德主任药师的技术指导中，不断前进。在西北特色中

药产业化关键技术的研究中，团队带头人与各成员前期已开展了深度合

作。研究工作及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如下：

（1）优化了黄精、当归、甘松、远志等近 10种西北特色中药种

植过程中的关键技术，建立产地加工与炮制一体化的的关键技术。

基于上述成果团队获批主持省级以上科研课题 10余项，参与

相关厅局级以上科研课题 18项，发表论文 40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1 篇，

授权专利 9项，参与制定标准 7项，获得厅局级以上科研奖励 3 项。

（2）完善黄精、当归、甘松、远志等西北特色药材中药质量评价

体系。

团队基于该方面研究共发表高水平论文 10余篇，主持或参与

省级以上课题 5 项，获得厅局级以上科研奖励 2 项。

（3）针对当前中药资源生产与深加工过程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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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严重等问题，创新丹参、五味子、地黄叶等非药用部位及副产物资源价

值与开发利用。

团队核心成员围绕该研究共发表SCI40余篇，被引次数达2000

余次；主持或参与省部级以上重大科研课题 20余项；发表发明专利 10

项；主编、参编学术专著 20余部；主持及参与制定地方及团体标准 20

余项。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排名

第三）。

以代表性的西北特色中药黄精、甘松产业化关键技术的突破已

应用于稳心颗粒等多个中药大品种的现代研究；推动了步长制药 10个年

销售过亿元的品种的技术升级，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本团队依托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步长制药共建的“生物医药创

新制药技术研究院士专家工作站”、“陕西省中药绿色制造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陕西省中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多个省市级平台，形成

“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打通“基础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成果快速转化的通道，同时也成为本团队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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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设计划

（一）主要研究方向

重点阐述主要研究方向与学科发展、我省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之间的

关系。（限 500 字）

西北中药资源丰富，尤其是陕西省，又有“秦地无闲草”之称。

但中药产业化过程中技术参数模糊、规范不统一等问题直接影响我省乃至

整个西北地区中药产业的发展。为完善和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医药振兴发

展的背景下，依托陕西国际商贸学院与步长制药组建了西北特色中药产业

化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团队。重点围绕西北特色中药产业化过程中的种植

加工炮制、质量评价、综合与循环应用等关键技术，采用农学、中药学、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研究策略，解决当前西北特色中药产业化过程

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提升我省乃至整个西北中药产业的发展，带动我校的

中药学国家级一流专业乃至我省中药学科的建设发展。

具体研究方向：

1.基于中药种植技术不规范，加工炮制技术笼统等问题，本团

队针对西北特色中药的种植、加工与炮制关键技术进行研究，明确关键技

术指标。

2.开展西北特色中药的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创建该类中药质

量评价新模式。

3.开展西北特色中药的综合应用与再循环研究，力争能开发出

新产品或新技术，为地方经济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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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作规划

重点阐述今后四年内拟开展的创新项目，应注重规划的系统性和时间

节点。（1000 字）

2024.01-2024.12：开展黄精、甘松等西北特色中药的田间管

理、快速繁殖关键技术研究；进一步优化确立黄精、当归、远志等中药鲜

切鲜用的产地加工技术及最优炮制工艺参数，理清生熟异用的物质基础变

化；

2025.01-2025.12：开展黄精、甘松等西北特色中药的次生代

谢物调控关键种植技术研究；进一步优化鲜切鲜用的产地加工技术及最优

炮制工艺参数，对比炮制前后化学成分的变化及原因；

2026.01-2026.12：开展多成分测定或指纹图谱结合小鼠药效

验证等实验指标，创建或提升黄精、当归、远志等西北特色中药的质量评

价标准；开展西北特色中药的综合应用及再循环研究，寻找关键技术突破

口；

2027.01-2027.12：对上年度建立的新的质量评价体系进行验

证推广，考察其合理性及可行性；开展西北特色中药的综合应用及再循环

研究，力争开发一种西北特色中药大健康产品或技术，并进行成果转化，

汇总研究成果，撰写论文，提交专利申请。

（三）人才培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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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带头人、核心成员、其他成员三个层次进行分别阐述，重点阐述对

青年成员以及研究生的培养计划。（限 500 字）

团队将通过制定详细的研究计划、开展系统科学研究、积极组

织和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等途径，不断提升团队成员的学术研究和专业技

术水平，并加强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对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规划包括：

