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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分子生药学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对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起着重要的作用。按分子生药

学章节体系介绍一些课程思政案例，以期促进分子生药学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共建和共享，实现兼具科学素养和人文精

神的高素质中医药学人才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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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olecular biopharmaceutics contains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outlook on life, values, and professional views of talen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som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 studies in courses based on the 

chapter system of molecular biopharmaceutics, aiming to promote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 studies in molecular biopharmaceutics courses and achieve the training 

goal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 both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humanistic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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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药学是一门融合分子生物学技术与传统生药学的交叉学科课程，主要研究药用动植物的基因结构、功能及其与活性成分合成

的分子机制。课程涵盖分子标记、基因克隆、代谢调控等现代技术，旨在通过分子水平解析药材品质形成机理，提升中药资源开发与鉴

定效率。学生将掌握分子生药学的核心理论与实验技能，为中药现代化研究、新品种选育及质量控制奠定基础。课程兼具前沿性与应用

性，适合药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学生选修，通常面向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学生开设。这一阶段是开展专业学习的重要过渡期，既是专

业知识体系构建的开端，也是专业思维形成、职业素养培育的关键阶段，同时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具有深远影响 [1]。

分子生药学深度融合思政教育，在基因克隆、代谢调控等专业教学中，有机融入科研精神、中医药创新和生态保护理念 [2]。通过解

析药用成分的分子机制，既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又培育严谨求实、守正创新的科学态度，增强科技报国使命感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药

学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1, 3]。在分子生药学课程建设中，课程教研组梳理并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构建了与专业内容深度融合的思政

教学案例库。本文依据分子生药学知识模块划分，阐述各章节典型思政案例的设计与实施，通过系统化整理和分享这些案例，旨在推动

全国分子生药学课程思政资源的共建共享，为培养新时代兼具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4]。

一、分子生药学绪论中的思政案例

分子生药学是融合分子生物学与传统生药学的交叉学科，在

分子层面研究生药鉴定、资源保护及有效成分生物合成。自1995

年黄璐琦院士提出该学科概念以来，DNA条形码技术实现了生药

精准鉴定，合成生物学提升了活性成分产量，基因组学优化了药

用资源开发策略。这些突破不仅推动了生药学的现代化进程，更

为中医药国际化奠定了科学基础。该学科通过整合现代技术与传

统理论，为解决生药学关键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显著促进了中医

药的创新发展 [5]。

分子生药学从20世纪传统鉴定发展到21世纪基因组学研究，

中国科学家作出了突破性贡献。黄璐琦院士团队2010年建立的

“中药材 DNA条形码鉴定体系”，成功将现代分子技术与传统鉴

别经验相结合。以人参鉴定为例，从性状鉴别到 SNP标记分析的

演进，揭示了科学认知的螺旋式发展规律，体现了中医药现代化

“分子表征不离性味归经”的守正创新原则。中国学者在灵芝、铁

皮石斛等药用植物基因组学研究中取得国际话语权，彰显了“用

现代科技研究传统药物”的学科担当。这一历程培养了学生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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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识和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展现了分子生药学在推动中医药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分子生药学教学中，以野生人参、石斛等濒危药用植物的

分子保育为典型案例，通过探讨濒危物种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平衡点，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化其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意识，体现分子生药学在推动中医药可持续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分子生药学基本技术原理中的思政案例

