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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材生态适宜性分析及生产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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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气候、土壤地质、群落生态、遗传等多角度论述中药材单品种生态适宜性分析；并从传统区划、数值区划

和综合区划3个阶段讨论中药材区划的研究发展历史；重点讨论地理信息系统在中药材生态适宜性研究和中药区

划中的优势和主要关键技术。对中药材生态适宜性研究和中药区划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对我国中药材生态适

宜性和中药区划的研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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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导致大量药材资源

趋于濒危，迫切需要野生变家种；加之很多药材存在

连作障碍，特别是人参种植地需要30年以上、西洋

参种植地需要20年以上、三七种植地需要8～10年

以上才能再次种植，因此每年很多药材的生产均面

临产区的扩大和重新选地问题。但盲目引种、扩种会

严重影响中药材生产的合理布局，极大削弱药材的

道地性，导致药材品质严重下降，许多引种药材有效

成分的量远远低于药典标准。因此，开展中药材生态

适宜性和区划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针对药

用植物单品种生态适宜性及生产区划的研究现状进

行了论述，重点讨论了地理信息系统在中药材生态

适宜性研究中的优势和关键技术，并对中药材适宜

性分析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对发展前景进行了

展望。

1 中药材单品种生态适宜性研究

“诸药所生，皆有其境”，生态环境适宜性对药材

的道地性具有重要影响，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

在对气候、土壤、地形地貌、群落生态等方面，旨在寻

找影响药材有效成分的主导因子和限制因子。

1．1气候因子与药材生态适宜性研究：从生物学角

度来讲，道地药材是物种受特定生境的影响，在长期

生态适应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稳定遗传特征的个体

群。因此，植物生态型是道地药材形成的生物学实

质。目前已广泛开展了各种气候因子与药材道地性

的研究。肖小河等口1对四川乌头和附子气候生态适

宜性进行了研究，根据模糊集合论(Fuzzy sets)分别

建立乌头和附子5个生态气候要素的隶属函数模

型，以50个市(县)气象台(站)为代表，综合评价了

四川省乌头和附子产地气候条件的生态适宜性，根

据评价结果将四川划分为3个乌头不同适宜区和4

个附子不同适宜区。赵英等D1通过对吉林省西洋参

栽培产地生态环境的分析，确立了栽培西洋参气候

生态因子数字模型；温度和日照是影响西洋参总皂

苷量的主要气候因子[3]。另据研究表明物候期是影

响金银花药材质量的主要因素。绿原酸量在花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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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高值，而在其他阶段下降n]。对三七的研究结

果表明一月降水量和年温差是影响三七总皂苷的关

键因子，降水量有利于三七体内黄酮的累积，而对总

苷、多糖和三七素的累积有抑制作用r5]。对苍术的研

究表明降雨量是影响苍术挥发油量的重要生态主导

因子之一，高温是影响苍术生长发育的生态限制因

子之一[6]。由此可见，不同药材品种有不同的气候

幅，而且气候因子对药材品质的影响是多角度、多层

次的，因此综合应用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多

种统计学方法，揭示药材品质指标和外观性状与气

候因素的内在相关性，对不同产区的气候因子与药

材品质和外观性状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深刻阐释

气候因子对药材道地性的影响机制。

1．2土壤及成土母质与药材生态适宜性研究：目前

土壤因素与药材生态适宜性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土壤组分、土壤微量元素、土壤结构、土壤酸碱度等

方面。陈士林等r7]对暗紫贝母生长区的土壤进行主

成分分析，研究表明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差异是产生

松贝(川贝母)品质差异的重要因子。此外，对不同土

壤类型和三七皂苷量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不同土壤

类型对三七皂苷量影响显著，但土壤微量元素对三

七皂苷量无直接影响[8]。对野马追的生态适应性研

究表明，野马追适宜在微酸环境中生长[9]。同时有研

究表明在影响冬虫夏草品质的优劣方面，微生态环

境的作用有时超过大的气候环境、地域差异的作用。

不同产区药材品质与产区地质背景有一定相关

性，道地药材中微量元素的差异与地质背景有密切

关系。地质背景系统对药材品质的制约作用是通过

其外延的“岩石一土壤～药用植物”系统完成地质大

循环和小循环的统一，从而制约道地药材的分布、生

长发育及产量和品质。如四川灌县岩石呈现第四纪

地质体，土壤为冲积潮土，形成了川芎的优势小生境

效应系统。重庆石柱县岩石呈现侏罗纪长石石英砂

岩，土壤为黄化沙壤，形成了黄连优势小生境系

统[1 0|。道地金银花的分布受地质背景系统制约，主

要分布于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性半干旱气候区内，由

于受成土母质影响，金银花最适合的土壤类型是中

性或稍偏碱性的砂质壤土。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对土壤因素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土壤养分含量因子、土壤反应因子，土壤毒害