1.带头人：在项目实施中，带头人将带领团队成员开展科学研

究，团结协作，刻苦攻关，共同促进学科水平的提高。计划培育带头人成

为正教授，并力争入选“市级人才工程”。

2.核心成员：

（1)培养出 1 名以上核心成员赴国内或国外一流大学或科研单

位研修、访问和交流；

（2)培养 1～2 名中青年核心成员获批厅局级以上科研奖励或

荣誉；

（3)使团队 1～2 名以上核心成员专业技术职务升高得到晋升。

3.其他成员及研究生培养计划：遴选一批具有愿奉献、有视

野、有潜力的年轻教师以及有苗头的硕士研究生，作为后备人才的储备，

重点培养，通过团队资助结合联合培养等方式，派送优秀的研究生到国内

知名大学进行相关学科领域学习。

4.团队建设：组建一支多学科交叉的科研队伍，使不同学科

背景的人员可以在多层次上进行沟通、交流和融合。

（四）各合作方的协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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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阐述在开展上述规划时，各方拟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限

500 字）

各研究方向成立小组，建立推进机制，促进任务落实。针对各

方向的特点与目标，制定详细方案与计划，积极申报各级各类课题。定期

召进展情况协调会议，沟通课题开展情况，包括进度、做法、问题和建议

等，由课题总负责人对项目落实情况进行点评，通过采取必要的干预，确

保项目高质量运行。

1.种植、加工炮制技术研究

中药规范化种植与加工炮制是中药产业化最前端且重要的环

节，本团队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围绕西北常见特色药材进行种植技术、加

工炮制技术与工艺的优化研究，搞清炮制前后药理功效的变化，为后期临

床应用奠定基础。

成员：赵欣、常晖、杨祎辰、党小琳、王琪、王继强

2.质量评价突破

针对目前中药质量评价方法单一等问题，亟需对西北特色中药

质量评价体系引入指纹图谱、多指标测定与药效验证的评价体系，完善或

建立新的质量评价技术。

成员：王二欢、党艳妮、韩晓娟、王珊、靳鹏博

3.特色中药综合应用与循环利用

针对西北特色中药进行综合应用开发与再循环利用研究，争取

能开发出新产品或新技术。

成员：宿树兰、郭盛、王晓梅、问娟娟、李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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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期成果

重点阐述预期达到的整体研究水平，承担的科研项目数量，产生的论

文、论著、专利等成果的形式和数量以及预期的获奖数、产生的经济、社

会效益等。（限 800 字）

本青年创新团队通过四年期的建设预期取得以下成果：

（1）形成西北特色中药种植、加工炮制关键技术；

（2）完善或建立西北特色中药质量评价新方法；

（3）对西北特色中药综合应用与循环应用进行研究，力争开发 2 个

西北特色中药大健康产品或 1 个以上新技术；

（4）发表论文 10-20 篇，其中 SCI5-10 篇；申请专利 5-10 项；

（5）培养硕士生 2-5 人；

（6）为企业实现直接经济效益 300 万元，间接经济效益 800 万元。

七、团队带头人承诺

对团队的管理职责，未来发展的规划和申请书的真实性等承诺表述。

本人本人承诺申请书中的各项内容真实、客观，并承诺获得资助后

将进一步带领“西北特色中药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创新团队”

致力于任务目标的圆满完成，培养和造就更多具有战略和长远眼光、

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科技创新团队，真正形成高端人才辈出的新

局面，为祖国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作出更大的贡献。代表团队承

诺推荐材料中所有信息真实可靠，若有失实和造假行为，本人愿承

担一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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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带头人签字：

年 月 日

八、所在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推荐意见

对创新团队的科研业绩、创新潜力和拟开展的研究工作的评价。（限

500 字）

（签章）

年 月 日

九、所在高校的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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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是否同意申报，对创新团队匹配资助经费的承诺及对所需人力、物

力条件保障等。（限 500 字）

牵头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牵头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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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相关附件材料目录

