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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曙区章水镇的浙贝母产业园试验
田里，有一处精心保护的育种区，曾在太空
环游180多天的贝母品种“浙贝3号”在此茁
壮生长。一颗小小的中药种子能够“上天入
地”，背后有很多研发团队的托举，其中也有
宁波市中医院（宁波市中医药研究院）彭昕
教授团队的助力。

从中药材新品种的培育推广，到中成
药、大健康产品的上市，彭昕团队与企业合
作，让“一根草”长成“一根链”，不仅推动了
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助力了乡村振
兴和共同富裕。2024年，“浙产道地根茎类
药材育产研医融合提升和共富示范”项目获
2023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六旬老伯热水泡脚
竟导致大脚趾截肢
糖尿病足患者要注意这些

不久前，60多岁的梁大伯（化姓）
在家里用热水泡脚，泡了二三十分钟
后，他并未察觉到脚部有任何不适。然
而，几天后，他的右脚脚背出现了红肿、
溃烂，还形成了水泡。起初，他也没重
视，认为只是小小的烫伤，无需就医。
但随着时间推移，创面不仅没有愈合，
反而逐渐恶化，最终导致脚背皮肤坏
死，进行了植皮手术，大脚趾也因为感
染被迫截掉。

原来，梁大伯患糖尿病已有十余
年，平时血糖控制不佳，后来还出现了
糖尿病足。宁波市第六医院手显微整
复中心创面修复病区主任戚建武介绍，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之一，
随着糖尿病发病率的上升，糖尿病足的
发病率也在攀升。戚建武提醒，“糖尿
病患者如果血糖控制不好，长期处于高
血糖状态，容易引起周围血管和神经病
变，可导致足部血液循环不畅、感觉减
退。当足部受到烫伤、摩擦等损伤时，
患者往往无法及时察觉，且伤口愈合能
力差，容易引发感染、溃烂，甚至坏死，
增加截肢风险。”

戚建武表示，对于糖尿病足患者而
言，泡脚须格外谨慎。首先，泡脚水温
不宜过高，应控制在37℃以下，因为糖
尿病足患者对热的耐受性较差，高温容
易烫伤足部皮肤；其次，泡脚时间不宜
过长，建议控制在5分钟以内，最多不
超过10分钟，以免造成低温烫伤。此
外，泡脚后要仔细擦干脚部，尤其是脚
趾缝处，避免水分残留滋生细菌，导致
糜烂、感染等。“由于糖尿病足患者末梢
循环不佳，皮肤较为干燥，泡脚后还可
适当涂抹保湿霜保持皮肤滋润，减少皮
肤裂口风险。”

戚建武提醒，除了泡脚外，糖尿病
足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还需全方位呵护
足部健康。穿着方面，应选择柔软、透
气性好的棉袜，避免穿布鞋、硬皮鞋、拖
鞋等，尽量穿着旅游鞋等底厚实、弹性
好的鞋子，以减少足部受到摩擦和外伤
的概率。血糖控制方面，要特别注意饮
食，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平时可适当
调整进食顺序，先吃蔬菜和荤菜，快饱
时再少量吃米饭，有助于保持血糖平
稳，延缓并发症进展；同时还要坚持适
当运动。此外，患者日常可对足部进行
轻柔按摩以促进血液循环，但切勿用力
过猛，以免造成新的损伤。

记者 吴正彬 通讯员 赵蔚 文/摄

戚建武（右二）带领团队查房中。

让“一根草”长成“一条链”！
宁波这个团队做到了

彭昕教授（左）观察中药材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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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研发及临床应用等关
键环节，该团队也取得了一系列创
新性成果。比如，创立中药协定方
治疗多种慢性疾病，临床应用
7527例，总显效率达90%以上；在
完成质量标准和安全性评价的基
础上，制定浙贝母花省级中药炮制
规范，乌药叶入选了国家新资源食
品目录，还和企业携手上市了乌药
精茶等 3 个保健品，以及手工药

皂、牙膏、冻干粉等16款大健康产
品。目前，该团队已授权发明专利
20件（含美国专利1件），实现专利
技术转让 3 项。发表论文 65 篇
（SCI 收录 34 篇，一区 26 篇)，出版
专著1部。

