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河北

省邢台市南和区积

极引导农民因地制

宜调整农业种植结

构， 依托农业龙头

企业规模化发展地

黄、紫菀、黄芩等中

药材种植， 助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

图 为

12

月

3

日， 邢台市南和区

东明中药材种植专

业合作社农民在晾

晒中药材地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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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邢台：中药材种植助农增收

黑龙江省勃利县：

中药材种植

引领寒地富农新赛道

近日， 来到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海林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远远就听到加工厂房的机

器轰鸣声， 进入车间， 看到工人们正忙着分拣、

清洗、蒸煮、切片、烘干，昼夜两个班次生产，力

争完成

1160

吨中药材鲜切。 目前，合作社已收

购黄芩

130

余吨、苦参

70

吨、刺五加

900

吨、冻

青

200

吨、五味子

45

吨，收购、清洗、加工、装袋

销售，厂房内一片繁忙景象。

勃利县海林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建于

2014

年， 理事长王才是全省农村创新创业优秀

带头人， 他看到全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便在流转山地进行中药材种植，

2019

年购买了

加工机械，注册成立了中药材专业加工厂，在种

植中药材的同时，收购当地农民种植的道地药材

进行切片加工，每天能加工

2

万斤药材，还吸纳

村里

30

余名劳动力常年务工， 形成了种植、加

工、销售全链产业。

王才说：“药材加工厂全年无休。 第一季度

加工刺五加、黄芩，第二季度加工苦参、桔梗和

苍术，第三季度加工白鲜皮和威灵仙，第四季度

加工冻青，其间还要完成防风、蒲公英、赤芍等

中药材的生产加工‘零碎’订单。 ”

近年来，勃利县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战略部署，举全县之力发展

寒地中草药产业，打造“寒地北药之乡”和“中国

黄芩之乡”。

2024

年，勃利县中草药总种植面积

达

23

万亩，新增面积

0.5

万亩，其中刺五加优质

生产与精深加工产业化示范项目已在省农科院

立项。 同时， 勃利县还依托森林资源和气候优

势，鼓励能人创办合作社、公司，发展中药材特

色产业，带动广大群众发展中药材种植、加工和

销售，绘就了一幅强产业、促增收的和美画卷。

（黄晓慧）

陇西:

药材飘香 助力产业兴旺

陇西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 素有“千年药

乡”“天下药仓”和“西部药都”之美称，是全国重

要、西北最大的中药材种植、仓储基地和交易中

心。 近年来，陇西县充分发挥“陇上旱码头”的交

通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整合原有文峰和首

阳两个药材市场资源，在首阳镇规划建设了集公

共服务、药品检测和培训中心、中药材原药材交

易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首阳地产药材交易市场。

走进首阳中药材交易市场，原药材经销

区和切片大厅内 ，黄芪 、党参等 道 地 药 材 整

齐码堆， 不同规格的药材切片装包摆放，操

着 南 北 各 地 口 音 的 客 商 看 货 询 价 、 讨 价 还

价，现场人流如织、热闹异常。 陇西县中医药

产业发展局副局长魏振坤说，陇西县目前共

有各类中药材交易市场 23 处 ， 中药材经营

企业 500 多家， 本地营销人员达 3 万多人 ，

常驻 外 地 客 商 3000 多 人 ， 年 交 易 量 近 100

万吨 、交易 额 近 200 亿 元 ， 在 全 国 市 场 上 的

占有份额达到 20 %以上 ，党 参 、 黄 芪 等 部 分

品种占到全国一半以上。

质量安全是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和

重要基石。 2016 年，陇西县人民政府与天士力控

股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共同组建成立甘肃数字本

草检验中心有限公司。“检测中心成立的最大意

义，就是以科技检测能力为陇西县和定西市乃至

西北地区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创新赋能，让

好药用好数据说话， 让好药材卖上好价格。 ”甘

肃数字本草检验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谅说。

走进甘肃数字本草检验中心， 各检测室

的检测员正认真地检测着中药材、土壤、肥料 、

水质、 种子种苗 。“把需要检测的药材经过分

样，传递给技术人员，技术人员经过粉碎、前处

理 、进仪器分析得到原始图谱和数据 ，经过计

算 、 分析就可以得出最终的检测 结 果 。 ” 林

谅说。

甘肃数字本草检验中心经过研究、筛选、加

工，为种子包上一层营养剂和生长调节剂，使得

种子抗病性更高，同时便于机械化规模化种植管

理，这样的中药材便从源头上有了优质“基因”。

据统计，该中心自 2019 年成立以来，累计服务

陇西以及周边市县中小企业 1000 余家、种植合

作社 200 家、大学及科研机构 50 家，目前已完

成 6 万份样品检测报告。 （万及敏 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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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湖南药监局相继发布了行政处罚书，上海汇济药业芜湖有限公司、湖南

