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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參訪依據「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學術交流及參訪計畫 42」，由本

所中藥材發展組郭曜豪組長帶隊，與組員蔡耿彰副研究員、邱俊棠助理研究員於

105 年 9 月 20 日至同年 9 月 24 日赴中國雲南省昆明市進行。參訪中國科學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期間，拜會副所長陳紀軍教授與中國科學院院士孫漢董院士，雙方

對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與學術研究的經驗進行交流，隨後並參觀其「植物化學與

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子資源庫」，及

「昆明植物園」。此行也拜會了雲南大學「自然資源藥物化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張洪彬教授，與雲南白藥集團創新研發中心(原雲南省藥物研究所)。此次參訪，

對本組業務推動，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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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出國參訪活動為依據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兩岸擬推動中醫藥合

作與發展，訂定「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學術交流及參訪計畫 42」，前往中國科

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進行中藥研究的交流，參訪其「植物化學西部植物資源持

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子資源庫」、及「昆明植物園」。

本所中藥材發展組職掌中藥鑑定、種原保存及培育，中藥材標本製作、展示及應

用，中藥方劑及製劑改良，與其他有關中藥材發展事項之相關研究，因其職掌與

計畫內容相近，故由該組執行此計畫。 

 

二、過程 

此次參訪由本所中藥材發展組郭曜豪研究員兼組長帶隊，連同組員蔡耿彰副

研究員、邱俊棠助理研究員於 105年 9月 20日至同年 9月 24日赴中國雲南省昆

明市，此行除了參訪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之外，也拜會了雲南大學「自然

資源藥物化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張洪彬教授，以及參觀雲南白藥集團創新研發

中心(原雲南省藥物研究所)。此外我們也到昆明市當地的關渡醫藥好人家健康藥

房，昆明養心堂，以及七彩雲南的雲南名藥館等中藥販售地點，了解昆明市中藥

材販售的情形。 

 

1. 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參訪 

(1) 雙方座談 

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直屬於中國科學院，是中國植物學、植

物化學領域重要的綜合性研究機構。參訪當日，昆明剛結束多日的陰雨，

展露出高原風和日麗，清爽宜人的天氣面貌。我們一行人由昆明植物所

秘書田寧小姐帶領，抵達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究所。一下車，看到大樓

門口兩旁的清明上河圖裝飾柱，令人覺得非常特別。 

 



2 
 

 

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門口 

 

孫漢董院士親自在門口迎接我們，與我們握手寒暄，閒話家常，展

現親和的大家風範。隨後，我們到 2樓會議室與孫院士，以及中國科學

院昆明植物所副所長，同時也是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

重點實驗室主任的陳紀軍研究員進行座談。雙方簡單介紹與會人員後，

先由孫院士向我們簡介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設立宗旨與研究主題，摘

要如下： 

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從 1938年設立至今已有 78年歷史，以｢原本

山川 極命草木」為所訓。其研究重點主要有 2項：(1)以中國西南地區

的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為基礎，放眼於東亞生物多樣性的研究。中國西

南如雲南地處熱帶與溫帶地區，至西藏高原的寒帶地區，此區域開發密

度低，植物種類與數量多，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以此地區的植物資

源的開發利用為基礎，進行東亞甚至於全世界的生物多樣性研究為其目

標，以此設立植物標本館，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與植物園。

其中，昆明植物所標本館有 140多萬份標本，是全中國館藏數量第二大

(僅次於北京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標本館)，館藏物種最多的標本館；

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目前收集收集 9000餘種，共 6萬 7000多

份的植物種子，僅次於挪威斯瓦爾巴德全球種子庫(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種原庫；昆明植物所設有昆明植物園、麗江植

物園與西雙版納植物園。昆明植物園位於昆明植物所內，開放供民眾參

觀，深具教育功能。麗江高山植物園位於麗江，主要作為研究使用。西

雙版納植物園是全世界最大的熱帶植物園，現已從昆明植物所獨立，成

為一個熱門的旅遊勝地。(2)成立｢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

家重點實驗室」。中國西南地區豐富的植物資源，使植物化學相關研究一

直是昆明植物所的研究重點。由於其傑出的表現，除獲准訓練碩、博士

班研究生之外，於 2001 年由中國科技部批准設置國家重點實驗室，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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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完成，並分別於 2006、2011 完成評鑑(今年底也將評鑑)，是全中