因子、土壤物理因子，而土壤微生态环境、土壤微生

物对药材品质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应加强药

用植物生长环境中土壤微生态和微生物方面研究。

通过生理生化试验和分子生态学方法对土壤微生物

类群、功能、结构多样性进行评价研究，分析比较不

同产区内土壤微生物的组成、种类和数量比例，并研

究其与道地药材品质和外观性状的相关关系。运用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筛选出与药材品质相关的微生物

种类(或种群)和它们对药材品质的贡献率，同时进

行道地药材与土壤微生物间的制约效应研究。

1．3地形地貌因素与药材生态适宜性研究：中药材

具有明显的空闻分布地域规律，药材的不同产区间

不仅存在地理位置差异，而且在地形地貌方面也有

很大差异。不同海拔高度对药材品质有一定的影响，

如黄连同一时期生长在低海拔处的根状茎质量和小

檗碱量大于高海拔处口¨，而短葶飞蓬在同一地区中

总黄酮量有随海拔升高而上升的趋势u引。海拔的变

化会引起气候微环境的改变，不同坡向和坡度的太

阳辐射量、土壤水分、地面无霜期不同，综合应用主

成分分析、回归分析及灰色关联理论等多种数学方

法分析药材品质与不同地形因子间的相关性，揭示

道地药材品质和外观性状与地形地貌的相关性。

1．4群落因素与药材生态适宜性研究：道地药材生

长的群落环境(包括群落组成和群落结构)是植物生

长的关键因素，关系到物种的生存、多样性、演替、变

异等方面，研究道地药材生长的最适群落环境是道

地药材与环境相关性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陈土林

等D 3,14]尝试以数值分类方法，初步确定了暗紫贝母

分布的植物群落类型及其群落特征，并研究了其群

落类型与松贝(川贝母)品质之间的相关性，指出绣

线菊+金露梅一珠芽蓼群落、窄叶鲜卑花+环腺柳+

毛蕊杜鹃群落、委陵菜+条叶银莲花群落所产松贝

为品质最优的商品规格；运用相似系数法对暗紫贝

母和川贝母分布的群落类型进行了数值分类[1“ls]。

王良信等口61对适于黄芪生长的群落类型进行了调

查，结果表明榛灌丛是最佳群落。

目前关于群落生态与药材品质相关性方面的研

究还相对较少，研究不同群落类型(包括群落的物种

类型、外貌和结构、组成比例、地理分布、生态环境

等)与道地药材品质和外观性状相关关系，得出不同

群落类型对药材品质的贡献度差异；同时，研究群落

和小气候包括太阳辐射、光照强度、光质、温度状况、

水分状况、空气成分、空气流动、土壤形成和环境、营

养分配等与道地药材有效成分累积和外观性状的相

关性，揭示群落生态条件与药材品质的密切联系。

I．5生态适宜性的遗传分析：目前关于药用植物遗

传分析研究多集中在利用DNA分子标记研究药用

植物的DNA指纹和遗传多样性。采用DNA分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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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方法，可以分析不同产地药材基因型与品质问的

