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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海制版

张宝琛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
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采集标本。

西北高原所供图

塞隆骨。 佐太。 魏立新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采集标本。

青藏高原，这片广袤的高寒地带
孕育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生命奇
迹。奇特的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汲取
着高原的精华。很久以前，生活在这片
土地上的人们便发现了这些高原动植
物的神奇之处，并逐渐使它们成为传
统医药的宝贵财富。

数十年来，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北高原所）从

塞隆骨开始，开启了对传统藏药的研
究之旅。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因
为传统的藏药制作方法和质量控制标
准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然而，
科研人员并没有退缩，决心探索出一
条新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创新研究思
路，攻关共性关键技术，成功探索出一
套科学、有效的藏药质量控制方法。

野外科考发现“塞隆”的秘密1

古老 方的现代诗
■本报记者叶满山

在青藏高原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高
原生物———高原鼢鼠。其视力严重退
化，因此被人们戏称为“瞎老鼠”，而在
藏语中，它们被称为“塞隆”。

它们的体形粗圆，吻部短小，尾巴
短小而灵活。其四肢虽短却粗壮有力，
能在地下挖掘出复杂的洞道系统，以顽
强的生命力适应着高原的严寒和缺氧
环境。

然而，高原鼢鼠种群密度较高时，
会通过推土造丘、挖掘通道等活动，破
坏草地生态系统，使土壤松动、植被群
落改变，并进一步与家畜竞争优质牧
草，加剧了草地退化和土壤侵蚀。1985
年，西北高原所研究员张宝琛深入青藏

高原腹地，进行生化他感研究。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宝琛发现当地

牧民竟然用高原鼢鼠的骨头来治疗牙
齿松动。而在黄南藏族自治州，这种动
物的骨头更是被牧民们视为治疗腰腿
疼的良药。这让张宝琛眼前一亮，心中
涌起一股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这种动物，说不定真的具有治疗

风湿症状的药用价值。”张宝琛心中充
满了期待和激动。如果这种猜测成立，
那么原本被视为害兽的动物，或许就能
变害为宝，为当地牧民带来福音。

于是，张宝琛开始对这种动物进行
深入研究，希望能发掘出它更多的药用
价值。

2015年 4 月 9日，一篇题为《被“标准”的藏医
药：民族药干吗要用西方食品的标准》的文章，瞬间
引发国内外对传统药物安全性评价新模式的热烈
讨论。

1998年，医药行业遭遇了一个严峻挑战：中药重
金属超标问题被广泛揭露。这一发现不仅引发了行业
的关注，还引发了国际市场对中药的信任危机。美国
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将中国的传统中药归类为膳食
补充剂，并依据食品标准来检测其中的元素指标。
为了符合国外的标准和保护消费者健康，出口

的中药产品必须降低或消除其中的重金属含量。这
对许多依赖传统配方和制作方法的中药企业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甚至导致一些传统藏药企
业面临倒闭的风险。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许多药企找到西北高原所
寻求解决方案。于是，原本致力于塞隆骨研究的魏
立新决定将研究方向转向传统药物重金属安全性评

价体系的建立。
尽管千年以来，藏药制剂以其神奇的疗效为无

数患者带来了福音，但近几十年来，关于重金属超标
的负面报道频频出现，给我国传统医药行业的发展
乃至国家形象带来不小的冲击。

研究团队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以元素含量来评
价一切”是得出所谓“重金属超标”片面结论的理论
根源。

其中，被誉为藏药至宝的“佐太”更是引起广泛
的争议。

佐太炮制是一种独特的制药工艺，它能够将有
毒的水银经过特殊炮制，加入另外八种金属、八种矿
物以及硫磺进行配制，变成无毒的药物。这种工艺已
经被藏族人民传承了 1000多年。然而，在现代医疗
标准的审视下，佐太的安全性却备受质疑。

一时间，佐太的传统炮制工艺阐释、安全性评价
以及有效性研究，都成为摆在现代医学研究者面前

的难题。由于缺乏相关的现代药学科研报告证实其
效用和安全性，佐太难以通过专家评审，使其发展受
到极大阻碍。

为了揭开佐太的神秘面纱，验证其安全性，必须
从炮制工艺规范质量控制及标准和安全性评价等多
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然而，佐太的制作原辅料繁多、
程序复杂，关键技术更是历代藏医直传、单传，这对
一位汉族科学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

研究人员曾感慨：“许多人说藏药有毒，但是在
青藏高原生活了几千年的藏族同胞的经验验证了它
根本没有毒。”

