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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 2020 年度

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的总体目标是：突出中医药的优势特色，继承与创新

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加强中医原创理论创新及中医药的

现代传承研究，加快中医四诊客观化、中医“治未病”、中药材生

态种植、中药复方精准用药等关键技术突破，制定一批中医药防

治重大疾病和疑难疾病的临床方案，开发一批中医药健康产品，

提升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层次，加快中医药服务的现代提升和中

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本专项以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中医“治未病”、中药开发及

质量控制三大领域为重点，从基础、临床、产业三个环节进行全

链条、一体化设计，将专项研究任务分解为中医药理论传承与创

新、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中药资源保障、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科

技示范、中医药国际化、民族医药传承与创新等 6大任务，2017

年—2019年已围绕上述 6大任务发布了三批指南。为认真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加

强中药材质量控制，结合专项整体实施部署情况，2020年拟在任

务“中药资源保障”的“中药材生态种植及安全性保障”方向部

署项目，实施周期 2020年—2021年。根据指南方向研究内容体量，



— 2 —

拟支持经费约 0.5亿元。

中药资源保障

1. 中药材生态种植及安全性保障

1.1 基于土壤特征的道地药材品质形成机制及产地溯源研究

研究内容：以 10种代表性常用道地药材为研究对象，围绕道

地药材形成过程中土壤特征与道地药材独特品质因子的形成规律

这一关键科学问题，通过对道地产区土壤特征的本底调查及稳定

同位素指纹分析，结合多谱学技术获取的道地药材品质因子，集

成建立多元标准化的道地药材品质因子及产区土壤特征大数据分

析平台。通过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分析提取变量特征并建模，结

合全局优化的方法构建土壤与道地药材品质因子的关系图谱，揭

示基于土壤特征的中药道地性形成科学内涵。同时，基于同位素

分馏原理、土壤特征—药材品质转化规律和地球大数据系统等信

息关联分析，建设现代技术的道地药材溯源检测技术集成，构建

道地药材产地真实性溯源平台。

考核指标：挖掘道地药材品质形成的关键土壤特征，建立多

维标准化的土壤特征可实际应用的大数据平台 1个；构建示范性

土壤特征与道地药材品质因子形成的关系图谱不少于 10套；基于

稳定同位素和元素指纹土壤特征与大数据关联分析建立道地药材

产地溯源数据集不少于 10种；构建道地药材产地真实性溯源平台

1个，实际判别、验证准确率不低于 80%。

支持年限：2020年—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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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1项

有关说明：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由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作为项目牵头单位，联合国内多学

科团队申报；项目下设课题不超过 5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

过 10家；课题参与单位应具备土壤特征研究、稳定同位素分析或

集成体系构建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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