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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慢性气道疾病中医防治关键技术及推广应用

项目名称 慢性气道疾病中医防治关键技术及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推荐单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

关栏目均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填写要求。

项目围绕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支气管哮喘两大呼吸慢病展开，首次提出并

明确了慢性气道疾病存在中医核心病机的观点，建立了基于核心病机的慢病防

治思路和方法，研制了创新药物补肺颗粒和杏贝定喘颗粒，进行了清肺消炎丸

和肺宁颗粒等大品种二次开发，开展了呼吸病中药组分/成库的建设。在此基

础上首次进行了基于疾病全程的中医治疗方药研究，开展了涵盖急性发作期和

稳定期的中医全程治疗方法的实践与评价。

将炎症概念引入中药防治慢性气道疾病临床和基础研究中，明确发病过程

中存在全身炎症状态的病理特点，系统分析中医药治疗慢性气道疾病的疗效机

理和作用优势。在"治未病"理论指导下，创制呼吸保健操并推广应用，同时结

合中医四时理论，创新慢病中医康复与管理模式，建立了融预防、治疗和康复

为一体的慢性气道疾病的中医防治体系，最终形成了慢性气道疾病中医关键技

术和应用公益平台。通过以上研究工作，建立了融预防、治疗、康复和评价为

一体的中医综合防治方法，为慢病中医药防治提供了一种示范模式方法，提高

了中医药对慢性气道疾病临床控制和研究水平。项目在全国 13个省市推广，

并被《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行业标准采用，同时在中国科协、世中联、

中华中医药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进行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经审查，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填写符合要求，公示无异议，

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推荐条件。推荐申报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项目简介

项目主要围绕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支气管哮喘两大呼吸慢病展开，系统阐

明了中医药在防治呼吸慢病中的重大作用。具体如下：

一、当前慢性气道疾病缺乏对疾病全病程的整体认识和干预，尚未形成防

治的系统体系，影响了中医药优势的发挥。课题组提出并构建了慢性气道疾病

中医药全病程干预的理论和方法。1．提出了慢性气道疾病存在中医核心病机

的观点并建立了挖掘方法；2．建立了基于核心病机的涵盖疾病的预防（治未

病）、治疗、康复和管理的防治思路和方案。二、缺乏现代疾病定义下的中药

新药开发研究，现有一些呼吸方向的名优中成药的临床定位不明确，有效成分

及疗效靶点不清。1.成功研制了创新药物补肺颗粒和杏贝定喘颗粒，进行了清

肺消炎丸和肺宁颗粒等大品种二次开发，创新了呼吸慢病治疗手段；2.开展了

呼吸病中药组分/成分库的建设，明确作用机制。三、中医药基础研究中未引

入国际公认的疾病模型制作方法和体外研究载体，存在造模方法标准化不佳及

体外研究载体不能真实反映体内病理生理学过程等关键技术瓶颈。1.首次将气

道上皮细胞气-液分层共培养技术，慢性气道疾病的基础研究中，提高了研究

水平；2.将系统生物学、化学生物学和结构生物学技术；基于靶点的药效成分

筛选、活性指导的 UPLC/Q-TOF 分离与鉴定、分子机理研究及药物配伍关系

研究平台应用于中医药防治呼吸慢病的基础研究中，为明确作用机制提供技术

手段。四、中医传统理疗康复方法缺乏在疾病概念下的设计与实践，其系统性

和规范性有待提高。1.在"治未病"理论指导下，将传统中医经络学说与现代呼

吸康复理论相结合，创制呼吸保健操并推广应用；2.规范冬病夏治和冬病冬防

操作流程，创新慢病中医康复与管理模式，建立了行业标准并推广应用；形成

了慢性气道疾病中医防治的关键技术和应用公益平台。五、中医药治疗方案缺

乏严格设计下的客观评价，缺乏对治疗方案的优化和规范化研究，影响了临床

疗效优势的发挥和治疗方案的推广应用。借鉴量表学的方法，建立了包含中医

证候要素的病人报告、医生报告、照护者报告的综合评价方法——三维主观报

告评价方法。

在以上研究工作基础上，建立了融预防、治疗、康复、评价和推广为一体

的中医综合防治方法，为慢病中医药防治提供了一种示范模式方法，提高了中

医药对慢性气道疾病临床控制和研究水平。



客观评价：

专家评价及鉴定情况：

天津市科委组织了本项目成果鉴定会，该项目以建立慢病中医药防治的核

心技术为切入点，形成融预防、治疗、康复和评价为一体的中医综合防治方法，

为中医药防治慢病提供示范，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推广应用情况：

（1）该项目建立的融预防、治疗、康复和评价为一体的中医综合防治方

法，构建的"基于核心病机全程干预-综合评价方法-创新药物研发-临床中医药

防治体系"的慢性气道性疾病中医关键技术和应用公益平台，为慢病中医药防

治提供了一种示范模式方法，提高了中医药对慢性气道疾病临床控制和研究水

平。项目在全国 13个省市推广，并被《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行业标准

采用，同时在中国科协、世中联、中华中医药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进行推广，

丰富了干预手段，提高了临床疗效并实现成果转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

益。

（2）该项目补肺颗粒转让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达仁堂制药厂，并已获得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试验批件。2015年达仁堂制药厂获得天