國最大的植物化學實驗室，從事植物化學與植物資源、天然產物化學合

成、天然產物生物合成、天然藥物活性與作用機制研究、天然產物成藥

性相關研究。實驗室平均每年發表 200 多篇論文。發表論文除數量多之

外，論文品質也不遑多讓：最近五年在 Organic Letters 刊登的有關植物

化學的論文，有三分之一是由是其發表；在 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

發表的論文也有 7%是他們的研究成果；近五年也有多篇論文發表在

Natural Product Reports。除了進行基礎研究之外，也強調轉譯研究，已

有多樣研究成果正在進行臨床實驗。如陳副所長團隊研發的抗抑鬱藥物｢

奧生樂賽特」膠囊已完成二期臨床試驗、孫院士團隊研發的治療中風引

發偏癱的｢燈盞細辛酚」已完成三期臨床試驗，等待新藥證書與生產批文

核准即可上市等。 

待孫院士介紹完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之後，本所郭組長也向孫院

士與陳副所長簡介本所的緣起與現況。雙方並互相交流對植物資源的開

發利用與學術研究的經驗。其中，孫院士提到昆明植物所較缺乏藥理相

關的人才，以往是與其他大學合作。鑒於本所有相當多位從事藥理研究

的研究人員，孫院士與陳副所長皆表達與本所進行研究合作的興趣。整

個座談費時約 1小時，最後在雙方交換研究年報與合照後結束。 

 

 
本所人員與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陳紀軍副所長、孫漢董院士進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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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結束前留影(人員由左至右：蔡耿彰、郭曜豪、孫漢董、陳紀軍、邱

俊棠) 

 

(2) 參觀｢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 

座談結束後，我們步行到｢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

點實驗室」參觀。｢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

是一棟三層樓的大樓，我們在大樓前合影後，進到大樓內。大門一進去

是展示廳，陳列實驗室歷史介紹，研究主題分組與研發成果。 

孫院士親自向我們介紹展示廳的內容，他介紹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

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研究分組(基礎植物化學、有機化學以及

藥物化學，資源植物化學與化學生物學，藥用植物化學)，技術支援中心

(儀器分析測試中心，生物活性篩選實驗室，天然產物化學樣品庫，天然

產物分子模擬技術實驗室)以及實驗室重大的研究發現與研發產品。他特

別提到已去世的吳征鎰院士對中國植物資源相關研究的貢獻：他主導中

國植物誌的編訂，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也是在他的主導下設立，

昆明植物園新建的溫室扶荔宮也是由他命名，是昆明植物所與植物化學

實驗室的靈魂人物。孫院士也特別介紹他們陳列在展示櫃的研發產品，

有抗抑鬱的奧生樂賽特膠囊，具有止咳、平喘、祛痰、抗炎、鎮痛的 5

項功能的燈台葉鹼膠囊，治療中風因發偏癱的燈盞細辛酚，治療老年癡

呆的芬克羅酮，治療愛滋病的複方 SH等。他最後提到中國西南地區有豐

富的大型真菌，從這些高等真菌分離出 500種各類化合物，包括 200多

個新化合物，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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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大樓前合影 

(人員由左至右：邱俊棠、蔡耿彰、郭曜豪、孫漢董、陳紀軍、鞠鵬) 

 

 
孫院士親自介紹｢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緣起 

 

 
孫院士介紹｢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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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抑鬱的奧生樂賽特膠囊 

 

 
具有止咳、平喘、祛痰、抗炎、鎮痛的 5項功能的燈台葉鹼膠囊 

 

 
治療中風因發偏癱的燈盞細辛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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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老年癡呆的芬克羅酮 

 

 
治療愛滋病的複方 SH 

 

之後，我們上樓參觀實驗室，並由孫院士的學生目前也是植物化學

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普建新博士介紹他們的

研究成果。孫院士是研究五味子與香茶菜屬植物化學的泰斗，普建新博

士承襲孫院士，主要也是進行五味子與香茶菜屬植物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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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建新研究員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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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建新研究員像我們介紹其研究成果 