(1)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学历、学位和学术水平

证明；

(2)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身份证复印件；

(3)主要科技奖励证书复印件；

(4)主要科研项目证明材料；

(5)标志性论文或著作证明材料；

(6)专利授权书复印件；

(7)主要论文、著作被引用和学术评价材料的复印件；

(8)创新团队带头人所在单位对创新团队匹配资助经费

证明；

(9)其他能够证明创新团队成果和业绩的材料；

(10)其他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证明材

料

附件目录

序号 附件类型 附件名称

1
(1)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学历、学

位和学术水平证明
带头人学历学位学术证明.pdf

2
(1)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学历、学

位和学术水平证明

团队核心成员学历学位学术水平证

明.pdf

3
(2)创新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身份证复

印件
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身份证.pdf

4 (3)主要科技奖励证书复印件 主要科技奖励.pdf

5 (4)主要科研项目证明材料 主要科研项目.pdf

6 (5)标志性论文或著作证明材料 主要论文论著_部分 1.pdf

7 (5)标志性论文或著作证明材料 主要论文论著_部分 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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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专利授权书复印件 主要发明专利.pdf

9
(10)其他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的研

究人员证明材料
其他成员高级以上职称材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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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19年8月16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通知

宿树兰   先生/女士：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专家评审意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批准资助您的申请项目。项目批准号： ，81973708

项目名称：基于药物相互作用及靶向代谢组学的丹酚酸与丹参酮组分配伍对糖尿病

 ，直接费用： 万元，项目起止年月： 年 月至肾病的协同增效机制研究 55.00 2020 01

年 月，有关项目的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附后。2023 12

请尽早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nsfc.gov.cn），获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并按要求填写。对于有修

改意见的项目，请按修改意见及时调整计划书相关内容；如对修改意见有异议，须

在电子版计划书报送截止日期前向相关科学处提出。

电子版计划书通过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nsfc.gov.cn）上

传，依托单位审核后提交至自然科学基金委进行审核。审核未通过者，返回修改后

再行提交；审核通过者，打印纸质版计划书（一式两份，双面打印），依托单位审

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至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电子版和纸质版

计划书内容应当保证一致。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和报送计划书截止时间节点如

下：

1、提交电子版计划书截止时间为 （视为计划书正式提交时2019年9月11日16点

间）；

2、提交电子修改版计划书截止时间为 ；2019年9月18日16点

3、报送纸质版计划书截止时间为 。2019年9月26日16点

请按照以上规定及时提交电子版计划书，并报送纸质版计划书，未说明理由且

逾期不报计划书者，视为自动放弃接受资助。

附件：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表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科技厅项目 

 

教育厅项目 

 

 

 

 

 

 

 

 

















项目编号： 2020SF-313

管理类型： 项目类

项目类别： 一般项目-社会发展领域

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合同（任务）书

项目名称： 基于鲜地黄质量标志物（Q-marker）的鲜地黄新型饮片开发研究

承担单位：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项目负责人： 王珊 电子邮箱： 501613349@qq.com

手机号码： 18691069342 联系电话： 029-33695510

推荐部门： 陕西省教育厅

起止年限： 2020年01月01日 至 2021年12月31日

备注：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制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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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steoclasts (OCs) are important cells that are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bone metabolism
and ar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ng bone resorption with bone formation to regulate bone
remodel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bone resorption and form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s bone
metabolism. When the activity of osteoclasts exceeds the osteoblasts, it results in a condition called
osteoporosi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reduced bone microarchitecture, decreased bone mass, and
increased occurrences of fracture. Molecules, inclu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s, proteins, hormones,
nucleic acids, such as non-coding RN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steoclast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
ation, and function. In this review, we have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these molecules in osteoclasts
regulation and osteoporosis. The developed therapeutics targeting these molec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 in recent years have also been discussed with challenges fac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osteoclasts (OCs); bone resorption; osteoporosis; therapeutics; gene therapy