相关性，研究种质资源的遗传分化，确定道地产区药

材种质资源的基因型，明确药材道地性形成的遗传

机制。因此，DNA分子标记方法不但是药用植物道

地性研究的重要手段，而且可以为筛选、寻找药效

好、有效成分量高的药物资源提供分子水平的依据。

对“南药”广藿香不同产地间的叶绿体和核基因组的

基因型与挥发油化学型的关系研究发现，广藿香基

因序列分化与其产地、所含挥发油化学变异类型呈

良好的相关性；基因测序分析技术结合挥发油分析

数据可作为广藿香道地性品质评价方法及物种鉴定

的强有力工具[1 7|。对浙江产车前种群遗传分化的主

成分分析表明，种群的遗传分化与地理位置、海拔高

度有联系r1 8|。对不同产地浙贝母的基因序列及生物

碱量比较研究表明，不同产地浙贝母的差异不是由

碱基序列，而是由小环境因素引起的[1⋯。

在药用植物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基础上，应

加强药用植物主要有效成分生物合成途径关键酶基

因的表达研究，揭示药材道地产区与非道地产区主

要有效成分生物合成途径关键酶基因不同生态环境

下的表达差异，建立以主要有效成分生物合成关键

酶基因为依据的道地药材产地适宜性分析技术。

2中药材综合区划和生产布局研究

综合区划是自然区划的深入，包括自然与社会

经济两方面。目前，我国的综合区划研究正处在起步

阶段，还没有成熟的理论体系，中药材综合区划更是

如此。中药材综合区划作为区划系统中一个独立的

单元，在局部地区或范围上与气候、土壤、植被以及

综合自然地理区划和综合农业区划工作有些差别，

但从整体情况看，基本上是相似的。随着科学发展与

生产需要，研究与进行中药材生产区划，对于因地制

宜地发展中药材生产及合理布局，发展优势品种以

及促进《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GAP)

与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全面实施都有着重要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综合以往诸多研究文献及成

果，可初步将中药材综合区划的研究进展归纳为3

个阶段和发展时期，简单来讲，经历了定性、定量和

多因素综合区划3个阶段。

2．1 中药材传统区划研究：传统的区划研究遵照自

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有计划调整产业结构，安排中药

材生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和科

学性。但由于所掌握的中药材具体的生境特点和生态

条件等方面的资料有限，所以中药材生产区划的研究

还相对比较落后，只停留在定性的研究阶段。就目前

来看，传统的综合区划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

区域性的综合区划。目前已经对江苏、贵州等进行中

药材区划，如在贵州的中药资源区域分布和区划中，

把贵州自然植被区域划分为8个植被区，并对各植被

区的中药资源区域分布进行了统计和介绍[2“。二是

全国性的综合区划。20世纪80年代初，由全国7个

部委、中国药材公司具体组织实施的全国中药资源普

查，对全国中药资源进行了初步的区划研究。在借鉴

农业区划等成果的基础上，首次研究提出了中药区划

的原则、依据和命名规则，建立了中国中药区划的综

合分区系统。按照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的地域分异规

律，全国共分为9个一级区(大区)和28个二级区(亚

区)乜¨。《中国中药区划》作为《中国中药资源丛书》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中药材生产的合理布局和分类指导

提供了定性依据。此外，为了更好地说明我国中药材

主产区的形成特点和分布规律，促进我国道地药材资

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通过对我国道地药材分布

情况的整理和分析，初步将全国划分为道地药材产地

区域和道地药材产区两个等级单位，并从分布上把我

国的道地药材分成3个大类群。传统区划研究中生态

因子考虑少，手工绘制的区域图较粗糙、灵活性差，限

制了对生产的指导。

2．2 中药材数值区划研究：数值分类是一种定量的

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和可重现性，能从大量的原始

资料中归纳出普通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定

性方法的不足。例如根据药用植物的地理分布，运用

计算机以组平均法聚类分析研究中药区划，将全国

分为4个区和8个亚区，并对各区和亚区的生态环

境条件、植物区系和植被特征做了阐述[z幻；运用该

方法还定量刻划了15种川产道地药材气候生态适

宜性∞3|。诸多实践证明运用该方法，能够较好地对

道地产地进行适宜性评价，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在

道地药材研究方面，初步对我国道地药材产地的形

成演变和发展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对我国道地

药材产区进行了区划的研究，初步将全国分为3个

道地药材产地区域和8个道地药材产区。在中药材

区划研究中，根据甘肃自然条件，运用模糊数学方法

定量20种绿色道地药材气候生态适宜性，提出了道

地药材生产合理布局及增产增值的设想。应用这类

方法进行区划得出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从

总体上来讲，仍不乏局限性，缺少自然因素和包括人

类活动等在内的社会因素的相互融合和综合效应评

价。另外，新技术新方法的不断引进和多学科交叉的

广泛应用，使得中药材综合区划概念也涵盖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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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因此，其研究内容和手段也不能只停留在定性

