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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管理保品质

道地药材更地道

《“十四五” 中医药发展规

划》提出，制定发布全国道地药

材目录，构建中药材良种繁育体

系。 加强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

和生产基地建设， 鼓励利用山

地、林地推行中药材生态种植。

道地药材是我国传统优质

中药材的代名词，指一定的药用

生物品种在特定环境和气候等

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所形成的产

地适宜、 品种优良、 产量高、炮

制考究、疗效突出、带有地域性

特点的药材。

种植是中药材行业的“第一

车间”。 在种植环节，育种、栽培、

采收，时间跨度长且程序繁琐，如

何科学规范管理， 从源头保障药

材品质、保证中药材质量安全？ 近

日，记者赴四川、江西、甘肃等地，

调研探访，寻找答案。

良种繁育

从源头保障药材品质

铺膜、下种 、覆沙……

4

月

中旬，走进甘肃省陇西县双泉镇

胡家门村，层层梯田中尽是忙碌

的身影。 天气回暖，药农们正抢

抓农时，开始新一年道地药材黄

芪的育苗工作。

“育苗好坏直接关系药材质

量， 而育苗的关键则在选种。 ”

村民李伟军告诉记者， 过去，他

总在自家 地 里 育 种 ， 采 摘 、 晾

晒、选籽，程序多、耗时长，且出

苗率低。 去年换了政府推荐的新

种源， 相比过去自己手工拌种，

育出的药苗不仅品相好，亩产也

提高了

20%

。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

所所长郭兰萍告诉记者，提高种

子种苗质量，要在长期的实践和

生产中做好研究、 利用和保护 。

2022

年，国家药监局 、农业农村

部 、国家林草局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联合发布实施《中药材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 其中要求种植