 

 
普建新研究員的實驗室 

 

(3) 參觀｢儀器分析測試中心」 

中午用餐後，我們在田寧小姐和鞠鵬先生的帶領下，首先參觀儀器

分析測試中心。該中心擁有質譜儀、X光單晶繞射儀、MALDI-TOF-MS、

NMR等先進設備，尤其是該中心擁有 800 MHz，600 MHz，500 MHz，400 MHz 

等共 7部 NMR。分析結果一律以網路傳輸，研究人員可以直接在他的電

腦查看分析結果。有這些分析儀器的支援，使得研究所研究人員可以在

10分鐘之內得到化合物的結構。此儀器中心除了滿足研究所所需，也開

放給其他科研機構送測他們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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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分析測試中心簡介 

 

 
NMR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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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光單晶繞射儀 

 

(4) 參觀｢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 

接著我們參觀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種質資源庫是由吳征

鎰院士主導下設立，耗資約 1.5億人民幣，於 2009年落成。為紀念吳院

士對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的貢獻，在種質資源庫一樓大廳陳設

吳院士的銅像。種質資源庫迄今已收集 9000餘種，共 6萬 7000多份的

植物種子，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種原庫。根據美麗的導覽員林陪小姐告訴

我們，種質資源庫請合作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採集種子，每一份種子數量

為 100顆，每個物種目標是收集 100份種子。由於有些物種較為稀少，

種子採集不易，因此有些物種收集到的種子上不及 100份，因此收集到

的 9000餘種物種只有 6萬 7千多份標本。種子收集有一固定流程，採集

到的種子登記備案後，經過初步乾燥後清潔，檢測其健康狀況，計算數

量後，進行主要乾燥後分裝入庫儲存。儲存期間會進行萌芽試驗，測試

萌芽條件與發芽率，確保種子地的生命力。 

我們依序參觀清潔室、檢測室、萌芽實驗室及種子初乾燥室。在種

子初乾燥室堆滿了從中國各地採集來的種子，各種種子大小不一，形狀

各異，真是非常的奇特。在萌芽實驗室，有數個恆溫培養箱恐致著不同

的溫度，濕度與光照時間，各種物種的種子在此測試其萌芽條件。最讓

我們嘖嘖稱奇的是種子不經染色，直接在 X光檢測儀下所顯示的繽紛色

彩。在種質資源庫成列了一張由各種不同植物種子的 X光照片組成的圖

畫，這張畫得過科學美國人雜誌的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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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門口合影 

 

 
與吳征鎰院士的銅像合影(人員右左至右 林陪、郭曜豪、蔡耿彰、邱俊

棠、田寧)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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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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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野生種子入庫保存管理程序 

 

 
種子初乾燥室 

 

 
各式各樣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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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萌芽試驗 

 

 
種子萌芽實驗室的恆溫恆濕生長箱一隅 

 

 
種子的 X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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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科學美國人雜誌一等獎的種子 X光照片組合圖畫 

 

種質資源庫內有一個令人驚豔的種子博物館。種子博物館開放給一

般民眾參觀，裡面除了介紹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成立種質資源庫的緣起，

一些植物相關的知識以及一些中國瀕危植物的介紹(種子已保存於種質

資源庫)等科普知識外，博物館也陳列了上百種的大大小小，形狀各異的

植物種子，最棒的是有體驗區，可以用手觸摸種子，感受不同種子在觸

摸時的感覺。此外博物館也陳列一些和種子相關的出版品。深具教育意

義。 

 

 
種子博物館展示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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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體驗區 

 

 
種質資源庫館藏      藥櫃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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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張紙種子展示     博物館陳列出版品 

 

 

(5) 參觀昆明植物園(扶荔宮、百草園) 