1. Introduction

Bone remodeling constitutes a synchronized action of osteoclasts and osteoblasts and
involves activation of osteoclasts, resorption of old bone by osteoclasts, reversal, formation
of new bone by osteoblasts, and termination [1]. The systemic regulators, such as hormones,
including sex hormones, parathyroid hormone, and calcitonin (CT), as well as local factors,
including growth factors and cytokines, regulate the process of bone remodeling [2]. It is
known that osteoblasts and osteoclasts communicate via cytokines, extracellular matrix
interaction, and directly through cell contract to regulate each other’s formation, differ-
entiation, or apoptosis through multiple pathways, transcription factors, and proteins [3].
Numerous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role of osteoblasts in osteoporosis, but seldom re-
ported the role of osteoclasts. The bone resorption is mainly carried out by osteoclasts.
These cells have unique morphological, as well as 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ore
than one nucleus and tartrate-resistant acid phosphatase (TRAP) and the calcitonin receptor
expression. These are found on the surface of the bone and are believed to be produced in
the bone marrow [4]. Hematopoietic progenitor cells (HPCs), as well as signals from the
microenvironment, such as 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M-CSF) and 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 ligand (RANKL), are needed for osteoclast
formation [5]. Any disruption in the bone remodeling process or imbalance between bone
resorption and formation can cause bone diseases, including osteoporosis. Osteoporosis,
the most common and multifactorial bone disease, is characterized by reduced bone mass,
weakened microarchitecture, and increased risk of fractures [6]. It affects over 200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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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nts serve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medicinal compounds, and their use in various dis-
eases dates back hundreds of years. One such plant-based compound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anti-
malarial drug, artemisinin, has significantly brought phytomedicines into the spotlight and has en-
hanced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nsequently, the application of formulations derived from plant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hich is based primarily on plants, holds immense potential
and is an unexplored source for modern medicine. Many herbs, including Polygonatum sibiricum
(PS), are used in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 various diseases. Polygonatum sibiricum (PS) belongs
to the Liliaceae family and is used not only as a medicinal but also dietary supplement. PS has a
highly diverse composition of bioactive compounds such as flavones, homoisoflavanone, alkaloids,
lignins, steroid saponins, triterpenoid saponins, polysaccharides, etc. Because of such diverse com-
position, PS has been used as an anti-aging, anti-inflammatory, anti-osteoporotic agent, as well as
an immunity booster, sleep enhancer, etc.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we review the therapeutic ef-
fect of bioactive compounds such as polysaccharides, saponins, and PS extract in various diseases
and their biological activities in fatigue, immunity, sleep, anti-aging, etc.

Keywords: Phytomedicines, TCM, Polygonatum sibiricum, polysaccharides, saponins, therapeutic.

1. INTRODUCTION
Natural plant-based substances have long been served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rapeutic drugs, and therefore, drug
discovery from medicinal-plant  constitutes a vital  area for
finding important pharmacological compounds against vari-
ous diseases [1]. Phytomedicines are plant-based medicinal
formulations that hold great potential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argets and treat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such as migraines,
type 2 diabete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cancers [2, 3].
Such  plant-based  formulations  have  been  in  use  since
200A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t only to check,
treat, and remedy the symptoms or diseases but also to stimu-
late  health [4].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TCMs),  as
the name suggests, are the customary treatments employ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remain a vast and largely unex-
ploited  and  significant  source  for  modern  medicine  [5].
TCMs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alternative or complemen-
tary medicine by most Western countries due to the absence
of unbiased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tandards. Neverthe-

* Address correspondence to these authors at the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72,  China;
Tel: +86 1357210826; E-mail: qianair@nwpu.edu.cnXi'an Huibo Biotech-
nology Co., Ltd. Xi'an, 710077, Shaanxi, China; Tel: +86 13363922909;
E-mail: info@xarainbow.com
# These authors have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work.

less,  the patients  in  China who were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TCM, and both, more than 71.2% of them favored
the integrative approach (both Western medicine and TCM)
while 18.7% of them preferred TCM as their treatment [6].
Considering  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  an  antimalarial
drug, rapid enhancements in the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other TCM-derived formulations have been re-
ported in various therapies [5]  such as knee osteoarthritis,
liver injury, pulmonary fibrosis, rheumatoid arthritis, osteo-
porosis, cancer, etc [7-11]. These days, medicines are not on-
ly used for diseases only but have emerged as health boost-
ers as well, and TCMs could act as both [12].