在讲授 DNA双螺旋结构时，以沃森、克里克和富兰克林的科

研故事为案例开展思政教育。该案例从三个维度展开：1）通过物

理学、生物学和 X射线衍射技术的跨学科合作，展现科学进步需

要开放共享的学术环境；2）借富兰克林未获诺奖的争议，引导学

生思考科研伦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培养“站在巨人肩上”的学术

操守；3）分析双螺旋模型从假说到验证的历程，培养学生对科学

简约美的鉴赏力，并结合中国科学家在核酸研究中的贡献（如人

工合成 tRNA），增强文化自信和创新使命感。这一案例将科学史

与价值观教育相融合，既深化专业知识，又培养了协作精神、学

术规范和家国情怀。

在讲授蛋白质生物合成时，以中国科学家（1958-1965）首

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为例开展思政教育。该案例展现了四大

价值：1）科技自立，打破西方垄断；2）多单位协作体现制度优

势；3）217步反应的严谨治学精神；4）为生物医药研究树立伦理

范式。通过这一里程碑式突破，引导学生学习老一辈科学家的创

新精神、协作意识和学术操守，增强科技报国的使命感，是培养

科研素养与家国情怀的典范案例。

PCR技术的发明过程为课程思政提供了生动素材。该技术发

明者凯利·穆利斯在驾车时获得灵感，将 DNA变性与聚合酶特性

巧妙结合，这一过程展现了科学创新中直觉思维与实证研究的重

要性。作为分子生物学的革命性技术，PCR不仅推动了基因诊断

（如新冠疫情检测）、法医鉴定等领域的突破，更体现了科学技术

服务人类福祉的价值追求。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讲授我国是首

个开发出新冠病毒 RCR检测技术的国家，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科技

创新与社会责任的辩证关系，培养其“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和

“科技向善”的职业伦理，从而达成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双重

目标。

三、中药分子鉴定中的思政案例

讲授 DNA条形码的基本原理时，重点介绍中国科学家主导制

定《中药材 DNA条形码鉴定国际标准》的突破性成就，激发学生

的文化自信与科技报国使命感；同时通过剖析中药材市场检测数

据造假等乱象，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科研诚信对中医药行业健康发

展的重大意义，培养其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和守护中医药文化传

承的责任担当。

在讲授 DNA条形码技术鉴定中的应用时，以“黄精鉴别”为

典型案例，通过 psbA-trnH [6]、trnK-matK [7]等序列分析技术，

生动展示现代分子鉴定方法如何精准区分药材的基源。课程通过

对比传统经验鉴别（形态、显微）与分子鉴定的差异，凸显科学

技术对中医药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

在讲授扩增子测序技术时，以中药材“川贝母” [8]的分子鉴

定为例，展示该技术如何通过特异性扩增 ITS序列实现精准物种

鉴别。通过对比传统形态学鉴定与分子鉴定的差异，强调扩增子

测序技术克服主观偏差、提升鉴定准确性的技术优势。结合《中

国药典》逐步采纳分子鉴定方法的过程，阐释科技创新对中药质

量标准提升的推动作用。

在讲授民族药资源分子鉴定技术时，以藏药“红景天”和苗

药“钩藤”为典型案例，通过 SSR标记和基因组学技术，系统

展示分子鉴定在民族药资源保护与开发中的关键作用。课程通过

分析 DNA分子标记如何精准鉴定药材基原、建立地理标志保护

体系，帮助学生理解现代科技对民族医药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

同时，以贵州苗药产业园建设的科技赋能为例，展现分子鉴定技

术助力少数民族地区药材产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实际成效，

深化学生对“共同繁荣”理念的认识。同时，通过探讨民族药资

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

任感，引导其关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科技支撑作用，立志将专业

技术应用于民族地区发展。除了“本土”药物，可以以玛卡引种

研究为例，运用 ITS2条形码和 ISSR分子标记技术，探讨外来

药物本土化过程中的科学问题，体现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的有机

融合。

四、中药活性成分的生物合成与生产中的思政案例

在讲授合成代谢时，以屠呦呦团队发现青蒿素为例开展思政

教育。该案例展现了三个维度：1）从《肘后备急方》获得启发，

体现传统智慧的现代价值；2）通过传统提取到酵母合成的技术革

新，诠释“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理念；3）中国主导青蒿素国际

标准制定，彰显科研实力与文化自信。这一案例既展示了科学探

索的艰辛历程，又突显了中医药现代化的创新路径，激励学生将

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为中医药国际化贡献力量。

在讲授细胞工厂相关内容时，以人参产业发展为例，介绍人

参种植需6年以上，且对土壤要求极高，而合成生物学技术通过酵

母发酵高效生产人参皂苷，大幅缩短生产周期。这一突破不仅能

缓解东北山区土地压力，还能帮助药农转型，助力乡村振兴。但

技术推广也需考虑传统种植户的生计问题，避免科技红利分配不

均，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创新中兼顾社会公平。

