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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es up with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ine medi-
cine currently, and prospects the research of our marin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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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提出了目前我国在海洋药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并对我国海洋药物研究作了展望。 

 

关键词：海洋药物；海洋天然产物；研究进展 

1. 引言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 70.8%，海水中溶存的元素

近 80 种，约有 17 种是陆地上稀缺的。海洋生物的数

量占地球生物种群数量的 80%以上，在海洋复杂而恶

劣的生态环境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经过长期的进化，

产生了与陆地生物不同的代谢系统和体内防御体系，

海洋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导致海洋药物具有生物多样

性，往往含有结构奇特、陆地生物无法比拟的海洋生

物活性物质，具有药理特异性、高活性和多样性。 

头孢菌素 C 实际上是最早发现的海洋药物，来源

于海洋真菌，目前已发展成系列的头孢类抗菌素，在

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 

上世纪 60 年代的抗结核一线药物利福霉素亦源

自海洋细菌。自此以后，世界各国已经从各种海洋动

物、植物和微生物中分离和鉴定了 2 万余个新型化合 

物，它们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包括抗肿瘤、抗菌、

抗病毒、抗凝血、镇痛、抗炎和抗心血管疾病等方面。

目前，国际上上市的海洋药物除了上述的头孢菌素和

利福霉素外，还有阿糖胞苷、阿糖腺苷、齐考诺肽、

曲贝替定、甲磺酸艾日布林、阿特赛曲斯和 Ω-3-脂肪

酸乙酯等 7 种。另外，还有 10 余种针对恶性肿瘤、

创伤和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海洋药物进入各期临床

研究[1]。 

因而向海洋要药物是药物发展史上的必由之路。 

2. 我国海洋药物的发展现状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域辽阔，海洋生物资源丰富

(目前我国已有记录的海洋生物有 21,855 种)。我国还

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生物治疗疾病的国家。早在公

元前的《尔雅》内就有关于蟹、鱼、藻类用作治病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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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记载，而在《本草纲目》中收载的约 1900 种药

