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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植物化学研究现状

我国具有复杂的自然条件，适合各种气候带植物的生

长，可以说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仅高等植物就有近三万种，其

中三分之二分布于西南地区，云南省的种类约占全国总数的

一半，为植物化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国医药的悠久历

史和民间丰富的传统经验也是世界罕见，这些都为植物化学

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就开始研究常用

中药的化学成分，为我国天然有机化学和植物化学的发展做

出了卓越的贡献。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一支

颇有特色的植物化学科研队伍。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植物化学研究取得了飞速发展。植物

成分的提取分离和结构解析的技术设备大大改善，实验水平

明显提高，从植物中新发现的化合物已达数千种，植物药的开

发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对人参、三七、天麻、五味子、丹参和

青篙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化学研究并创制了一批新药，有些

还进行了全合成，为我国医药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

外，在植物化学成分的结构改造、半合成与合成、植物化学分

类、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的细胞大量培养以及植物化学生态学

等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进展。

然而，我国的植物化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

大差距，有的研究领域尚属空白，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

如：科研与应用结合不紧密，一些热点领域的研究存在同一水

平上的重复、竞争和资源浪费现象，以及植物化学研究的广度

和深度不够等。

因此，我们应建立一种植物化学研究与应用紧密结合的

机制。要强调植物化学研究的应用性，主要是追踪发现有用或

活性成分，测定结构，发现特点，然后综合评价，搞好开发工

作。并在我国植物资源种类丰富、植物学学科力量强并已有植

物化学研究基础的地区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吸引和培养人

才从事植物化学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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