省弘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永州市永靛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和邵阳神农中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因生产销售劣药被处罚。

四家药企生产、销售的劣药均涉及中药饮片。 今年以来，还有多家企业因生产劣质中

药饮片被罚，中药饮片缘何成为劣药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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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

又有四家药企被罚逾

73

万元

中药饮片缘何成劣药重灾区

合计被罚没超

73

万元

安徽省药监局

11

月

28

日

披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 ，

2024

年

4

月

26

日，接省局《国

家药品抽检不符合规定产品核

查 函》（药 监 综 便 函〔

2024

〕

93

号）， 标示为上海汇济药业芜湖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红 花 （批 号

2305003

）经河南省药品医疗器

械检验院检验不符合规定，不合

格项目为【性状】。 此举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

2019

年修订）第九十八条第一

款“禁止生产（包括配制）、销售、

使用假药、劣药”等规定，上海汇

济药业芜湖有限公司生产被处

没 收 不 合 格 红 花 （批 号 ：

2305003

）

10kg

； 罚款

14

万元；

没收违法所得 、 没收非法财物

6.3042

万元。

12

月

2

日， 湖南省药监局

发布了

3

条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摘要，分别涉及永州市永靛中药

饮片股份有限公司涉嫌生产劣

药蜜款冬花、蒲公英案；邵阳神

农中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涉嫌

生产劣药人参片案；湖南省弘华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劣药炒

酸枣仁、款冬花、蜜款冬花案。

湖南药监局对永州市永靛

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做出的

行政处罚包括没收蜜款冬花违

法所得

13694.28

元； 处货值金

额

1

倍（药品货值金额不足十万

元的，按十万元计算）

10

万元罚

款， 罚没款合计

113694.28

元；

对该公司生产劣药蒲公英的行

为给予警告。

此外， 湖南药监局没收邵阳

神农中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违法

所得

16713

元； 处货值金额

1

倍

（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 按十万

元计算）

10

万元的罚款，罚没款合

计

116713

元。 湖南药监局没收湖

南省弘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炒酸

枣仁 （批号 ：

230604

） 违法所得

28600

元； 没收款冬花 （批号 ：

240301

）违法所得

12870

元；没收

蜜款冬花（批号 ：

240402

）违法所

得

14450

元；处货值金额

3

倍（药

品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

元计算）

30

万元罚款，罚没款合计

35.592

万元。

上述四家药企合计被罚没超

73

万元。

专家：

劣药频现

源于检测能力提高等因素

今年以来， 已有多家企业因

生产劣质中药饮片被罚。

其中， 四川省天府神龙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生产销售劣药净山

楂（批号：

20231001

），被四川省药

监局没收涉案产品

23.5kg

， 罚款

10

万元， 没收违法所得

3.64231

万元。安徽益生源中药饮片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合欢花 （批号

2309022

） 杂质项不符合规定，被

安徽省药监局没收召回合 欢 花

8kg

，罚款

11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0.03816

万元。 亳州市圣海中药饮

片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三棱（批号

211101

）浸出物含量不符合规定，

被安徽省药监局没收召回 三 棱

234kg

， 没收违法所得

1.10305

万

元，罚款

22

万元。

“多家企业因生产劣质中药饮

片被罚，这反映了药品监管部门对

中药饮片质量的严格监管和打击

力度。 ”中国中药协会合理用药专

业委员会执业副主委赵奎君向新

京报记者介绍，中药饮片领域劣药

较多的原因非常复杂。

赵奎君指出， 从客观原因来

看，中药饮片在药材端属于农副产

品，来源于植物，存在同科同属不

同种的情况 ， 非专业人士较难区

分，且经营中药材的人往往专业技

术能力不足，容易造成中药材源头

上的混乱；从主观原因来看，一些

不良商人为了利益最大化，对中药

材进行增重、染色，甚至用不同种

的药材冒充名贵药材。 例如，将价

格低廉的藏柴胡掺在北柴胡中售

卖 ， 在 红 花 中 添 加 矿 物 油 来 增

重 等。

此外，中药材还存在储存年限

的问题。 一些中药材由于储存时间

过久，挥发油下降，也就达不到药

用标准了，成为劣药。种植方面，尽

管现在形成了一些标准化种植基

地，但依旧杯水车薪，大多数农户

仍处于自由种植的情况，很难统一

规范。

“看似中药饮片领域频繁被检

出劣药， 实则是社会的检测能力、

认知水平提高了，对劣药的容忍度

降低了。 ”赵奎君表示，目前，从国

家药监局到各省市药监局都很重

视中药饮片的问题，每年都会委托

药监部门频繁飞检， 总体来看，中

药饮片的合格率在逐年提升。

（张兆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