和简单定量的阶段。

2．3中药材多因素综合区划研究：近年来，随着计

算机和空间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道地药材生态适宜性

研究不断深入，中药材区划研究进一步向多因子指

标化、定量化、分析综合化、多学科、现代技术集成方

向发展。计算机和空间信息技术在农业、林业等领域

得到了初步应用。与农作物相比而言，中药材的分布

和生境相对复杂。中药材综合区划研究发展至今，仍

是特定历史阶段的阶段性研究，其区划结果是静态

的指标体系。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发展及气

候资料数据库的完善，生物适生地分析已实现了计

算机化。中药材的区划首先应参考我国综合自然区

划，在地貌区划、气候区划、土壤区划、植被区划、动

物区划以及综合农业区划等有关的区划材料基础

上，以中药材主产区在我国的分布规律和特点为主，

以气候、土壤、地貌、植被等因素为辅的原则进行。另

外，中药材主产区及道地产区的形成和变化有许多

人为和主观的因素，如过度采挖使褥原产地资源枯

竭导致产区转移，或开发新产区资源。如人参，由于

上党地区资源枯竭，转到东北地区发展；肉苁蓉在内

蒙古自治区的荒漠肉苁蓉资源已近枯竭，现市场上

主要销售新疆的管花肉苁蓉。总之，将生态条件如气

候、土壤、地形地貌、群落等自然环境与人文因子等

社会环境二者有机结合和叠加，进行中药材综合区

划才是科学的。

3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

tern，GSI)的中药材生态适宜性分析系统研究

地理信息系统的最大特征是将属性数据与空间

地理数据进行关联分析，以可视化方式显示事物的

地理空间分布特征。地理信息系统虽然在农业、林业

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实现土壤适

宜性评价；建立了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算法的特色经

济作物种植适宜性评价系统；从气候、土壤、区位、承

灾能力等方面，分析了上海蔬菜的生产优势区域。但

在中药领域其应用才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课题组首

次将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在中药材适宜性评价，与中

国测绘科学院和中国药材集团公司合作，共同研究

开发了国内外第一个针对中药材生产特点的“中药

材生态适宜性评价系统”(TCMGIS—I)。利用该系统

进行了多个药材品种的产地适宜分析，结果表明该

系统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使用性。

3．1 中药材生态适宜性评价系统构建技术

3．1．1数据整合及空间数据库建设：数据库建设是

系统进行空问分析与数据挖掘的前提，因此需对空

间数据库的构建原则、构建内容、数据分类体系、数

据组织、采用模式及数据更新方式等进行研究，以确

定空间数据库的建库技术路线。

研究药材生态、品质和社会经济要素等多源信

息的空间化技术，实现药材属性信息与空间信息的

一体化集成和表达。整合的数据主要有：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气候资源数据、土壤类型数据、中药资

源普查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见图1。

i苎望⋯l

图1空间数据库的构建

Fig．1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database

3．1．2 中药材生态适宜性的栅格数据模型：物种引

种的基本原则是气候相似，即引种地与原产地气候

相似。为精细刻画每一评价单元内的气候相似性，把

与中药材生长环境相关的各个环境因子分别量化成

栅格数据结构，即将海拔、降水、温度、湿度、土壤、日

照等因子数据转换成每平方公里的单元网格，即采

用栅格数据模型来准确评价每一空间单元内中药材

种植的适宜性。

3．1．3数据挖掘及相关分析模型建立：空间数据挖

掘是寻找大量数据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方法，应用

GIS进行空间数据挖掘是目前进行海量数据分析的

重要手段之一。道地药材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要素

的相关关系分析关键是相关分析的算法研究。基于

GIS分析平台，建立主成分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

析模型，用数据挖掘中的多种方法以及主成分分析

方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模糊数学等多种手段，研究

生态因子与药材品质问相关性，建立道地药材空间

知识库；综合运用空间叠加、合并分析技术和空间索

引策略，建立快速空间聚类机制；并编写相关算法，

以实现道地药材的生态环境相关分析的自动化。

3．1．4适宜区评价模型建立：根据药材品质与生态

因子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针对不同药材品种选

择合理的因子权重，研究与药材数据特点相符合的

数据标准化方法(标准差标准化、最大值标准化、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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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化等)，研究合理的衡量其他区域与药材道地