One such reservoir of medically important compounds is
Polygonatum sibiricum (Huang Jing, Solomon’s seal), a tra-
ditional medicinal herb in China belonging to the Liliaceae
family. It grows in the wild and is cultivated for medicinal
as well as dietary applications, and the roots are widely used
as a tea, particularly in Korea [13, 14]. Traditionally, PS is
used to remove dryness, treat fatigue, and quench thirst, as
well as it acts as an anti-osteoporotic, anti-cancer, immunity
enhancer, anti-fatigue, anti-diabetic, etc  [15]. (Fig. 1).  Be-
cause of multi-properties, many constituents of PS are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such as diabetic retinopa-
thy,  acute  heart  failure  (AHF),  cancer,  bone  loss,  etc.
[16-19]. Therefor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Polygonatum si-
biricum  was   collected   from   various   publications   and

http://dx.doi.org/10.2174/187153032166621020822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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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acteoside on DKD in diabetes male db/db mice and high glucose-induced HK-2 cells.

The diabetes db/db mice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model group, metformin group,

irbesartan group, and acteoside group. We observed the natural product of acteoside

exhibiting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renal protection through analyzing of biochemical

indicators and endogenous metabolites, histopathological observations, and western

blotting. HK-2 cells subjected to high glucose were used in invitro experiments.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them were investigated by RT-PCR and western blot.

Acteoside prevents high glucose-induced HK-2 cells and diabetes db/db mice by

inhibiting NADPH/oxidase-TGF-β/Smad signaling pathway. Acteoside regulated the

disturbed metabolic pathway of lipid metabolism, glyoxylate and dicarboxylate

metabolism, and arachidonic acid metabolism. We discovered the natural product of

acteoside exhibiting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renal protection. This study paved the way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pathogenesis, early diagno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new

therapeutic agent for DKD.

K E YWORD S

acteoside,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metabolic profiling, NADPH/oxidase-TGF-β/Smad
signaling pathway, ROS

1 | INTRODUCTION

Acteoside is representative component of phenylethanoid glycosides,

widely distributed in 79 genera plants, such as Rehmannia glutinosa,

Cistanche deserticola, and other medicinal plants. Acteoside is charac-

terized by caffeic acid and hydroxytyrosol bound to a glucose moiety

through ester and glycosidic bonds, respectively, with a rhamnose unit

linked to the glucose molecule (Zhao et al., 2015). It is reported that

acteoside possesses widely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kidney

protection (Gan et al., 2018), antioxidation (He et al., 2011),

neuroprotection (Li, Zhou, Xu, Song, & Lu, 2018), liver protection (Lee

et al., 2004), anticancer (Ohno, Inoue, Ogihara, & Saracoglu, 2002),

and so on. However,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acteoside in diabetic

renal injury are unclear.

Diabetes is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global health emergencies

of the 21st century. In 2019, it is estimated that 463 million people

have diabetes and this number is projected to reach 578 million by

2030, and 700 million by 2045.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diabetes is

growing rapidly,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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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RD, end-stage renal disease; FBG, fasting blood glucose; GLC, osmotic pressure control

group; GO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GP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HE, hematoxylin

eosin; HK-2, human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INS, insulin; M, model group; mALB, urinary

microalbumin; MRHTG, acteoside group; PAS, periodic acid-schiff; QC, quality control; RRT,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Scr, serum creatinine; T-CHO, total cholesterol; TG, triglyceride;

TGF-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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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donopsis taxa,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and edible plant, has found expand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applications in recent decades. However, the poor management in germplasm
resources market has inevitably caused an unnecessary hybrid of the provenance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hybrid characteristics of germplasm resources in the main production area, the Codonopsis
cultivars collected from the provinces Gansu, Shannxi, Shanxi, and Hubei of China were researched,
using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 sequence technology. The confirmation of additive nucleotides
based on the ITS sequencing of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mixture was optimized and used
to study the hybrid of Codonopsis cultiva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ratio of PCR mixture
increased up to 15 percent, the presence of a double peak in the sequencing electrophoresis map
could be confirmed, suggesting the existence of additive nucleotide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above,
46 samples of Codonopsis cultivars collected during 2016 and 2017 were studi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 year 2009 to 2010. All of the samples collected during 2016 and 2017
were hybridized and no genetic pure lines were found. In addition, the sites of variable base reduced
greatly, concentrating at positions 122 and/or 226. These phenomena suggested that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Codonopsis cultivars declined and the germplasm resources gradually converge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reasonable exploitation and genetic breeding of Codonopsis taxa.