基地统一种子种苗或其它繁殖

材料，这是保证药材质量均一性

的重要举措。

作为支柱产业，陇西县的中

药材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50

万亩

以上。 以黄芪为代表的道地药材

种植在这里历史悠久 。 《本草经

集注》记载 ，黄芪“第一出陇西、

洮阳 ，色黄白甜美 ，今亦难得 ”。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道地

药材逐渐出现种质退化 、病虫害

增加等问题。

“不同于粮食作物， 中药材

种植不仅要追求产量，更要注重

安全性，尤其是道地药材，育种

环节更要适应特定的自然条件

和生态环境， 做到种子道地、基

源清晰。 因此 ，道地药材的新品

种选育一般通过野生品种驯化

和 既 有 品 种 的 提 纯 复 壮 来 进

行。 ”陇西县中医药研究院院长

毛正云说。

道地药材良种选育的周期

漫长。“以黄芪种子的提纯复壮

为例 ， 选好适合培育的单株以

后 ，进入育苗、移栽、产种环节，

3

年一个周期 ，至少需要

3

个周

期性状才能稳定均一，具备通过

新品种测试的条件 。 ”毛正云介

绍 ， 加之扩繁 、推广等 ，即便一

切顺利，也要

10

多年时间。

锚定良种繁育目标，陇西县

与甘肃农业大学、定西市农科院

合作，

20

多年来， 成功驯化

192

个中药材品种，培育黄芪新品种

6

个 ，累计向全县大面积推广栽

培中药材品种

40

多个 ， 并制定

中药材种子种苗甘肃省地方标

准

30

项 ， 建立种子种苗标准化

繁育基地近

5000

亩 ， 有效解决

因盲目引种、种质混杂等因素导

致的药材质量下降问题。

标准种植

加强中药材生产质量控制

� 3

月底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

州布拖县的附子种植基地，地里

的附子刚冒出苗，管理员正在检

查记录附子的生长情况。 布拖县

由于地处高原 ， 气候较为寒冷 ，

当地附子生长周期更长，是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要求对中药材生产企业质量

控制实行“六统一”， 即统一规

划生产基地，统一供应种子种苗

或其它繁殖材料 ， 统一化肥 、农

药等投入品管理，统一种植或者

养殖技术规程，统一采购与产地

加工技术规程，统一包装与贮存

技术规程。

过去零敲碎打、各凭经验搞

种植， 种出的药材品相参差不

齐 、产量忽高忽低，收益没有保

障，难以形成规模 。 如今 ，越来

越多地方走出了“公司

+

合作

社

+

农户”的发展道路。

在四川凉山，目前已建成符

合

GAP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标准中药种植养殖基地两

个，即西昌美洲大蠊养殖基地和

布拖附子

GAP

种植基地， 逐步

建立起中药 材 规 范 化 种 养 、 采

收、仓储 、加工、生产等技术 、管

理、支持体系。

农户以土地入股，梦达公司

提供中药材种苗、 技术指导 、收

购和销售等， 村里成立合作社 ，

负责组织人员培训 、 基地务工，

三方按收益分红 ，这样的模式带

动了更多种植户规范种植方式 、

提升种植水平 。“现在， 不光是

种苗好了，栽种、剪枝 、打药、除

草、 防冻防虫等， 样样有讲究，

处处凭技术 。 ” 农户张伙如说 ，

比如过去什么枝该剪该留心里

没数，现在大家都有了标准的口

诀“上剪稀 、中剪空 、下剪光 ”，

枳壳树长势好，枳壳自然结得又

好又多……

土壤是中药材生长和扩繁

的基础 ，发展道地药材，需特别

注意土壤的健康管理。“以前种

植当归，普遍采用化学肥料和化

学农药，易使土壤板结 ，降低药

材品质。 ”甘肃岷县当归研究院

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郭增祥告

诉记者，如今，岷县约

10

万亩当

归使用生物农药进行病害防治 ，

降低农药残留的同时，能够改善

土壤团粒结构， 使土壤保持疏

松，当归亩产提高了

20%

左右。

“整体来看 ， 就质量合格率

来说，中药材的质量近年来一直

在提高。 然而，用现代技术检测

质量合格 ，不等同于中药的药性

足 、药效强。 ”郭兰萍说 ，“中药

药性形成是气候、土壤、生物、地

形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确保中药材药性，是要长期努力

的方向。 ”