产地相似度的计算方法(绝对值距离、欧氏距离、明

考斯基距离等)，初步确定适合不同药材品种的适宜

区评价模型。结合专家系统和道地药材信息库对分

析结果进行评估及因素权重的调整，运用GIS技术

结合数学模型、聚类分析、模糊数学等技术处理各类

信息，确定道地药材的适宜区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

3．1．5空间分析：本系统中的空间分析分为栅格数

据空间分析和矢量数据空间分析两大类。栅格数据空

问分析用于寻找中药材的最适宜生长区域。矢量数据

空间分析用于对中药材生长区域和行政区划进行叠

加，进一步分析中药材适宜区的行政范围及面积等。

利用GIS统计分析、空间分析和数据挖掘等技术和

方法，结合药用植物的环境因子及土壤类型，构建评

价模型，从而确定药用植物的适生地分布规律。

3．2 中药材生态适宜性分析方法比较

3．2．I 基于点对点的中药材生态适宜性分析方法：

近年来，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中药材产地适宜性分

析也有不少应用实例。如北柴胡的适宜性产地分

析[2“，得出了北柴胡的适宜生长地点，分析的基本

原理是考察不同地点的气候相似距数值，获得不同

相似距数值等级的适宜产地。由于是比较不同地点

间的气候相似距，因此，只能说明某一地点而非某一

区域的数值等级，所以得不出适宜区的面积。同时由

于大部分药材分布在地形复杂的山区、沙漠、林下，

尤其是原生地在荒山僻岭的野生药材，周围气象站

点稀少，这种以县的气象站点数据为分析依据的点

对点的分析方法，会造成分析结果的偏差，不适合于

中药材。

3．2．2基于栅格数据的生态适宜性分析方法：中药

材产地适宜性分析地理信息系统采用的数据格式是

栅格数据，即各个环境因子分别量化成每平方公里

的栅格数据，利用栅格数据模型准确评价每一空间

单元内中药材种植的适宜性。对利用栅格数据分析

出的中药材生长区域和矢量行政区划图层进行叠

加，进一步分析和计算出中药材适宜区的行政范围

及面积。

利用TCMGIS—I进行了多个药材的产地适宜

性分析，如对蒙古黄芪的生态适宜性分析，结果表明

黄芪的适宜产区主要集中在山西北部、内蒙南部一

带，在东南部地区不适于黄芪栽培，与文献报道一

致[25]；利用TCMGIS—I进行三七产地适宜性数值分

类与区划研究，结果表明云南、广西等一些少数传统

产区是三七生态适宜集中分布区，而其他地区为零

星产地盈61；应用TCMGIS—1分析人参的适宜产地得

出人参除了适合在长白山区一带种植外，在内蒙、黑

龙江的大兴安岭山区，北京、河北的燕山山脉，山西

的太行山脉及陕西的秦岭一带有适合人参生长的山

地，从而验证了历史上人参在“上党”有分布的记

载[27|。多个单品种生态适宜性的分析结果验证了该

系统采用栅格数据格式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中药

材生态适宜性分析技术路线图见图2。

4讨论与展望

4．1 中药材生态适宜性评价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4．1．1取样代表性问题：药材品质受生长年限、采

