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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作为中医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秦地无闲草，

自古多名医”之美誉，中医药在陕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

史渊源。中医药的博大深邃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中药医人去探

索、去考证、去研究、去传播、去发展，刘峰便是其中一员。

崇拜药圣李时珍  迈进中药学殿堂
刘峰生长于宝鸡农村，和其他小孩一样，从小就上山采挖

野生的柴胡、远志等药材，上交到药材公司，为生活拮据的家

庭赚点油盐酱醋钱和学费。儿时从长辈们那里学到了辨认、加

工中药的星点知识，也引起了他对中药的浓厚兴趣。1985年正

在读高中的他听到同学讲他们村出了一位现代“李时珍”，还

是他们的学长，曾就读陕西中医学院，正在编撰新版《本草纲

目》，他们都非常羡慕和骄傲，暗暗以其为榜样。刘峰高考时

毫不犹豫就将陕西中医学院药学系作为第一志愿签报，并如愿

以偿地进入了学院就读。后来见到传说中的现代“李时珍”陈

志成老师，才了解清楚，当时所谓的“新编《本草纲目》”，

刘峰，药物分析学博士，主任药师，执业药师，硕士生导师，步长制药科技管理中

心总监，陕西国际商贸学院中药研究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三

秦人才” 津贴专家，获得“咸阳市第十批有突出贡献专家”、“咸阳市中青年科技领军

人才”称号。国家科技部科技计划评价专家、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评审专家。

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的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大二

那年，学校开设药用植物学，因兴趣浓厚，他参加了中药鉴定

教研室主任王西芳老师主编的新编《陕西中药志》，与老师一

起在方格稿纸和硫酸纸上撰文绘图，王西芳老师成为他中药科

研的启蒙者和引路人。大学后两年，他利用课余时间和寒暑假

期，有幸参与药剂教研室主任赵争胜老师的新药天佛参口服液

/冲剂、力源口服液等新药的研究开发，获得了理论与实践充

分结合的机会，既深入理解了课本知识，又锻炼提升了实验技

能，更培育了科研思维。大学时代的丰富体验，植入了他中药

创新的基因。

1997年刘峰入职步长制药，正是国家科技部会同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等部门明确提出中药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战略构想，依

靠科技进步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之时，国家对中医药科

研平台建设、关键技术、新药研发等多方面给予支持，促进中

药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此时，已成为陕西非公有制企业纳税

第一大户的步长制药，公司总部由咸阳迁入西安高新技术开发

刘 峰  产学研融合驱动中药现代化的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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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独家专利中成药脑心通胶囊已形成2亿规模。步长公司

制定的科研发展战略和创建的企业文化吸引了刘峰。

聚力于中药研发 热衷于技术攻关
步长坚持以联合开发为主，自主研发为辅，整合社会优

势资源的产学研结合的研发模式；以中药为主线、高端化药为

右翼、生物药为左翼，保健品为尾翼的鹰状新产品布局，实施

“高中低长中短”全面协调发展；坚持生产一代，储备一代，

研制一代，构思一代的层递式良性循环运作机制。刘峰在步长

科技研发战略下，20多年来坚守科研一线，从事中药新药研究

开发等科研工作。

他潜心钻研，攻克技术难关，培养科研团队，建设创新平

台，在新产品研发、新药申报、产业化研究、药品上市后再研

究、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等中药全产业链开展系统研发。1998年

国家实施“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刘峰深入研读国

家对于医药行业的战略布局，将中药现代化落实在步长的科技

创新中，从国家“九五”到“十三五”计划期间，刘峰与其科

研团队成功开发了64个独家专利中药品种，形成了步长钻石产

品群；承担国家、省市各级政府科技计划项目140余项，获得

国家授权专利309件，形成了步长制药核心竞争力，支撑步长

制药规模超过200亿，成为中国中药第一品牌和中药现代化的

标杆。随着步长的快速发展，刘峰也由一名普通科研人员成长

为步长制药科研总监，专职研发人员由当初的4人发展到现在

超过200人。他的成长发展历程，也是一名企业科研工作者的

典范。

刘峰借力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国内外高端科研平台和优

势研发团队，与陕西步长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了冠心舒通胶囊

等30多个国家级中药新药，先后取得国家颁布的新药证书和生

产批件，已上市销售并广泛应用于临床，解除患者的病痛。此

举夯实了步长科研和新产品研发基

石，支撑陕西步长制药实现年产值

35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因贡献突出，2006年刘峰被陕西省

科技厅授予“陕西省中药现代化工

作先进个人”，2007年被陕西省中

医药学会评为“陕西省优秀青年中

医药科技工作者”。

随着步长制药“中药现代化、

市场国家化”战略的提出，刘峰针

对中药大品种普遍存在的药效物质

基础研究薄弱、作用机理尚不明

确、质量控制体系不够完善等问

题，开拓了中药大品种技术升级及

二次开发研究领域。为了充分利用

新技术、高端检测分析仪器和现代

生物学技术，创建研发新模式，2011年，刘峰拜西安交通大学

贺浪冲教授为师，攻读药物分析学博士，在导师指导下，采用

多种技术联合运用的集成创新模式，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揭示

关键药效成分的作用机制，为中药的现代化、标准化和国际化

提供技术支撑。同时，探索了一条中药复方制剂药效物质基础

研究的新路径。

刘峰牵头组建的科技创新团队，2015年被省科技厅认定为

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他同时被聘任为创新团队带头人。

他的科研工作先后获得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

项、省13115重大科技专项、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计划等政府

资金支持，并形成了6项核心技术，应用于中药大品种技术升

级改造，并构建了中药大品种技术升级及二次开发创新模式。

情寄GAP基地建设 梦圆中药资源普查
2002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了《中药材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试行)》(简称GAP) ，2003年省政府为发挥陕南秦巴山