Keywords: Codonopsis taxa; ITS; additive nucleotide; hybrid

1. Introduction

Codonopsis Radix, normally called ‘Dangshen’, is prescribed as the dried root of Codonopsis
pilosula (Franch.) Nannf., C. pilosula Nannf. var. modesta (Nannf.) L. D. Shen, and C. tangshen
Oliv. of Campanulaceae [1]. Codonopsis Radix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and edible plant,
strengthening the immune system, replenishing qi (vital energy), improving poor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and lowering blood pressure [1].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300 years, Codonopsis taxa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four provinces of China, including Gansu, Shannxi, Shanxi, and Hu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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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 赵　欣 等：响应面优化略阳黄精组培快繁技术

·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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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面优化略阳黄精组培快繁技术

赵　欣１，　豆佳媛２，　马存德３，　王　琪１，　彭修娟２

（１．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医药学院，　陕西 咸阳７１２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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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西安７１００７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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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Ｏ　Ｘｉｎ１，ＤＯＵ　Ｊｉａｙｕａｎ２，ＭＡ　Ｃｕｎｄｅ３，ＷＡＮＧ　Ｑｉ　１，ＰＥＮＧ　Ｘｉｕｊｕａｎ２

摘　要：通过响应面优 化 实 验，对 略 阳 黄 精 组 培 快 繁 过 程 中 不

同培养基配方进行优化，建立略阳黄精快速繁殖技术体系。结

果表明，最适初代培养基为 ＭＳ＋３０ｇ·Ｌ－１蔗 糖＋５．０ｇ·Ｌ－１琼

脂粉＋１．４９ｍｇ·Ｌ－１　６－ＢＡ＋０．３１ｍｇ·Ｌ－１　ＮＡＡ＋０．６０ｍｇ·Ｌ－１

ＴＤＺ，萌发 率 平 均 值 达３９．５％；最 适 不 定 芽 诱 导 培 养 基 为

ＭＳ＋３０ｇ·Ｌ－１蔗糖＋５．０ｇ·Ｌ－１琼脂粉＋３．００ｍｇ·Ｌ－１　６－ＢＡ＋

０．４９ｍｇ·Ｌ－１　ＮＡＡ＋１．２６ｍｇ·Ｌ－１　２，４－Ｄ，平 均 不 定 芽 个 数 达

４．０２个；最适生根培养 基 为１／２ＭＳ＋１５ｇ·Ｌ－１蔗 糖＋５．０ｇ·

Ｌ－１琼脂粉＋０．６０ｍｇ·Ｌ－１　ＩＢＡ＋０．５９ｍｇ·Ｌ－１　ＮＡＡ＋０．５９ｍｇ·

Ｌ－１　ＡＣ，平均生根率达９１．５％。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在略阳黄

精生长过程中具有重 要 作 用，对 提 高 黄 精 的 萌 发 率、不 定 芽 生

长个数和生根率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响应面；略阳黄精；组织培养；快繁体系

ＤＯＩ编码：　１０．１６５９０／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４７０５．２０２０．１１．１４７
中图分类号：　Ｓ　５６７．２３＋９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４７０５（２０２０）１１－０１４７－０６

略阳黄精，百 合 科 黄 精 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多 年 生

草本植物，产于 陕 西 省 汉 中 市 略 阳 县，２０１７年 被 评 为

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根茎呈结节状弯柱形，单

节鸡头状，肉质油润，色泽黄褐透亮，断面透明，味甜筋

少［１］。含有黄精多糖、皂苷、生物碱、维 生 素、氨 基 酸、
黄酮及蒽醌类化合物、木脂素及微量元素等多种物质，
是我国传统的大宗药材，具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
肾、抑制肿瘤细胞、延缓衰老、降血糖血脂、抗病毒、消