物中，来源于海洋湖沼生物的药物就有 200 多种[2]。 

尽管我国有着上述资源和历史等方面的优势，然

而，我们也必须清楚的看到，我国目前海洋药物的研

发水平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

距[3-7]。 

2.1. 资金短缺、设备落后 

日本于 1988 年最早成立了海洋生物技术研究所，

并投资 10 亿日元建立两个药物实验室。每年用于海

洋药物开发研究的经费约为 1 亿多美元。欧共体海洋

科学和技术计划(MAST)每年投人 1 亿多美元作为海

洋药物研究与开发资金。在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I

每年用于海洋药物开发研究的经费都达 5000 余万美

元；近年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海洋药物研究资金

已增加到全部研究资金的 11%以上，而我国每年的海

药研发经费尚不足 5000 万元人民币。所以中国海洋

药物研究经费严重不足，难以与国外相比，尤其缺少

现代化仪器设备和实验手段。 

2.2. 缺乏有效的产学研研究平台 

由于海洋药物的开发涉及养殖技术、捕捞技术、

现代生物技术、制药技术等多种学科，需要各个领域

的密切合作，单靠一个领域的投入，很难取得可产业

化的成果。目前国内还缺乏一个有效的系统的产学研

研究平台。 

2.3. 海洋药物专业人才匾乏 

直到 1993 年在中国海洋大学才有了海洋药学人

才培育基地–海洋药化专业，但生源、招收数量、师

资力量等方面都很薄弱。在全国仅有的两所药学高校

——中国药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均未增设海洋药物

专业。因此，中国海洋科技从业人员队伍建设方面，

急需优化海洋教育结构、加强海洋高级人才培养、建

立有利于海洋人才开发工程的硬环境，制定有利于人

才辈出的政策。 

2.4. 海洋药物产业规模小 

目前国内海洋药物产业的企业规模小、数量多，

体制分割，各行其是，难以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

力、财力，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2.5. 信息化程度低 

尚没有建立专门的海洋药物相关的数据库，信息

共享程度低。 

2.6. 海洋生态、环保意识差，无序开发 

近几年我国近海药用生物资源状况有每况愈下

的趋势，海洋生态环境也日渐恶化。长此以往，势必

影响海洋药物产业和药用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 海洋药物研发建议 

海洋药物的研发与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

方面的有机配合和协助。目前，我国海洋药物发展正

处于关键时刻，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综观我国海洋湖沼药物科学和

蓝色医药工业、蓝色保健食品工业的现状、发展趋势

潜力，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3.1. 由政府牵头, 制订海洋药物研究开发 

总体规划 

美、日、英、法、俄等国家早在 90 年代就相继

推出包括开发海洋微生物药物在内的“海洋生物技术

计划”、“海洋蓝宝石计划”、“海洋生物开发计划”等，

投入巨资发展海洋药物及海洋生物技术。我国也应该

由政府牵头，早日制定专门的海洋药物研究开发总体

规划。 

3.2. 加大对海洋药物研发的财政投入，集中优势

兵力，形成局部的竞争优势 

建议国家能够加强宏观调控和协调规划，设立专

项资金，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资助那些由一流的

科学技术专家共同承担的海洋保健品和药物项目，以

形成局部的竞争优势。 

3.3. 突出中国特色，开展海洋中药现代化研究 

我国中药宝库里有大量的组方，若再配以海洋生

物活性物质组成独特的配方，将会具有独到的治疗效

果，由此制备成的新产品将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

色，有望为中国企业在世界制药领域争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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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建立紧密有效

的研发平台 

海洋药物研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有

机配合和协助。政府部门、实业界和科技界应高度关

注，密切合作，形成研发的合力。这样才能使科学技

术得到充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 

3.5. 综合多学科优势，培养海洋药物专门人才 

海洋药物的研发与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海洋药

物的研发急需各学科的专门人才。海洋药物人才培养

体系除了具有培养海洋药物专门人才的基本任务以

外，它还应该有：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和充实国民的

海洋知识，培养参与国际海洋大科学研究的研究人

才，培养参与海洋高科技竞争和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

的技术人才，培养为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复合

型人才。 

3.6. 加强信息化建设，强化资源共享 

建立专门的海洋药物相关的数据库，促进信息共

享。 

3.7. 加强活性物质的筛选等基础工作 

加大天然产物的广筛普选，开展海洋药用生物资

源调查，掌握我国海洋生物种类、分布及民间用药经

验。 

3.8.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合作，提高我国海洋药物

研发水平 

国际社会在海洋生物技术领域取得了很多好的

经验和成果，值得中国海洋药物科技工作者认真借鉴

和吸取。我们要大力开展国际合作，相互交流，寻求

合作机会，提高我国海洋药物研发水平。 

3.9. 提高海洋生态、环保意识，保持海洋药用生

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为保证我国海洋药用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应

增强海洋环保意识，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的方针，认

真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切实保护海洋环境和资源，

维持海洋生态环境平衡，使海洋生物资源向良性循环

发展。 

3.10. 鼓励创新，杜绝低水平重复 

国家应协调各部门加强对海洋药物研发的监管，

对有苗头的科研项目要加大资助力度，鼓励创新。尽

量减少资助上的重复和研究方向上的重叠。 

4. 海洋药物的发展展望 

海洋药物在我国的发展有悠久的历史，我国海域

辽阔，纵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致使海域营养丰富，

海洋生物物种繁多，使得我国在海洋药物研究方面具

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此外，历代的本草专著特别

是中华海洋本草收载了大量的海洋药物，显示出我国

在海洋药物研究和开发上具有一定的基础优势。伴随

着“蛟龙号”成功下潜 7000 米，将会有更多的海洋

资源被发现，这也给我国的海洋药物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帮助。近年，我国政府对中国海洋药物研究事业显

示高度重视。以海洋“863”计划、“科技兴海计划”

及“908”为主体的海洋药物研究专题正在开展；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创新药物基金等给予大力资

助。同时，“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的批复

更是吹响了山东半岛海洋药物发展的号角。并必将带

动广东、辽宁、福建、江苏等地区的海洋药物发展步

伐。另外，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家也相继成立了一批

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培养出一批海洋生物分类、化学、

药理、生物培养、基因工程等专业人员。以海洋药物

为中心的专业化药业逐渐形成。相信在下一世纪海洋

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将成为中国天然药物研究的新热

点。向海洋要药物必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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