紫杉醇是重要的抗癌药物，但传统提取方式需砍伐珍稀红豆

杉，严重破坏生态。合成生物学通过微生物发酵生产紫杉醇，既

保护了濒危植物，又降低了生产成本。中国科学家在此领域的突

破，打破了国外企业的技术垄断，体现了“科技自立自强”的重

要性。这一案例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引导学

生在科技创新中不仅要追求效益，更要守护自然。

在介绍合成生物学技术时，以黄芪多糖的规模化生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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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其为养殖业抗生素的理想替代品，既能减少耐药菌风险，保

障食品安全，又能推动绿色农业的发展，符合“健康中国”战

略。科技不仅改变生产方式，更应服务于人民福祉，让传统中医

药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融入了教导学生认识到传统并非

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这一辩证思维。

在合成生物学教学中，应注重将基因编辑、代谢工程等前沿

技术与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通过探讨基因技术的安全性评估和

伦理边界，培养学生的科研责任意识，确保技术创新合法合规 [9, 

10]。同时引导学生辩证看待科技与传统的关系：既要尊重中医药传

统智慧，又要通过现代技术推动其创新发展。这种“守正创新”

的理念，鼓励学生在未来科研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为中药产业转型升级作出贡献，展现新时代科研工作者的职业

担当。

五、道地药材形成的机制研究中的思政案例

道地药材作为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保护与发展过程深

刻体现了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在讲授道地药材内涵时，

可从云南文山三七到宁夏枸杞的地理标志保护入手，介绍“道地

性”不仅是对药材质量的认证，更是对中医药文化根源的守护。

贵州太子参“林药间作”的生态种植模式，将药材种植与生态修

复完美结合，既践行了绿色发展理念，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产业

支撑。再举国家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的例子，引导学生理

解在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为传统药材资源筑起安全屏障的同时，分

子标记技术等创新方法也能让古老的药材鉴别经验焕发新生。这

些实践生动展现了道地药材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和科技赋能方

面的多重价值。

在全球化背景下，道地药材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江西樟树帮炮制技艺的传承困境，折射出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

普遍难题。公共卫生事件中道地药材的应急调配，既彰显了制度

优势，也暴露出标准化建设的不足。国际社会对中药疗效的质疑

与引种热潮，既是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可，也带来了“去中国化”

的隐忧。这些现象能启示学生，道地药材要在新时代实现可持续

发展，必须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推进科技创新，在扩大国际

影响力的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这一中华瑰宝真正成为文化

自信的生动注脚。

除了讲授道地药材外，在讲授药用植物资源时，可以“外来

药物”为切入点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如通过分析《本草纲目》记

载的132种外来药物，引导学生认识中医药从来不是封闭体系，而

是在吸收域外精华中不断发展的智慧结晶；结合“一带一路”倡

议，讨论中医药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与文

化自信。本案例将历史传承与现代研究相结合，既彰显了中医药

的开放包容精神，又突出了科技创新对传统医药现代化的重要作

用，帮助学生树立“守正创新”的专业理念和推动中医药走向世

界的使命担当。

六、结语

分子生药学的思政元素课概括为6种：学科发展与家国情怀、

科研精神与学术伦理、中医药现代化与守正创新、生态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社会责任与职业伦理和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这

些案例不仅深化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还强化了其家国情

怀、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通过共建、共享分子生药学课程思

政案例库，可为中医药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推动中医药事业

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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