津市科技项目重大专项“补肺颗粒二期临床研究”资助，为补肺颗粒未来成功

上市产生更大经济效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3）该项目清肺消炎丸治疗慢阻肺急性加重期研究成果已转让天津中新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厂，开展了清肺消炎丸二次开发，明确了其

临床定位、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理。为此中成药二次开发提供了强大的科技

支撑,增加了品种的科技含量，促进了品种的市场销售，该项科技成果在天津

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厂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和经济效益，

发挥了重要的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4）该项目肺宁颗粒治疗慢阻肺急性加重期研究成果已转让修正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肺宁颗粒二次开发，明确了其临床定位、药效物质基

础及作用机理。为此中成药二次开发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增加了品种的科

技含量，促进了品种的市场销售，该项科技成果在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和经济效益，发挥了重要的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5）该项目哮喘急性发作期中医综合治疗方案优化研究成果已被 2013年

重大新药创制立项"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热哮）经典名方定喘汤的研

究"，开展了疏风定喘汤治疗轻中度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评价研究。通过上

述研究为江苏康源药业呼吸系统药品的申报和临床支气管哮喘中医药治疗提

供了大量详实的科学数据，发挥了重要的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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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

1. 孙增涛，教授，排名 1，工作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是该项目总负责人，

在创新点 1、2、3、4、5方面做出了创制性贡献。

2. 张洪春，教授，排名 2，工作单位：中日友好医院，对创新点 1、2和 3做
出贡献。

3. 白钢，教授，排名 3，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对创新点 4和 5做出贡献，具

体包括慢性气道疾病创新药物的研发和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开展研究，综合应

用多种现代提取分离技术，形成完善的中药标准组分/成分系统分离制备技术。

4. 刘恩顺，副教授，排名 4，工作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对创新点 1、2、3、
4和 5方面做出贡献，具体包括参与临床研究设计、病例收集和统计分析，引

进国外先进的气道上皮细胞气-液分层共培养的技术，并探讨中医药对慢性气

道疾病炎症状态影响等。

5.任明，副教授，排名 5，工作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对创新点 3有重要贡

献，具体包括建立了涵盖"病人主观感受-医生专业判断-专业护理发现-亲属日

常观察"四个不同层次的综合性疗效评价方法等。

6.姜民，副教授，排名 6，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对创新点 4和 5做出贡献，

具体包括建立基于靶点的药效成分筛选、活性指导的 UPLC/Q-TOF分离与鉴

定的技术平台等。

7.常艳旭，研究员，排名 7，工作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对创新点 4和 5做
出贡献，具体包括建立基于靶点的药效成分筛选、分离与鉴定的技术平台等。

8.刘二伟，副研究员，排名 8，工作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对创新点 4和 5
做出贡献，具体包括慢性气道疾病创新药物的研发和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开展

研究方面应用多种现代提取分离技术，形成完善的中药标准组分/成分系统分

离制备技术。

9.商丹丹，排名 9，工作单位：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厂，

对创新点 2和 5做出贡献，具体包括为方案临床设计、药物制备和课题管理提

供支持、开展了基于呼吸慢病全面评价体系的创新药物（补肺颗粒）研究和大

品种（清肺消炎丸等）二次开发等。

10.高陆，排名 10，工作单位：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创新点 2和 5
做出贡献，具体包括为方案临床设计、药物制备和课题管理提供支持、开展了

基于呼吸慢病全面评价体系的大品种（肺宁颗粒等）二次开发等。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天津中医药大学

项目负责单位，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课题

的实施提供必要的保障，保证了课题的顺利进行。本单位是整个项目总体设计

和管理单位，是证候调查的完成单位及临床干预评价的主要完成单位，为动物

实验的研究提供了药物及器械和实验场地等方面支持。作为课题负责单位，天

津中医药大学作为推荐和申报单位起到申报资料整理、审核，项目组织、管理、

协调等作用。为《慢性气道疾病中医防治关键技术及推广应用》技术开发和临

床应用做出重要贡献。

中日友好医院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为课题的实施提供必要的保障，保证了课题的顺利进行。

南开大学

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为课题的实施提供必要的保障，保证了课题的顺利进行。为动物实验的研

究提供了药物及器械和实验场地等方面支持为清肺消炎丸二次开发和补肺颗

粒深入研究提供支持。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厂

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为课题的实施提供必要的保障，保证了课题的顺利进行。特别是为清肺消

炎丸二次开发和补肺颗粒深入研究提供支持。

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为课题的实施提供必要的保障，保证了课题的顺利进行。特别是为肺宁颗

粒二次开发提供支持。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由天津中医药大学、中日友好医院、南开大学、天津中新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厂和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完成，这是慢性

气道疾病中医防治关键技术及推广应用过程中所形成的产学研合作团队，全体

完成人均为合作研究团队主要成员。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日友好医院、南开大学、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达仁堂制药厂和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开展慢性气道疾病中医

防治关键技术及推广应用产业化研究（天津中医药大学和中医友好医院负责慢

性气道疾病中医药防治系列临床和推广研究、中医药防治慢性气道疾病综合性

疗效评价方法研制；南开大学团队负责慢性气道疾病创新药物的研发和中药大

品种二次开发及中药标准组分/成分系统分离制备技术研究；天津中新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厂和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创新药物的

研究和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等）。

本项目完成人的合作方式包括论文合著、共同立项、产业合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