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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举证，观点碰撞
这是干货十足的国际连线

“Good evening！”“Good morning！”5 月 5

日早上八点，视频会议室内，陆续出现了一些熟悉的

面孔，他们互相打着招呼——中国中医科学院黄璐

琦院士、美国 MAYO CLINIC 的 INNOVATION

CENTER 负责人Jordan Miller教授、全球医生组

织负责人时占祥教授⋯⋯从未如此迫切，从未如此

心焦，这些专家聚集在一起，都因新冠肺炎治疗。

来不及多寒暄，各路专家直接切入主题——中

医药抗新冠肺炎。战疫一线亲身参加救治的英雄专

家从数据举证和经验积累说起。中国中医科学院黄

璐琦院士从 1 月 25 日带队驰援武汉，在国内抗疫核

心阵地，发现问题和困难，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

套以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案。

而后美国 MAYO CLINIC 的 INNOVATION

CENTER 负责人 Jordan Miller 教授介绍中药在

美国的政策和梅奥医院的研究经验，全球医生组织负

责人时占祥教授介绍中医药临床规范化研究设计的

国际规范。两位专家从专业角度，解读了推进中医药

走向全球的建议。比如总结中医药在抗疫研究经验

与经验成果，及时有效传播；加强疗效为中心的中医

药研究，提供可信研究数据、建立中医药发展联盟等。

创新驱动，硬核抗疫
这是中药扬帆国际的真实书写

在此次会议中，作为国内创新驱动为核心发展

的中药企业，有着扬帆海外经验的寿仙谷药业作为

企业代表，作了经验交流。寿仙谷药业李振皓博士

的报告《标准化驱动的中药质量控制策略》是中药通

过标准化走向国际化的最好回应。

中药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这两个问题，是掣肘

中药走向国际化的核心因素。“ 标准化就是话语权！

每个中药人都在为之努力。”李振皓博士说。2018年

12月20日，《ISO 21315:2018中医药—灵芝》正式

发布；2019年2月5日，《ISO 21370:2019中医药—

铁皮石斛》正式发布，这两个国际标准的制定承担者

是寿仙谷药业，这是属于中国中医药产业的高光时

刻。这也是我国中药企业在标准化驱动下，对于中药

质量控制的有力彰显。

在这两项标准的背后，是寿仙谷通过与雄厚的

科研团队合作，整合数十年的科技成果，采用先进、

科学的方法，系统化、规范化地开展国际标准研究。

在寿仙谷有机国药栽培基地的智能化大棚中，铁皮

石斛、原木灵芝、藏红花等名贵中药材得以标准化栽

培。攻克灵芝孢子去壁技术，去除灵芝孢子中的壁

壳等无效部位，实现了灵芝多糖和三萜等有效成分

的大幅度富集。2017年，据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国家一级科技查新单位）查证，寿仙谷第三代去壁

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提高8倍以上。

在李振皓博士的发言中，我们可清晰看到一条

从企业品种选育、有机栽培、精深加工、临床应用等

完善的中药全产业链，可以清晰看到一条中国中药

企业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上扬曲线，这一切

都是为了中药质量的标准化和一致性。

事实上，这些年，寿仙谷药业以院士专家工作站

为核心，组建了“一联盟二院五中心”等多个科研创

新平台，并长期与多个机构合作。这是一场与病毒

赛跑的战疫，也是一场存在危与机的挑战。在发言

中，李振皓博士表示：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药

人要倾尽全力，让中医药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的贡

献，寿仙谷愿在这一路不断奋进，持续探索中药国际

化的发展路径。

全球战“疫”正酣 寿仙谷贡献中药标准化智慧
本报记者 许嵘本报记者 许嵘

扁舟共济与君同，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人类都

是命运共同体。如何将中国阶段性的抗疫成果分享给

各国，形成全球抗疫情的合力，这是不分国界、不分种

族，所有科研和医护人员的共同使命与担当。中医药

在此次疫情的防控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也

为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5 月 5 日，一场链接全球诸多专家的“中医药

抗新冠肺炎国际交流会议”上线。该会议由中国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办，同仁堂国际和浙江

