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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视角浅析《中药资源综合利用与产品开发》
对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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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资源综合利用与开发是中药学科中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该学科是以中药资源为全部或部分原料，运

用中医药理论和现代多学科知识、技术，进行资源综合利用与产品开发研究的一门学科，该学科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

现代科学技术在中药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近年来中药新产品的深入研发而形成的，所以需注重学生运用多学科综合

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实践能力培养。随着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实践创新成为了实现优质教育的核心，该课程有利

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应用型中药资源人才，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和中药大健康发展战略的需求。基于此，本文根据《中药资

源综合利用与开发》课程与新型产品开发为主体，介绍了关于含中药保健食品的开发思路与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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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is a new branch of Chinese medicine 
discipline, the subject is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for all or part of the raw materials, using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odern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 the subject i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dely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 and formed, so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use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of comprehensive practice ability. With the 
major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pract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core of realiz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 This course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pplied TCM resource talents, so as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CM. Based on this,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of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 as the main bod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ideas of health 
food containing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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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社会，随着对中药资源的重视和中药产业的快

速发展，中药资源的综合利用与产品开发成为了学术界和

业界关注的焦点。中药领域不仅涉及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还关系到中药新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对于推动中

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尽管中药资源

综合利用与产品开发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但关于

这一领域如何具体影响并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研究仍

相对匮乏。特别是在教学实践中，如何将该课程的知识与

技能有效转化为学生的实际能力，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

索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旨在从学生视角出发，探讨《中

药资源综合利用与产品开发》课程在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

力方面的作用与效果。

1　中药资源综合利用与产品开发

1.1中药资源综合利用与产品开发的方向与发展

中药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是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

础，是中药资源产业链的源头。中药资源的综合利用旨在

通过科学合理手段实现其价值最大化，涵盖传统中药饮片

加工及中药提取物、配方颗粒、保健品、功能性食品、日

化用品等多个领域。随着科技进步和健康需求增长，中药

资源综合利用方向日益多元化，具体包括：其一，中药提

取物作为现代化重要成果，研究应用广泛，为新药、保健

品、化妆品等提供原料。其二，中药配方颗粒作为现代替

代品，市场规模扩大，未来定制化生产将成为新增长点。

其三，中药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为中

药产业开辟新空间。其四，中药日化用品作为新兴领域，

市场潜力巨大，可丰富日常生活用品选择并推动中药文化

传播。

1.2中药资源综合利用与产品开发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我国中药新产品研发能力已基本形成，规

范建设已初步完善，拥有中成药6000余种，中药新品

研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依旧存在着许多问

题，中成药出口仅占我国中药出口的15.4%。目前来

看，我国中药产业还存在创新体系不完善、基础研究

薄弱、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人才培养不够重视等诸多

问题。

1.2.1中药新产品数量众多，低水平重复严重

我国大部分中药产品存在科技含量低、低水平重复的

现象。在中药保健品领域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缺乏创新

以及综合实践能力的人才，导致无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大部分产品只能以仿制品为主，同类产品的过度重复必然

会造成中药资源的浪费、低水平重复生产以及无序的市场

竞争。

1.2.2高校基础科研与产品产业脱节

高校资源以及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联系不够紧密，甚至

缺乏衔接。在大学里、科研院所里具备大量的科研资源，

但是其研究成果的转化率极其低，我们应当有效联合，促

进高校创新成果的产业转化，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主动创

新能力以及实践能力。

1.2.3缺乏科研创新以及创新实践人才

技术和人才是进行产品创新的关键因素。中药资源综合

利用与产品开发领域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其中缺乏科研创

新以及创新实践人才是制约该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

之一。

在科研创新方面，中药资源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独特的

疗效，但其科研创新力度仍显不足。主要体现在对新药研

发、新技术应用以及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

中药资源综合利用的效率和水平有限。

在创新实践人才方面，中药资源综合利用与产品开发需

要既懂中医药理论又具备现代科技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然

而，当前这类人才相对匮乏，难以满足该领域快速发展的

需求。一方面，由于中医药教育的传统模式注重理论知识

的传授，而缺乏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在毕业后难以

迅速适应实际工作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该领域的薪资待

遇、职业发展前景等因素相对不具吸引力，也难以吸引更

多优秀人才投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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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开发新产品

2.1药食同源中药资源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药食同源中药是人类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发

现的一类兼具药食两用特点的中药资源，是健康中国建

设和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当今世界，亚健

康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性疾病逐渐成为威胁世界各

国人民身体健康的重大问题，医疗卫生服务亟需“重心

前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

持预防为主”“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我国的医

学模式亟需从“治已病”转向“治未病”。药食同源中

药资源作为我国中医药和饮食康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独具特色的健康资源，也是健康中国建设和大健康产业

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4]。

2.2中药保健食品的发展趋势

我国保健食品的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近年来，中药保健食品凭借其独特的健康理念和显著的保

健功效，在市场上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随着人们健康

意识的不断提升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中药保健食品的发展

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产品创新成为推动中药保健食品

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企业不断研发新产品，以满足消费

者的健康需求，如针对特定人群或特定健康问题的定制化

保健食品。另一方面，品牌化建设受到重视。知名企业通

过打造知名品牌，提升产品信誉度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

拓展市场份额。同时，中药保健食品的国际化趋势也日益

显著，越来越多的中药保健食品企业开始布局海外市场，

将中药保健理念推向全球。

2.3药食同源与中药保健品的研究趋势

含中药食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保健食品，是传统中医

食疗与现代新技术相结合的产品，利用中药来开发新型食

品，是人类对保健新概念的发展和再认识。当前，药食同

源理念在中药保健品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研究人员致力

于挖掘传统药食两用资源的现代保健价值，通过科学验证

其功效成分和机制，为中药保健品的创新开发提供理论依

据。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生物技术、分离提取技术、功

能评价技术等在中药保健品研究中的应用，药食同源资源

的开发利用将更加高效、精准。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也为药食同源与中药保健品的研究提供了新手

段，有助于实现个性化营养推荐和精准健康管理。此外，

药食同源与中药保健品的研究还呈现出跨学科、多领域融

合的特点。医学、营养学、食品科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

交叉合作，共同推动药食同源资源的深入研究和广泛应

用。这种跨学科融合不仅促进了中药保健品研究的深入发

展，也为中药产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校大学生以综合专业知识为基础，以中医药基础理论

为根本，开发出新型产品并在实验室进行实训操作，这就

体现了实践能力培养是培养创新意识、锻炼学生实践动手

能力的重要环节。

3　结语

中药保健食品作为中药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发展需深深植根于中医理论为指导，同时充分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精心研发出既安全又兼具保健功效与合理营养搭

配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中药保健食品。各高校应以学生为

中心，发挥其自主能动性，教师适时引导，把中医特色、

现代 科学技术、实习实训融入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教育当

中，全面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实践能力，真正培养出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社会用人单位认

可、符合大中药健康产业需求的，更具有实践性、创新性

的应用型资源人才，并且通过与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

关系，共同搭建起一个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

平台，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综合实践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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