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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艳林，厦门大学博士，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厦门市政协委

员、厦门市特约监察员。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副主任、厦门市引种检疫与植物源产物重

点实验室主任。他主要从事药用植物、植物药和功能性食品开发，以及植物病毒学研究，重点研

究抗肿瘤抗病毒药用植物及其活性成分，在植物药用研究方面取得较大成就。疫情期间，他带

领团队和厦门市海沧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厦门市中草药学会合作，积极开展中草药在防治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应用的研究，研制闽南青草药茶、防疫青草药香囊，并带头捐资捐物，为防疫

抗疫做贡献，2020 年 6月被中国致公党福建省委会授予“致公党福建省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防疫抗疫做贡献 疫情期间有担当

2020 年初，一场新冠肺炎

疫情袭来。经过临床验证，传

统中医中药的治疗保健方法

能够一定程度上控制疫情。

明艳林长期从事药用植物研

究，便带领博士生李煊和厦

门市海沧保生青草药传习中

心副主任许子贤合作，积极

开展中草药在防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中应用的研究，并

将撰写的论文《中草药在防

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应

用》，第一时间发表在《亚热

带植物科学》学术期刊，共享

研究成果，指导抗疫。同时，

在厦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专家组组长陈耕的指导

下，他和厦门市海沧保生青

草药传习中心主任程伯豪一

起，积极组织、指导厦门慈济

北宫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成

员，联合台湾青草药专家，结

合中医名家名方，研制闽南青

草药茶、防疫青草药香囊等，

协同台湾青草药专家制作防

疫宣传册，深入海沧各社区向

市民赠送防疫宣传单，宣讲防

疫知识、分发闽南青草药茶及

配方，赠送防疫青草药香囊和

口罩，体现了他对社会的责任

与担当。

明艳林是湖北黄冈人，湖

北的疫情也牵动着他远在他

乡的心。当他了解到湖北黄冈

英山县防疫定点医院医疗防

护物资紧缺时，他第一时间联

系了英山县各医院了解情况，

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紧缺的

医疗防护物资送去。他先后为

英山县中医院募捐医用防护

靴 113 双、医用一次性口罩

600 只、外科一次性检查手套

2000 双，向英山县妇幼保健院

捐赠防污染鞋套 5000 双、医

用一次性口罩 400 只，帮助解

决燃眉之急。据不完全统计，

他还通过单位、同学会等渠道

向英山县中医院捐款 6500

元，同时发动亲友向灾区捐款

81755 元。

专注科研事业 开展特色药用植物研究

2001 年，硕士毕业的明艳

林就职于厦门华侨亚热带植

物园。他在引种园国家农作物

国外引种隔离检疫基地（厦门

点）工作，从事植物病毒隔离

及药用植物相关的研究。从小

就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他，硕

士期间主修植物病毒学，所学

的知识和技能在工作中得到

应用，期间被先后选派至巴

西、台湾、香港等地进行培训

学习考察，其研究成果“我国

兰花病毒的鉴定和快速检测

试剂和的开发”，经专家鉴定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赢得单位

和同行的一致认可。

工作期间，明艳林意识到

系统学术训练的重要性，以及

自身知识结构和科研能力的

不足。2004 年，他在领导和同

事的支持下继续赴厦门大学

生科院博士深造，从事抗病毒

抗肿瘤药用植物活性成分的

研究。2007 年学成回单位后，

他成为单位的学科带头人，建

立了科研团队负责学科建设，

开始筹建厦门市引种检疫与

植物源产物重点实验室，2009

年顺利通过验收。从事境外药

用植物的引种驯化工作，需要

具有国际视野的科技人才，到

了 2010 年，他又萌生了出国

继续学习深造的念头。于是在

2012 年，单位选派他到比利时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继续学业，

成为药用植物学博士后，后又

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

访问学者研究，专攻植物化学

和分子营养学。

多年的深造学习，让明艳

林的知识体系得到极大的丰

富，科研能力和素养得到了系

统的训练，也让他更加坚定了

自己对药用植物学的热爱。药

用植物在闽南这片土地上，千

百年来孕育出了闽南青草药。

闽南青草药既吸收了的中医

药的博大智慧，更融合了闽南

养生文化的精髓，是厦门市第

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很

多具有良好疗效的古方、偏方

和验方。2005 年开始，他带领

团队搜集了大量闽南地区民

间的古方和验方等中草药方

剂，并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检

验，以甄别出各种药的成分和

功效，筛选出了叶下珠等 15

种极具抗癌活性的、但关注较

少的抗肿瘤抗病毒的药用植

物，从中活性跟踪出 30 多个

活性化合物单体，并申请专

利。

除开展福建道地药材系