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协办。会议采取跨境视

频形式，参会专家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柬埔寨等

国家和地区。

一个胃癌晚期的患者，时而清醒，时而昏

迷。清醒时，他总和家人提起一件事：自己还有

一起案件未了结。患者姓陈，他所说的案件，其

实是一起租赁合同纠纷。因为欠下租金，自己

名下的房产已被法院处置，一部分用于还款，仍

剩下8万多元无力偿还。

老陈名下已没有可以处置的财产，这笔钱该

怎么还？躺在病床上的他，依旧挂心着这件事。

癌症晚期的他，清醒时一直念叨
有个官司要了结，有笔债要还
为了圆他的心愿，在法院调解下，亲人出资，债主让步，案件告结

本报记者 朱丽珍 通讯员 黄春燕本报记者 朱丽珍 通讯员 黄春燕

做生意亏了
卖掉房子不够还

老陈快60岁了，老家云南曲靖，在嘉兴做生

意好多年了，但近年来经营不佳，赔本亏了钱。

2019年，经嘉兴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老陈还

欠着物业公司17万多的租金和违约金。案件进

入执行阶段，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接手调查，发现

老陈的两套房子，一套早就被南湖法院拍卖后用

于偿还其他债务，仅剩这套房产，南湖法院也正在

拍卖。之后，经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参与分配，物

业公司拿到了执行款8.7万元左右。

两套房子都被拍卖了，老陈名下暂时再没

有可以被执行的财产——也就是说，老陈还欠

着8万多元的债务无力偿还。

“当时，他人没来，名下也没有财产。老陈

的个人债务，亲属是没有义务偿还的，且对方也

知道他胃癌晚期住院，案件没办法继续执行

了。”承办案件的章法官介绍，物业公司同意案

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如果之后发现他有财产

可以继续执行，案件随时可以再恢复。”

清醒时一再请求家人
能不能想办法把案子了结

老陈毕竟胃癌晚期，名下也不太可能有新

的财产。对于还钱，物业公司和法院其实都没

有抱太大希望。没想到，4 月 23 日，老陈的哥

哥给章法官打来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老陈的哥哥说，弟弟病入膏肓，常

常昏迷，但清醒时，总提起自己还欠着这8万多

元没有还，想把这个事情了结一下。

“哥哥 70 多岁，早就退休了，也没什么钱。

但他提出，愿意帮弟弟出2万块钱，问我们能不

能协调一下，把案子了结了。”章法官坦言，老陈

生着病还一直挂心债务，让他挺感动。

但毕竟涉及到 8 万多元的债务，得知情况

后，章法官多次与物业公司沟通联系，一方面告

知他们老陈的病情，希望对方能理解；另一方面

也转告他们老陈哥哥的提议。

和老陈产生纠纷的物业公司是一家国企。

老陈的执着、章法官多次沟通的诚意也打动了他

们。后来，他们同意老陈哥哥给出的方案，亲属

代为偿还2万元，案子了结。4 月 29 日，老陈哥

哥把2万元钱打到指定账户，完成弟弟的心愿。

取消限制消费措施
老陈坐上回老家的高铁

除了偿还债务了结案件外，老陈还有一个

心愿，就是能回曲靖老家，但因为之前被限制消

费，买不了高铁票。

考虑到老陈执行债务的诚意和病情，本着

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章法官在老陈还款之前，

就对接沟通，特事特办，帮他解除了限制消费的

措施。

4 月 30 日下午，老陈和

哥哥已经顺利买到了回老家

的高铁票。

“帮他还了债，了结了

案子，他也轻松了。”老陈

哥哥说，还债是他们该做

的，“要表扬的话，真的

该好好表扬和感谢章法

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