在整个青藏高原，掌握佐太工艺的只有十几人，
他们肩负着传承这一古老智慧的重任。如今，随着现
代医学的不断发展，如果能找到一种更加科学、合理
的评价方式来评估佐太等含重金属传统药物的安全
性，也许能让这一古老的医学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带着新的研究方向，张宝琛满怀期
待地回到研究所。然而，迎接他的却是
一片质疑和反对之声：“鼠疫那么危险，
我们唯恐避之不及，你竟然还想拿它做
药用研究？”

张宝琛没有轻易放弃。他相信自己
的研究方向有着巨大的潜力和价值，必
须坚持探究下去。

经过一次次实验，张宝琛惊喜地发
现，塞隆骨的性味、功效、蛋白质成分和
含量与虎骨几乎一致。更令他兴奋的
是，塞隆骨对骨骼韧性和骨损伤的修复
能力明显高于虎骨。这意味着塞隆骨有
可能成为虎骨的替代品，为那些骨科疾
病患者带来福音。

于是，他带着新研究成果的相关资
料，跑到北京去寻求支持和合作。

1985年，随着国家对野生动物管理
逐渐规范，许多传统的药材来源受到限
制。因为虎骨来源减少，北京同仁堂含
有虎骨的药酒、中成药等不得不停止生
产销售。

就在同仁堂为寻找替代品焦头烂
额之际，张宝琛带着塞隆骨的研究成果
找到他们。双方一拍即合，决定成立研
究协作组，对塞隆骨及其制剂塞隆风湿
酒展开全面研究。

张宝琛深知这次合作的重要性，他
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
认可和应用，更是为了给青藏高原的牧
民带来福音。他相信，通过科学的研究
和验证，塞隆骨一定能够代替虎骨成为
一种新的药用材料，为人类的健康事业
作出贡献。

张宝琛带领团队从塞隆资源调查
入手，开展药化、毒理、药材生产工艺、
质控标准，以及塞隆风湿酒一期、二期
临床验证等工作。

经过无数次尝试和失败，他们终于
取得突破性进展，使得该药酒有效率达
到 89.1%。

1990年 5月，塞隆骨成为新中国成
立以来卫生部批准的第一个国家一类
动物新药材，作为虎骨的替代品入药。

塞隆骨的药用价值得到充分的验
证和肯定，为我国中医药宝库增添了一
个新的动物药，同时也为我国珍稀野生
动物保护，以及动物“变废为宝”作出了
重要贡献。
“虽然塞隆成为第一个国家一类

动物药材，但是其质量标准一直未予
颁布。”西北高原所副所长魏立新告诉
记者。

1993年，魏立新开始跟随张宝琛做
塞隆骨的质量标准研究。他们经过一年
多的不懈努力，使用特有的氨基酸去定
量胶原蛋白的方法，使塞隆骨的质量标
准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在魏立新
心中种下了一颗“做好民族药质量标
准”的种子。

塞隆骨改写千年虎骨入药史2

神秘的佐太3

在深入研究神秘的佐太过程中，藏族医师千百
年的知识传承不可或缺。为了消除与藏医药大师之
间的隔阂，魏立新意识到必须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出发，寻找共通点，以促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西藏藏医学院院长尼玛次仁是藏医药领袖人物，
素来反感那些打着研究藏药的旗号谋取私利的人。魏
立新几度登门拜访，对他并不了解的尼玛次仁一开始
避而不见，但最终还是被他的诚意和执着打动。

有一次，魏立新走进西藏藏医学院的会议室，面对
一批对藏药颇有研究的专家，一场舌战群儒的较量即
将上演，每个人都带着疑惑和挑战，向他提出问题。

会议室内气氛紧张而热烈，他从容不迫地回答每
个问题。当讨论逐渐深入时，他敏锐地抓住了机会，站
起身来，目光坚定地说：“各位专家，你们都是佐太领域
的佼佼者，现在我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家。”

众人面面相觑，没想到这位科学家会如此直接

地提出反问。他微微一笑，继续道：“第一个问题，佐
太炮制过程中，为何硫磺的用量远超传统配方中的
用量？这样的用量是否有什么特殊理由？”

众人被这个问题问得哑口无言，一时间会议室
里鸦雀无声。他并不急于打破沉默，深知这个问题的
答案对于解开佐太炮制的秘密至关重要。

过了一会儿，见无人回答，他便自己揭晓了答
案：“其实，硫磺的过量使用是为了帮助汞反应更加
完全。这是一个经过长期实践得出的经验。”