围绕系列成果，该团队已获批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浙江省共建重
点实验室，宁波市A类重点实验
室，国家一、二、三产业融合标准化

示范区等。
“我们的初心是让百姓‘放心用

中药、用上好中药’，让中医药成为
守护群众健康的重要力量。”彭昕表
示，未来团队将继续通过整合资源、
技术创新与产学研医深度融合，促
进中医药事业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
路径和趋势，为浙派中医高质量发
展贡献宁波力量。 记者 庞锦燕

通讯员 陈君艳 文/摄

已实现专利技术转让3项
让中医药成为守护群众健康的重要力量

中药材真伪鉴定是保证中药质
量链条的前端。在彭昕教授团队取
得的众多成果中，基于DNA模拟
酶可视化鉴别药材真伪的方法是一
大亮点。

彭昕介绍，传统的中药材鉴定
手段大多依据其外部形态、显微结
构或理化鉴别，但光靠感官或理化
分析难以鉴别药材真伪。

“从外观上看，很多多年生根茎
类药材和伪品的根茎外形相似。比
如，三叶青和伪品——有剧毒的乌

头从表面看非常相似，有时候甚至
连有几十年经验的老药工都分辨不
出来。”她说，传统的中药材鉴别方
式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无法快速、经
济地进行鉴别；不适用于加工过的
药材；无法鉴别掺入部分伪品的正
品药材；显微镜下鉴别需专业人员
操作，无法满足快检需求。

彭昕团队创新了基于DNA模
拟酶可视化鉴别药材真伪的方法，
研发了准确、便捷的三叶青真伪检
测和产地鉴别方法，并开发出了一

套快检试剂盒。“2小时内就可以通
过显色反应肉眼鉴别正品、伪品和
掺伪品。它利用DNA序列位点差
异进行物种的鉴定，具有独一无二
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对市场上目
前发现的所有伪混品以及其同属近
缘物种均能实现有效鉴别。”

目前，这种鉴别药材真伪的方
法在企业收购中药材时被较大规模
地使用，大幅降低了检验所耗费的
人力物力，缩短了检验时间，并解决
了部分掺伪药材鉴别的难题。

创新开发中药材检测试剂盒
2小时内就能直观区分药材真伪

长期以来，多年生根茎类药材
的质量控制一直是一个难点。为
此，彭昕教授团队将浙贝母、麦冬、
乌药、三叶青这些道地的浙产根茎
类中药材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全产
业链研究。

比如有“抗癌仙草”和“植物抗
生素”之称的三叶青，十几年前还是
野生草药，野生资源濒临绝迹。三
叶青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人工栽
培难度大，即便农民实现了小范围
的自繁自育，多代以后品质也有所
退化。

比如“浙八味”之一的浙贝母，
十多年前由于缺乏系统的品种选

育，加之经年累月的熟地连作种植，
出现了病害加重、植株提早矮缩黄
枯等问题。

要想改变这些窘境，得从源头
上解决问题。彭昕教授带领团队，
与省中药研究所、合作社等合作，一
头扎进品种选育这个大课题。

12年间，该团队共建成4个核
心种质资源库，含种质资源 263
份。创新构建优质中药材“四阶式”
分子辅助育种技术体系，育成“泽青
1号”“浙贝3号”等药材新品种。其
中，“浙贝3号”被遴选为“神舟十四
号”航天育种品种。

2023年1月，“浙贝3号”种子搭

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顺利完成
183天的“太空旅行”，返回故乡并下
地种植。目前这批上过太空的“浙贝
3号”种子已入土栽培2年多。作为
育种的一种形式，“航天贝母”的培育
周期比较长，一般在六七年以上。彭
昕告诉记者，“‘航天贝母’一旦培育
成功，将提升浙贝母的繁育能力，丰
富种质资源，促进农民增收。”

目前，由彭昕领衔的“浙产道地
根茎类药材育产研医融合提升和共
富示范”项目，选育的中药材新品种
累计推广 7.91 万亩，成了带动宁
波、杭州、金华、丽水等地药农增收
致富的一剂“共富方”。

对浙产道地药材开展研究
培育出的“浙贝3号”曾被送上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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