样时间等多因素影响，解决某一生态区域内样品取

样的代表性问题是药材品质与生态因子相关性研究

的前提数据基础。

4．1．2多源数据集成问题：药材生态、品质和社会

经济要素等多源信息的空间化技术，实现药材属性

信息与空间信息的一体化集合和表达，最终实现药

材属性和空间信息增量更新的技术与方法。

4．1．3药材品质与生态因子间相关分析问题：药用

植物品质与生态因子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

系，而是多种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其规律研

究需要采用多种分析方法才有可能获得准确结果。

4．1．4基于空间数据的多指标综合分析：传统的中

药资源分析均是基于数据的多元统计，而中药资源

的分布本身是带有空间信息的，如何将中药资源的

空间信息和传统的数据进行有效地整合，实现基于

空间数据的中药资源多指标综合分析是目前存在的

关键技术难题。

4．2中药材生态适宜性分析系统：为了使中药材产

地适宜性分析系统可操作性更强，以方便不同层次

人的使用，目前还需建立中药资源评价模型库、适宜

性评价方法库和专家知识库等。

4．2．1 中药资源评价模型库的构建：模型库是进行

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的前提，模型库中应包括单指

标评价模型和综合评价模型。单指标评价模型对影

响中药材产地适宜性的单个因子进行分析评价，根

据各因子指标值与药材质量间的关系建立各因子相

应的评分函数并确定域值，包括气候相似性评价模

型、土壤适宜性评价模型、地形地貌适宜性评价模

型、群落生态适宜性评价模型等。综合评价模型是在

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社会和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下，对评价单元的产地适应性进行优劣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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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药材生态适宜性分析技术路线图

Fig．2 Analytical technique route of ecological suitabi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4．2．2适宜性评价方法库的建立：适宜性评价方法 材的主导因子和限制因子，但由于受研究范围及取

库为中药资源评价模型求解提供算法和程序的统一 样量的影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数据量太少不

支撑，包含产地适宜性评价常用的基本方法和标准 足以说明隐含信息；二是对利用回归方程得出的结

算法，如层次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相关分析、模糊数 果没有进行检验，给分析结果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

学分析方法、数据挖掘方法、灰色系统分析方法等。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开发的中药材产地

方法库的建立有利于实现模型与方法的分离存储， 适宜性分析地理信息系统(TCMGIS—I)从大角度研

有利于新方法的生成和修改，可根据不同的决策和 究全国范围的中药材的生态适宜性，划定出药材生

分析需要选取适当的算法。 长的适宜区、次适宜区和不适宜区，其分析结果将为

4．2．3专家知识库的建立：专家知识库存放所需要 生态主导因子和限制因子的分析确定准确的试验范

的领域知识，用于指导适宜性评价过程和帮助对评价 围，而生态主导因子和限制因子的研究结果又将对

结果的评估。是在评价决策过程中，通过人机交互作 系统的权重进行重新划定，使分析结果更准确，二者

用，模拟决策者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过程，依据决策者 相辅相成。因此，应用TCMGIS—I结合主导因子和

的经验、判断和推测，得到具有一定可信度的评价结 限制因子分析将为中药材生态适宜性分析的研究开

果。专家知识库包括事实库、规则库和约束库3部分。 辟广阔的应用前景。

4．3 中药材生态适宜性主导因子和限制因子分析：

生态适宜性主导因子和限制因子分析是个复杂的过

程，确定生态主导因子和限制因子并根据主导因子

和限制因子对生态适宜性进行区划，从而对次生代

谢物进行调节，排除不利因素，控制其向有利于合成

次生代谢物和提高次生代谢物量的方向发展，是生

态适宜性的研究方向之一。目前，生态适宜性相关的

主导因子和限制因子分析，多数通过主成分分析和

关联分析等方法获得，很少进行实验的验证工作。不

少文献报道虽然利用一定的数学公式找出了某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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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天然产物分离应用技术成果交流会暨2006年度论文颁奖大会

为更好地开展高速逆流色谱(HSCCC)在天然产物分离应用中的技术交流、促进高速逆流色谱技术应用

水平，上海同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一医疗集团生命

科学业务、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定于2007年6月11日(星期一)9：oo～16：00在南京中国药科大学举办

“2007天然产物分离应用技术成果交流会暨2006年度论文颁奖大会”。

会议将邀请陈凤庭、曹学丽、范国荣、顾铭、孔令义、欧阳藩、颜继忠、郑卫等专家老师作为主讲嘉宾(排名

不分先后，按姓名拼音排列)。

欢迎各位专家及各地区经销商参加本次研讨会，届时会议将免费提供午餐。由于场地原因，每单位限定

2人。敬请有意参加会议者务必于大会10天前传真、电告各联系人确认。

详细情况可登陆本公司网站查询!www．tautobiotech．com．

日期：2007年6月11日9：oo～16：oo 地点：南京市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

Tel：(021)51320588—8028／8029／8030； Fax：(021)51320502

E—mail：tauto@tautobiotech．corn联系人：方先生、陈小姐、赵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