炎等功效［２－４］。兼具食用、药用和观赏价 值，也 是 规 模

化、工业化生产药品、保健品的重要原料，具有广阔的

开发利用前景［５，６］。

黄精的自然 繁 殖 方 式 有２种：有 性 繁 殖（种 子 繁

殖）和无性繁殖（根茎芽繁殖），在自然条件下黄精种子

发芽率低，育苗周期长且收集难度大，采用自然繁殖手

段生产效率低，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７］。随着组培快

繁技术的发展，建立略阳黄精的组培快繁技术体系，利
用组织培养方式快速育苗，可有效解决种苗供不应求

的问题［８，９］。黄精组培快繁过程中的关键点就是培养

基，培养基是否合适会影响黄精愈伤组织形成、不定芽

增殖以及生根率等。吴宇函等［１０］报道，在培养基中添

加６－苄基腺嘌呤（６－ＢＡ）、萘乙酸（ＮＡＡ）、２，４－二 氯 苯

氧乙酸（２，４－Ｄ）、吲 哚 丁 酸（ＩＢＡ）、吲 哚 乙 酸（ＩＡＡ）等

激素，可以显著提高增殖率和生根率。常用的激素主

要有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两大类，其中细胞分裂素影

响细胞的分裂、生长和分化，而生长素诱导刺激细胞分

裂和根的分化，二者以不同浓度的配合使用，可以达到

诱导分生苗增殖、促进组培苗生长以及诱导根的形成

的目的［１１，１２］。
关于略阳黄精的研究仅限于资源调查方面，组培

方面的研究较少［１３］。因此，本实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开展略阳黄精组培技术研究。通过响应面法优化

组培过程中初代培养基、不定芽诱导培养基及生根培

养基的配方，筛选出适合略阳黄精组培苗各个阶段生

长的最适培养基，优化略阳黄精的组培快繁技术体系。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略阳黄精根茎芽取自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４—６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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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药材商品规格市场调查研究

靳鹏博1，2，常晖1，2* ，杨祎辰1，2，王二欢1，2，王继强1，2，马存德1，2，詹志来3

( 1．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 2．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 710075;

3．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资源中心，北京 100700)

［摘要］ 规范丁香药材的市场流通，制定丁香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前往四大药材市场进行市场调查和 48 份丁香药材样

品的采集，开展不同规格、产地丁香药材性状、百粒重、杂质比例、水分和丁香酚含量的测定与分析。结果表明，市场上调查到

的药材样品中有 27. 1%不符合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规定，百粒重和药材性状是划分丁香规格的重要因素，不同规格丁香药

材性状、百粒重、杂质比例和丁香酚含量存在明显差异，各产地丁香不同规格占比存在差异，非洲产地和中国广西产地小红规

格分别占 70%、66. 7%，印度尼西亚产地大红规格占 56. 2%。目前丁香药材流通存在问题较多，主要有产地信息丢失、规格划

分无标准、等级标准不执行、杂质超标、伪品辨别无依据。按照该研究制定丁香药材商品规格划分办法，小红规格的平均丁香

酚含量显著高出大红规格 4. 74%。
［关键词］ 丁香; 商品规格; 市场调查; 丁香酚

Market survey of Caryophylli Flos specifications

JIN Peng-bo1，2，CHANG Hui1，2* ，YANG Yi-chen1，2，WANG Er-huan1，2，WANG Ji-qiang1，2，MA Cun-de1，2，ZHAN Zhi-lai3

( 1． Shaanx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Commerce，Xianyang 712046，China;

2． Shaanxi Bucha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Xi'an 710075，China; 3． National Ｒ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Materia Medica，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Beijing 100700，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regulate the market circulation of Caryophylli Flos and formulate standards for commodity
specifications and grades of Caryophylli Flos． Market survey was carried out in four major medicinal material markets with 48 samples
of Caryophylli Flos collected． The property，100-seed weight，impurity percentage，moisture，and eugenol content in Caryophylli Flos
of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from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 were determin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27. 1% of the samples
surveyed on the markets di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 2020 edition) ． The 100-seed weight and the proper-
ty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Caryophylli Flos specification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roperty，100-
seed weight，impurity percentage，and eugenol content in Caryophylli Flos samples of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from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and also differences in the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in Caryophylli Flos samples from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 The
African-originated Xiaohong ( medium grade) and Guangxi-originated Xiaohong ( medium grade) accounted for 70% and 66. 7% re-
spectively，the Indonesian-originated Dahong ( top grade) for 56. 2%． In conclusion，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irculation of
Caryophylli Flos at present，mainly including the loss of origin information，no standards for specifications，non-implementation of
grade standards，excessive impurities，and no evidence for authenticity ident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Caryophylli Flos
specifications in this study，the average eugenol content of Xiaohong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Dahong by 4. 74%．
［Key words］ Caryophylli Flos; commodity specification; market survey; euge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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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红花种子质量分级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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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制定红花种子质量分级标准。方法: 以新疆不同产地收集的 42 份红花种子为实验材料，测定红