接着，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佐太炮制工艺中
为何要拉窗帘？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是否隐藏
着什么深意？”

这个问题同样让人感到意外，众人交头接耳，
试图寻找答案。魏立新见状，便解释道：“拉窗帘是
为了避免光线对佐太的最后合成产生干扰。如果
不拉窗帘，佐太的颜色会变成红色，这会影响其药

效和品质。”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让众人对他刮目相看。他们

纷纷表示，这位汉族科学家不仅有对藏药的深入研
究，更有对藏医药事业发展的执着追求。

尼玛次仁更是对魏立新赞不绝口。他觉得眼前
这位科学家不仅有着过人的才华和胆识，更有着一
颗为藏医药事业奉献的赤诚之心。
“从那以后，尼玛院长不仅亲自带着我参观佐太

制作现场，还把炮制工艺的藏文复印给我。一些成品
和半成品，我都可以拿走用于实验，这是之前无法想
象的。”魏立新说。

有了这样的助力，在首个民族医药国家项目“民
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究”中，研究团队首次组织
起西藏、青海、四川等地的藏医院及藏医药研究机构，
对佐太的特色传统炮制工艺、质量控制及安全性评价
等开展了深入研究。他们也被同行戏称为“炼丹大师”。

与藏医药大师“辩经”4

“佐太在医师指导下按临床剂量吃，没什么毒
性，这是我们得出的初步结论。”魏立新表示，“就是
因为拿西方对食品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药品，才会
有这么大的问题。经过长期研究，我们发现‘以元素
含量来评价一切’是片面的。”

基于此，西北高原所开创性提出并系统构建了
“五位一体”的重金属安全性评价新模式。

2014年 4月，魏立新携手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夔、
江桂斌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吴以岭等人，共同
发起并组织第 493次香山科学会议，聚焦“含重金属
传统药物与安全”议题，首次在国家层面就重金属与
健康这一敏感的社会问题展开深入的科学讨论。

这次的香山会议，是对传统医药行业发展的一
次重大推动，为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两年后，西北高原所再次站在国际舞台前沿，在
美国毒理学第 56届年会上牵头发起“草药与重金属”
国际圆桌会议。在这场会议上，国际专家们就传统药
物中草药 -金属混合物毒性整体评价策略达成共识，
为全球传统医药的安全性评价提供了宝贵参考。

2018年，面对西藏汞公共卫生事件的严峻挑
战，魏立新挺身而出，推翻了“藏药使西藏地区人民
和环境暴露于高含量甲基汞和汞”的说法。他的这

一表态不仅为藏药正名，更为整个传统医药行业树
立了坚定信心。
“决定从事藏药研究时，我的导师告诉我，统一

藏药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在我看到统一藏药
标准对藏医药发展的重要意义后，决定迎难而上。
如果通过科技手段把藏医药安全、有效、可控问题
解决了，藏医药必定会迎来发展的春天。”他说。

于是，魏立新带领研究团队建立了“藏药整体
质量控制模式”，从药材到成方制剂，全程把控藏药
质量。他们还开创了矿物类藏药炮制品的高灵敏超
微量表面分析、物相定量定性分析等表征技术，为
藏药的特色炮制工艺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了检测常规设备无法检测到的硫化汞，研究
团队创造性地运用国家大科学装置的同步辐射技
术，不仅定位与检测出微量汞的含量，还初步判断
出它的化学形态，破解了制约藏药发展的重金属安
全性评价技术这一世界级难题。

研究团队先后制定并提高了 102项国家级藏药
标准，为藏药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他们还
基于相关研究成果申请了 90件专利，其中 33件已
获授权，14件专利成功应用于青海相关企业。

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他们为多家藏药企业制

定并提高了国药准字号企业标准，助力这些企业
在 2011—2016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30.34 亿元、利
润5.62亿元。

通过规范炮制工艺、集成先进质量控制体系以及
突破重金属安全性评价技术等举措，他们改变了藏药
生产“黑、大、粗”的状况以及藏药科研“说不清，道不
明”的境况。他们的工作不仅显著改善了藏药行业的
形象，更传承发展了藏医药文化遗产，让这一古老而神
秘的医学体系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魏立新说：“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让藏药更安
全、更有效，更是要让藏医药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承
和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
并认可藏药，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

如今，西北高原所的科研人员，坚守在青藏高原
这片热土上，继续他们的藏药研究之旅，把古老的藏
药药方，写成了一首首荡气回肠的现代诗。

攻克藏药核心技术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