提高药性

模拟中药材原始生长环境

中药资源具有多样性，很多

中药材来源于同属不同种的植

物，即使是同种来源，不同产区

中药材的药性和作用也常常不

同。 比如，以截疟为目的进行种

植区划， 会以青蒿素含量为依

据，青蒿的优质产区在我国的南

部；而以解暑热为目的进行种植

区划时，则会以青蒿乙素含量为

依据，青蒿的优质产区在我国的

北部。

郭兰萍告诉记者，中药材还

往往具有“顺境出产量，逆境出

品质”的特点，其药性的形成和

积累通常对生长环境有独特的

要求。 比如，很多药用植物主要

长在林下、山坡地、荒地或沙地，

一些高温 、昼夜温差大的环境反

而对提高中药材药性十分有效。

为此，由中国中医科学院黄

璐琦院士 、郭兰萍研究员牵头的

科技部重点领域生态农业创新

团队 ，在全国开展了“不向农田

抢地，不与草虫为敌 ，不惧山高

林密 ，不负山青水绿 ”的中药生

态农业研究与实践 ，提出“拟境

栽培”模式 ，即中药材种植过程

中，尽可能模拟药用植物野生生

境，尤其是模拟道地药材原始生

境，完成药用植物整个生长发育

周期，从而确保中药药性。

在安徽霍山县，野生石斛对

生长环境要求苛刻 。 《神农本草

经》记载“石斛……生六安水傍

石上 ”， 其自然繁殖率极低且生

长缓慢 ，再加上长期破坏性的采

摘，其野生资源一直处于极度濒

危的状态。 近年来 ，霍山石斛人

工种植极大改善了资源濒危的

状况。

除大棚栽培模式外，当地还

开展了林下栽培、 拟境栽培模

式。“中药农业不同于常规作物

农业，比方说 ，人们往往认为杂

草抢了土壤的养分 ，但杂草增加

了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对一些

中药材的生长是有好处的。 ”皖

西学院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教

授韩邦兴告诉记者，拟境栽培的

霍山石斛个头远小于大棚培育

的， 更接近于本草上描述的外

形。 目前，石斛的“拟境栽培”在

安徽六安地区已示范推广种植

2000

亩左右。 研究表明，在拟境

栽培下的石斛 ，其药用成分含量

高，投入成本相对较小 ，产品价

格昂贵，经济效益更高。

“中药高质量发展是个系统

工程，发展思路和模式、管理、技

术、行业习惯和认知都会直接或

间接影响中药质量。 ”郭兰萍认

为，要进一步完善中药资源动态

监测机制，促进珍稀濒危中药材

保护和利用，保障中药材稳定供

应。 大力发展中药材生态种植，

促进生态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提

高中药材质量安全。

（焦隆 王彤）

大榛子 + 中药材新型产业

共谱乡村振兴致富经

夏木成荫， 欣欣向荣。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

节，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拉阿达尔吐苏木图门嘎

查迎来了繁忙时节。 十余名务工人员戴着草帽，穿

梭在榛子林产业基地，正进行除草作业。 榛子树绿

意葱茏，播种的药材苗生机盎然，漫山遍野的榛子

树和药材长势喜人。

近年来，扎赉特旗探索增收致富新模式，推动

特色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引导群众转变

思想，大力发展新型产业，努力把“好资源”转化为

“好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

2023

年，扎赉特旗

阿拉达尔吐苏木有效发挥本地优势， 深挖“土”资

源、放大“特”优势，通过积极向上级争取项目，利

用嘎查集体林地，发展“榛子

+

药材”栽植模式的

新型产业。 项目包括滴水高灌工程、平欧榛子栽植

和复合栽植中草药苍术。

据了解，扎赉特旗在林草局中心林场、胡尔勒

镇满都拉图嘎查榛子种植基地的基础上，今年在努

文木仁乡、阿拉坦花两地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并带

动好力保镇等

5

个乡镇发展

2800

亩庭院榛子栽

植。 目前，扎赉特旗榛子林有

3500

亩进入产果期，

预计产量

90

万斤，年产值达

1000

万元。 这一“健

康果”与“希望果”正在为扎赉特旗的乡村振兴之路

注入强大的动力。

“为了扩大蒙榛产业面积， 我们今年计划栽植

蒙榛

17000

亩，届时全旗总的栽植面积将达到

4

万

亩，累积带动全旗就业

10000

人次。 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发挥资源优势，扩大‘榛子

+

药材’等新型

产业栽植面积，延伸产业链条，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新‘文章’。 ”扎赉特旗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周峰说。 （王文亮 乌雅罕）

辽宁桓仁：

小山参补益县域特色产业

进入

7

月，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迎来

山参采挖季。“好山参不易得，播种后自然生长于深

山密林

15

年以上的山参，方能称为野山参。 ”

60

岁

的参农庄国利说。

�

桓仁满族自治县地处长白山南麓余脉， 这个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县域峰峦叠嶂、森林茂密，适

宜山参生长，是远近闻名的“中国山参之乡”“中国

山参名县”。

“山参对土壤、水等自然环境的要求很高，良好

的生态是山参成长的必要条件。 ”庄国利说。 多年

来，桓仁满族自治县坚持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

发展并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78.94%

，地表水和地

下水均达到国家

Ⅱ

类水质标准。

迈过种植关，桓仁满族自治县着手搭建山参生

产、加工、研发、销售、体验全产业链体系。 走进桓

仁满族自治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条道路笔直宽

阔，一幢幢厂房拔地而起，其中不乏北京同仁堂、上

海医药、天津天士力等知名药企的身影。

据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

目前，桓仁满族自治县山参种植面积达

65

万亩；年

产山参干品

10

吨左右，占全国市场

70%

以上。

“近年来，通过加强品牌建设，桓仁山参产业价

值稳步提升，山参产业年产值已达

30

亿元以上。 ”

桓仁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姜霖说。 曾经深

埋山林的“土特产”，如今已变身为备受大众欢迎的

药品、食品、保健食品，不仅“补益”了县域特色产

业，还成为县域经济的“顶梁柱”。 （吴京泽）

吉林：

道地药材结出“致富果”

中药材是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 道地药材是我国传统优质药材的代表。 人参、

灵芝、平贝母、桑黄……在吉林，作为中国三大中药

材基因库之一的长白山地区，

900

余种中药材为发

展中医药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药用生物资源。

李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