最後，我們在田寧小姐與鞠鵬先生的帶領下，參觀昆明植物園。行

走在植物園的走道上，高大的楓香將天空覆蓋，形成綠色隧道；走道兩

旁，雲南紅豆杉形成矮籬，別具特色。我們參觀的第一站是剛擴建完成

的溫室群「扶荔宮」。扶荔宮是由吳征鎰院士命名，占地 30餘畝，共收

集約 2000餘種植物，配合景觀造景，好像是一座美麗的花園。在門口即

可看見壯觀的主體溫室。在解說員普龍婕小姐的帶領下，我們進入溫室

參觀。首先看到的是果樹區，在此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果樹，其中有我

們而熟能詳的番石榴、楊桃，神秘果之前吃過，在這裡看到他的廬山真

面目。接著進入乾旱區，裡面種植了相當多種的蘇鐵、仙人掌、蘆薈等

耐旱植物；最後進入熱帶雨林區，裡面展示了多種熱帶雨林的植物，印

象最深刻的是桑科的箭毒木，其乳白色汁液含有劇毒，少數民族將其汁

液塗抹在箭上打獵。還有豆科的雨樹，在下雨時小葉會合攏下垂，相當

有趣。離開扶荔宮十，發現門口有標示工作人員的姓名與照片，讓遊客

有問題時，可以找到專人解決，相當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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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園走道兩旁樹影婆娑 

 

 
扶荔宮門前留影 

 

 
扶荔宮溫室壯麗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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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員名冊      神秘果 

 

 
乾旱區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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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毒木       雨樹 

 

之後，我們到百草園。百草園因「神農嘗百草」而命名，是一座收

集、保育和展示中國西南地區特色藥用植物資源的園區。園中有藥用植

物 1000餘種。走進百草園，中國傳統園林設計，小徑通幽，讓人不自覺

地放鬆下來。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園中的三七復育區，一畦畦的三七田

外圍著解說牌，科普三七的種原、藥用部位、用法、現況以及民間傳說

等，讓我們認識三七的長相外，也知曉關於三七的知識。 

參觀完百草園，我們回到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

點實驗室，與孫漢董院士道別，結束了充實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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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園門口合影 

 

 
三七復育區 

 

 
三七復育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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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園一隅 

2. 雲南大學與雲南白藥集團創新研發中心參訪 

因為孫漢董院士的學生，博士班導師肖偉烈研究員即將離開中國科學院

昆明植物所，前往雲南大學任教，因此在他的安排下，我們前往雲南大學參

訪「自然資源藥物化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首先拜會了實驗室主任張洪彬

教授，雙方簡單寒暄之後，由張教授的博士班學生帶領我們參觀實驗室。我

們發現實驗室的研究生每個人都在實驗桌旁進行實驗，沒有人坐在書桌前看

電腦或是使用 3C產品，這值得我們借鏡。 

之後，我們參觀雲南大學校園。雲南大學位於翠湖旁，其前身是於 1923

年由時任雲南省省長的唐繼堯省長在雲南貢院現址設立的私立東陸大學。雲

南貢院建於 1499年(明弘治十二年)是明清雲南地區鄉試的考場，現存的主

要建築有至公堂與東號舍(考棚)。在貢院周圍，還有當時設立東陸大學時建

設的會澤院與映秋院，會澤院是東陸大學的代表性建築，紅磚牆配上白色羅

馬柱，相當顯目；映秋院原是東陸大學的女生宿舍，由梁思成與林徽音設計

的代表性建築。校園內綠意盎然，配合古色古香的校舍，別有一番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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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大學「自然資源藥物化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大樓前合影 (人員由

左至右：蔡耿彰、郭曜豪、肖偉烈、邱俊棠) 

 

 
雲南大學古蹟：雲南貢院至公堂 

 

 
雲南大學古蹟：雲南貢院東號舍(原貢院至公堂東側考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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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大學古蹟：會澤院。「會澤百家 至公天下」是雲南大學校訓 

 
會澤院前合影 

 