花种子的净度、千粒重、含水量、生活力、发芽情况等各项指标，采用 K 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各项指标综合进行分类。
结果: 一级种子发芽率不低于 84%，发芽势不低于 81%，生活力不低于 94%，千粒重不低于 41 g，含水量不高于 8%，

净度不低于 99%; 二级种子发芽率为 39%～84%，发芽势为 35%～81%，生活力为 91%～94%，千粒重为 40～ 41 g，含

水量不高于 8%，净度为 97% ～99%; 达不到二级种子标准的为不合格种子。结论: 发芽率、发芽势是决定红花种子

质量的首要指标，生活力、千粒重为次要指标，水分、净度为参考指标。此方法制定的分级标准科学、可行，可作为

红花种子质量控制参考标准。
关键词 红花; 种子; 质量分级标准

中图分类号: Ｒ282.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54( 2019) 03-0501-04
DOI: 10. 13863 / j. issn1001-4454. 2019. 03. 004

红花 Carthamus tinctorius L. 为菊科红花属一年

生草本植物，原产中亚地区。我国黑龙江、辽宁、吉
林、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山东、浙

江、贵州、四川、西藏，特别是新疆都广有栽培〔1〕。
红花的干燥花可作药用，味辛，性温，归心、肝经，具

有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之功效〔2〕。红花中主要化学

成分为黄酮、亚精胺、木脂素等，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其对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均有较好的调节

改善作用〔3，4〕。此外，红花的花中含有红色素，是我

国古代用以提供红色染织物的色素原料，红花的种

子中含油率高达 34% ～ 55%之间，且多属于不饱和

脂肪酸油类，极适合作食用油〔1〕。正是由于红花具

有诸多的开发潜力，所以近些年红花的种植面积也

在不断增加。红花主要以种子进行有性繁殖，种子

质量的优劣对红花的产量起着关键性作用。新疆作

为红花药材的主产区之一，其红花种植面积约为 4
万 hm2，主要分布在塔城地区、伊犁地区、昌吉地区

和乌鲁木齐市东北部山区，占全国产量的 80%〔5〕。
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种子在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

通，而目前新疆地区并未制定红花种子相关质量标

准，这就导致红花种子市场的混乱，故急需制定红花

种子质量标准，以规范红花种子市场，确保红花药材

的质量和产量，维护红花种子生产、经营和使用者的

利益。本研究在新疆红花的主要分布区广泛收集红

花种子，参照《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GB /T 3543-
1995)〔6〕中的相关检验方法，结合红花种子的生理

特性〔7〕对新疆红花种子质量分级标准进行研究，以

期为新疆红花种子质量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于 2017 年 8 月，在新疆红花主要

分布区采收成熟的红花种子，每份 500 g，共收集 42
份种子，具体产地和编号见表 1。
1. 2 试验方法

1. 2. 1 扦样: 采用徒手法扦取初次样品后，将混合

样品倒在光滑洁净的桌面上，用分样板将样品先纵

向再横向混合，反复 4 ～ 5 次。把整堆种子分成两

半，每半再对分 1 次，得到 4 个部分，将其中各部分

再减半分成 8 个部分。合并和保留交错部分，将其

余部分拿开。将保留部分再继续分至 8 份，如此反

复直到平均样品达所需的量。
1. 2. 2 净度分析: 采用徒手减半法。从 500 g 待检

样品中分取试验样本 100 g( 不少于 2 500 粒种子)

左右。采用人工挑选法将试样分离成干净种子、其
他植物种子和一般杂质 3 种成分后分别称重，3 个

重复，按下式计算净度。
种子净度( %) = ( 取样量－杂质重量－其他植物种子重

量) /取样量×100%

1. 2. 3 种子真实性鉴定: 逐粒观察红花种子形态

特征并记录。数取红花净种子，每个批次 100 粒，3
次重复，用游标卡尺测量种子的长和宽。
1. 2. 4 千粒重测定: 采取百粒法。从净种子样品

中随机数取 100 粒红花种子，用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称 重，8次重复，计算8个重复的平均值、标准差及

·105·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第 42 卷第 3 期 2019 年 3 月



扫描全能王 创建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