区得天独厚的中药材资源优势，决定“建设一批中药材生产基

地，为中药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中药材资源”。

刘峰看到了广阔天地，他与步长制药中药资源专家马存

德，踊跃地投入到新的中药产业创新领域，并联合王昌利、王

�之、梁宗锁、周荣汉等省内外该领域的领衔专家及团队，从

陕南到陕北、由省内到省外，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遍访全国

中药地道产区，实地考察、科学论证，开展品种优选、地块确

定、种苗繁育、种植技术和田间管理优化、产地加工工艺开

发、储运包装研究等全方位的GAP技术研发，创建了陕西黄精

等步长制药十大GAP药源基地。

刘峰一直致力于“创新求变”。首创的“原生态”新疆红

花种植体系、“制药公司+科研机构+药材供应商+种植大户”

丹参基地运营模式、“野生变家种+有性繁育+人工抚育”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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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技术推广体系，分别在2013、2015年顺利通过国家GAP

认证，获得红花、丹参、黄精3个品种的GAP认证证书，实现

了步长中药大品种丹红注射液原料药材全部来源于GAP基地，

脑心通、稳心颗粒等国家基药和医保品种的主要原料来自GAP

药源基地，保障了步长药品质量安全、均一、稳定、可控，奠

定了步长制药“打造中国中药第一品牌”的基石，也为医药行

业供给了优质中药材。GAP药源基地建设不仅促进了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更是实现经济、社

会和生态环境三个效益统一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高中时期的“现代李时珍”传

说，已根植其心，圆梦之机终于来临。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距

今已有20余年，由于中药资源不断变化，迫切需要开展新一轮

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9年9月成立了全

国中药资源普查筹备技术专家组，通过中医药公益性行业专项

“中药资源普查技术规范研究与编制”项目起草《全国中药资

源普查技术规范》。刘峰凭借其丰富的中药材GAP基地建设和

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践经验，入选该项目组技术专家，开展

技术规范的编研工作。2015年1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

出版发行《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技术规范》，刘峰作为全国52位

参编人员中的陕西一线的专家学者列入编纂委员会。

鉴于刘峰在中药资源普查方面知识积累和技术优势，2013

年和2019年两次被陕西省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

省普查办）聘任为“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陕西省专家

委员会委员”，同时，2013年被省普查办聘请为汉中市普查队

大队长兼略阳县普查队队长，负责汉中市六县的普查领导工作

和略阳县具体普查工作。2019年被省普查办聘请为宝鸡市金台

区中药资源普查队队长，负责金台区具体普查工作。

创建科研创新共享平台 致力于产学研深度融合
自2008年受聘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以来，刘峰先后

被聘任为西北大学工程硕士研究生校外指导教师、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兼职教授、陕西国际商贸学院中药研究院院长兼医药学

院副院长，始终致力于产学研科研创新平台共享和研发优势深

度融合。

刘峰在步长制药，联合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省中医药

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牵头创建了“陕西省中药制药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创新药物研究中心”、“陕西省现

代中药制剂工程研究中心”三个省级创新平台，兼任中心主

任。坚持“整合、开放、服务、共享”原则，开发新产品、新

技术，解决中药产业共性关键技术问题，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培养产业化人才。刘峰在陕西国际商贸学院赵超董事长大力支

持，先后搭建了陕西生物医药创新制药技术研究院士专家工作

站/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分别获得省科协和

省委组织部认定；创建跨国、跨省、跨专业的协同创新体——

“陕西省中药绿色制造技术协同创新中心”，2018年被省教

育厅、财政厅列入“2011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组

建了陕西省中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共享平台、陕西省研究生联

合培养示范工作站等十余个省市级平台。刘峰发挥创新平台优

势，在应用型本科和研究型硕士培养方面，通过优化实践教学

体系顶层设计，整合资源，构建产教融合“四阶递进”式的实

践教学课程体系，着力打造“中药学、药物制剂学”两个一流

专业，将企业可视化设计、在线监控/监测、智能制造等先进

理念、高端技术、新型设备设施应用于教学中；依托校企联合

攻关项目，通过大学教师系统的理论知识，带领本科生、硕士

与企业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联合攻克药品研发和生产中的

技术难题。在实践中提升，在探索中发展，在创新中进步，显

著提升了学生“双创”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训练和项目孵化达

500余人次，学生获得各级创新创业和专业技能大赛奖项累计

80余人次，获批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60余

项，毕业生就业率连续4年保持95%以上，专业对口率85%以

上；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意识进一步加强。

在培育出一批高层次应用型、创业型、创新型人才的同时，培

养了一批学科带头人和青年科研骨干，9名教师被聘为陕西中

医药大学创新创业导师；打造了5个创新团队，“中药质量标

志物发现及应用创新团队”入选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近5

年，教师获批各级政府科技计划项目30余项，获得科技奖励5

项，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校企产教融合协同发展新模式。

通过近30年的创新实践，刘峰牵头组建创新研发共享平台

9个，主持政府科技计划项目25项，其中国家级10项，省级11

项，取得了多项重大技术突破；公开发表论文105篇，主编或

参编出版专著6部；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8件；荣获科技成果

奖15项，培养硕士研究生10名。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推进产学研

融合，助力中药现代化、产业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是刘峰

念兹在兹的追求。从一个懵懂少年到科技精英，刘峰赶上了中

药现代化的时代机遇，乘上了企业发展的快车，借力优质科研

资源，实践着自己的中药梦。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帷幕正在

拉开，更广阔的舞台在等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