之後我們驅車前往雲南省藥物研究所參觀。雲南省藥物研究所位於滇池

旁，在 2000 年企業化後於 2012年併入雲南白藥集團成為雲南白藥集團創新

研發中心。到達研究所後，由肖研究員的學長梅先生帶領我們參觀。藥物研

究所是以藥物創新開發為導向，他向我們介紹藥物研究所進行的雲南特產藥

用植物三七、重樓(蚤休)、燈盞花等研究，與開發出的產品。藥物研究所陳

列了近 300種藥材的標本，其中多數是中國西南地區特產的中藥材，如三七、

重樓、天麻、雪蓮、石斛、冬蟲夏草、瑪咖、茯苓、紫丹參等。研究所也展

示一些關於雲南地區的藥材的專書，如滇南本草、雲南天然藥物圖鑑等。梅

研究員最後帶我們到原料藥車間參觀，裡面是藥廠等級的儀器設備，全自動

進行進料、乾燥、萃取、過濾、濃縮、噴霧乾燥等過程，可以快速地製備大

量藥材的成分萃取，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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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藥物研究所 

 

 
研究所原料藥車間大門 

 

 
研究所原料藥車間內儀器陳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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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研究所標本展示櫃 

 

 
瑪咖藥材標本 

 

 
茯苓藥材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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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藥材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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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蓮藥材標本     重樓藥材標本 

 

 
天麻藥材標本     冬蟲夏草藥材標本 

 



29 
 

 
玫瑰茄藥材標本    紫丹參藥材標本 

 

 

3. 昆明市中藥材市場訪視 

昆明市是中國的中藥材集散地之一，藉著在昆明的機會，我們也走訪了

昆明地區三處中藥材販售點，包括兩個連鎖中藥房：「好人家中藥批發藥局」

與「昆明養心堂」，以及昆明著名觀光景點七彩雲南內的「雲南名藥館」。

我們發現 3間販售的中藥材皆非常相似，主要都是雲南盛產的三七、瑪咖、

天麻、石斛、紫丹參、辣木子、玫瑰花為主。這些藥材以散裝為主，購買後

依顧客需要可以將藥材直接打成細粉。除了中藥材外，這些藥房也銷售一些

藥品，如雲南白藥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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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家中藥批發藥局陳設 

 

 
昆明養心堂陳設 

 

 
七彩雲南內的「雲南名藥館」門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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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雲南內的「雲南名藥館」陳設 

 

三、心得及建議 

本次出國參訪的時間為 105年 9月 20日至 9月 24日。5天的時間中，因為

是台北往返昆明是晚去早回的班機，因此實際可以參訪的時間只有 3天。原本規

劃參觀麗江植物園的行程，也因為時間的緣故而作罷。在這 3天，我們先後參訪

了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雲南大學、雲南省藥物研究所，並訪視昆明市中

藥材販售情形，行程可謂滿檔。 

參訪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感觸良多，收穫更多。昆明植物所雖位於中國

西南邊陲地區，但是它能充分掌握此地區豐富生物多樣性的優勢，重點發展植物

化學相關研究，以中國西南地區植物資源開發利用為基礎，放眼於東亞，甚至於

全世界的生物多樣性研究，除了有高品質的基礎研究成果，也研發出不少產品，

造福人群。此外，為了保存與復育中國西南地區豐富的物種，成立中國西南野生

生物種質資源庫，現已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的種原庫。昆明植物所成功的例子，值

得本所借鏡。我們應該了解並充分掌握本所的優勢所在，以此發展出屬於本所獨

特的研究內容，並積極尋求外部合作，建立親密的研究夥伴關係，如此才有機會

在有限的資源中，開創出一番天地。 

其次，孫漢董院士專注於研究五味子與香茶菜屬植物的植物化學相關研究，

成就他現今在植物化學領域大師的地位。又如林仁混院士一輩子研究茶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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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應思考如何以自身優勢，選取具有發展潛力的研究主題，選定後排除萬難深

耕實作，精益求精，一定有機會成就自己，造福人群。 

另外，參訪昆明植物園時發現扶荔宮門口有標示工作人員的姓名與照片，讓

遊客有問題時，可以找到專人解決，相當貼心。此外，除了中文解說員以外，不

乏英文、日文、馬來文等外語解說員。本所藥用植物園以保育、研究、教育為目

的，是本所的亮點計畫之一。藥園解說員的訓練是不是可以借鏡昆明植物園，訓

練專任的解說員，或是訓練志工擔任，解說員也要有能力使用外語解說。 

最後，感謝本所與本組郭組長給予本人這次機會出國參訪，讓我可以拓展視

野，更了解自己的不足與清楚未來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