统研究外，明艳林多年来积极

开展境外珍稀药用植物的引

种驯化及其活性成分研究，尤

其非洲药用植物引种驯化工

作。为了做好境外药用植物的

科学引种工作，2009 年他开始

按照国家隔离检疫要求，系统

恢复国家农作物国家隔离检

疫基地各项功能，同时建立相

对规范的隔离检疫程序，并建

立厦门市引种检疫与植物源

产物重点实验室，在此基础上

着手境外引种工作。非洲马铃

果和非洲加纳籽是原产非洲

加纳的两种特色药用植物，它

们的种子提取物均是国际市

场稀缺的原料药，是厦门海沧

一家生物制药公司的拳头产

品，长期依赖从非洲进口两种

植物的种子作为原料。明艳林

团队与公司合作，2010 年开始

引进该植物，经过在园区内隔

离检疫、试种观察，再在周边

不同城市试种，系统观察植物

在不同环境下的生长情况、

药用活性成分含量，及药理

药效学研究。十年磨一剑，明

艳林不仅引种驯化成功两种

药用植物，最终在这两种植

物中分别提取出了一种抗肿

瘤活性成分和一种治疗抑郁

的活性成分，对相应病症的

治疗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

用，目前已经开始通过产学

研相结合的模式，在厦门同

安和福建云霄等地进行规模

化种植。

多年以来，明艳林以厦门

培养农业技术人才 归国学者的爱国情怀

明艳林曾在比利时留学，又到

美国做访问学者。身在国外的时候，

明艳林觉得自己的爱国情怀前所未

有的强烈，每天他都会关注国内的

新闻，为祖国取得的点滴发展而感

到自豪。回国后，他想倾尽所学回报

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发展也出一份

力量。

2015 年 9 月学成回国后，2017

年 5 月明艳林又被厦门市委统战部

选派至厦门市翔安区发改局挂职锻

炼。挂职这两年的经历对于明艳林

来说很不一样，用他的话说，从前，

他是个埋头在实验室里做研究的学

者，而挂职的经历让他意识到，要将

科学技术和地方经济相结合，才能

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也让他的研究

变得更有意义。

“我们想培养懂技术的新型职

业农民。”2019 年挂职结束，明艳林

开始用行动实践把科学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的科研理想，与福建省农

科院学界同行好友一起成立“助农

致富堂”，先后义务到厦门同安、南

平武夷山与光泽、三明明溪等地，传

授最新农业科学技术和知识，助力

农村合作社项目成立，用科学知识

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取得广大乡村

的农民的喜爱，并取得非常好的效

果。

两年来，明艳林带领团队积极

投入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基层

工作中。在大量乡村振兴的实践过

程中，他发现各类农业培训大多是

短期的、零散式的，难以培养出乡村

振兴的带头人。于是，他借鉴国外留

学期间了解到的乡村发展的经验，

率先提出“职业农民导师制”模式培

训乡村振兴骨干人才，该模式借鉴

高校导师培养研究生模式，培养农

业“研究生”，旨在长期持续培养更

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

业农民，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职业

农民转变。他说，这种尝试在厦门尚

属首次。

目前“职业农民导师制”培养模

式，已经在厦门市鑫美园果蔬专业

合作社（以下简称“鑫美园”）等企业

进行实践。在“导师”与“研究生”对

接下，鑫美园有效嫁接了科研项目，

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也有不少游客

慕名而来。明艳林希望这种模式能

得到更多推广。

关于未来，明艳林表示他将继

续自己的科学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

工作。他说他所在的单位是通过华

侨渠道，专职从事境外植物引种的

科研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很多爱国

华侨华人，不惜倾家荡产，把国外

粮、棉、油、果、药等优良植物，引进

祖国并大面积推广种植，类似的经

历在广东、广西和海南等沿海侨乡

均有。但是，由于当年的经历者慢慢

过世了，这段华侨引种、爱心报国的

历史，年轻人了解越来越少，很多具

有爱国教育意义的历史事迹缺乏系

统整理。因此，作为一名致公党员，

他还希望能整理华侨华人植物引种

史，研究新中国华侨华人引种报国

的相关事迹。他说，这项工作十分庞

大，现有历史资料的整理、侨胞口述

历史的回忆，都需要慢慢完成。他目

前已经和华侨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

的专家正在开展相关的工作，希望

更多人能够加入到这项工作当中，

不要让这段光荣的历史被时间埋

没。（部分参考《厦门日报》，福建政

协、厦门致公微信公众号）

市引种检疫与植物源产物重点实验

室为平台，先后与福建农林大学、华

侨大学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

站，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国家星火计划重大项目、

福建省杰出青年基金、福建省自然

科学基金、厦门市科技计划项目项

目等课题多项，发表 100 余篇学术

论文，获得 8项授权专利，其论文和

成果获得多种奖项，并被评为厦门

市首批优秀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和厦

门市拔尖人才。

□本报记者黄佳畅

之二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