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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

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积极推进中药材产业化
李爱宗

( 1. 中共定西市委党校, 甘肃 定西 743000; 2. 定西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甘肃 定西 743000 )

摘 要 定西依托中药材的种植优势, 把中药材作为当地重要支柱产业进行大规模地开发生产。通过调查

研究, 该文阐述了定西中药材种植概况、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如何积极推进中药材产业

化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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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是甘肃省中药材主产区和全国地道药材的重要产区之一
[ 1]
。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 定西市委、

市政府将中药材产业确定为战略性主导产业大力发展, 以打造 中国药都 为目标, 中药材基本完成了

产业聚集和规模扩张的历史性跨越, 开始步入以提质增效为主的良好发展阶段。定西中药材产业从中药材

的生产、加工到有效成份的提取、应用的每个环节, 正逐步做到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

1 中药材发展概况

定西地处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地带和西秦岭末端, 这里地形复杂, 土层深厚, 光照充足, 干旱少雨。季

节变化比较明显, 区域海拔差异较大, 独特的自然气候, 为中药材生产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蕴藏

着丰富的天然药材资源。

定西自古以来就以 千年药乡 著称, 是甘肃省中药材主产区和全国 地道药材 的重要产区之

一
[ 2- 3]
。由于定西特殊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中药材品种资源的多元和富集。全市现有中药材品种 313种,

其中植物药 289种、动物药 19种、矿物药 5种。在全国统一普查的 363个主要中药材品种中定西就有 135

种, 在中医药常用的 130多个品种中定西占到 75%。尤其是人工种植的中药材大宗品种 40余种, 其中当

归、黄 (红 ) 芪、党参三大主栽品种占 76%。 2008年, 全市农民人均从中药材产业中获得纯收入 390元,

中药材产业已成为定西市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目前, 定西市的中药材在全国市场上的占有份额已超过

20%, 许多中药材产品已远销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 20多个国家。

2 定西中药材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2 1 中药材生产取得的成就

2 1 1 中药材种植规模大、产量高

近几年来, 定西中药材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 6 67万 hm
2
以上, 分别占全省和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的

49%、7 6%, 成为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最大的市 (州 ) 之一。中药材中的当归、黄 (红 ) 芪、党参三大

主导产品分别占全省的 73 6%、70%和 65 2% , 全国的 60%、 20%和 40% , 总产量达到 16 25万 ,t 占

全省的 39 7%、占全国的 3 76%, 实现总产值 15 96亿元, 农民从中获得人均纯收入 390元, 占全市农

民全部人均年纯收入的 19%左右。定西的中药材知名度明显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国中药材的市

场供求和价格走势, 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有一定的份额。



2 1 2 中药材生产走上 科技兴药 之路

定西中药材产业从基础设施、加工园区、百味药圃建设及药理化验测定到新产品开发, 已初步形成全

市中药材的科研、生产、开发一条龙, 为全市大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在中药材发展方面, 定西已与中科院

兰州化物所共同组建了中药发展联合实验室, 开展中药材土壤及农药残留检测分析, 进行当归、党参、黄

芪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含量测定方面的研究, 开发出了当归精油软胶囊、党参健康含片、黄芪多糖咀嚼片、

党参健康糖果等新产品; 与中科院兰州化物所、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甘肃中医学院等科研单位和高校

合作, 在当归辐射育种、体质分离型选育、规范种植技术研究、生物肥料应用、低残留农药筛选、新药研

发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还依托甘肃定西扶正药业公司成立了甘肃省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研制出贞芪扶正胶囊、贞芪扶正片剂、中成药颗粒剂、当归油等系列产品, 使定西中药材生产逐

步走上 科技兴药 之路。

2 1 3 中药材产业化格局初步形成

近年来, 定西以科技进步为先导, 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初步形成了产、加、销一条龙, 科工贸一体

化的产业化格局。2009年定西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7 26万 hm
2
, 预计总产量达 16 5万 t。在规范化种

植方面迈出了新步伐, 岷县中药材科技示范园区集引种试验、适应性选育、无公害化栽培和科研推广于一

体, 试验研究品种达 120多种。定西市还建成岷县文斗、陇西首阳、渭源清源 3个百味药圃园, 试验研究

品种在 100种以上。目前黄芪工厂化无公害育苗试验已获得成功, 当归设施育苗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全市已建成陇西文峰、首阳、渭源会川、岷县城郊四个大型中药材专业市场, 配套发展中小型综合交易市

场 127处, 年交易总量 16 6万 ,t 交易额 19亿元。现有各类中药材加工企业 600多户, 年加工量达 5万

,t 加工产品近千种。

2 2 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定西市中药材生产的快速发展, 虽然定西已居于全国中药材生产大市的优势地位, 但是与世

界中药材产业迅速发展的形势要求相比, 在中药材产业发展中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中药材品种混杂退化。长期以来定西中药材的育种工作未纳入农作物品种选育推广计划, 多数药

农采用自留种子或种苗开展生产, 造成品种混杂退化, 导致药材的新品种选育工作严重滞后。

二是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缓慢。从目前状况来看, 定西市中药材生产还是以药农自发进行生产为主,

千家万户分散式的中药材生产对集约化生产带来严重影响, 致使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因此, 定西中药材基

地建设的任务还很艰巨, 吸引大企业大集团在中药材产区建设基地, 以基地带动农户的工作有待于抓紧建

好和不断加强。

三是科技含量不高。由于受技术、资金等条件的限制, 定西中药材规范化生产、良种生产繁育、先进

栽培技术推广、新产品研究开发、科技成果交流等工作还较落后。目前, 全市专门从事药用作物栽培、育

种和技术推广的专业人员还比较少。

四是产业化程度不高。过去, 定西在中药材生产上缺少一个连续的科学合理的中长期宏观发展规划,

导致中药材在规范化生产基地、市场基础设施、商品流通、信息网络服务、产后贮藏运销和产品包装加工

等方面的基础条件比较薄弱特别是中药材企业深加工能力较低, 绝大多数地方仍以出售原料药材为主, 极

大地影响着中药材产业的发展、产业化程度提升和产区农民增收。

3 对策建议

为了加快发展和进一步做大做强定西中药材产业, 更好发展中药材产业, 根据上述中药材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 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3 1 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发展中药材产业的信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采取各种形式, 充分利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大

力积极宣传定西发展中药材产业的重大意义。突出宣传定西的特殊地理位置、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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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药材资源, 宣传中药材产业永远都是朝阳产业以及定西有着中药材发展的良好基础和广阔前景, 宣

传我国入世和国家中药现代化为中药材产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宣传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开发

和利用天然药材资源的重要意义。通过广泛深入宣传, 使定西发展中药材产业重要意义更加深入民心, 使

农村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增强信心, 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发展中药材产业的实践中去。

3 2 树立新观念, 加快中药材产业化发展

作为欠发达的定西市来说, 要实现中药材产业的跨跃式发展, 提高中药材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就必须

要树立中药材产业化的新观念, 提高认识。在政府方面, 要推进中药材产业化, 实施名牌战略当作今后中

药材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 要加强对农户的引导和帮助广大农村农民改变陈旧的农业观, 政府可通过

举办各种培训班, 将农村中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农民作为重点培训对象, 借助一定的宣传手段, 使发展

中药材产业化的新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要加强对中药材加工企业的引导和管理, 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

策和措施给予积极支持。在企业方面, 要充分认识发展中药材产业化是定西市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发展

壮大企业的有利时机。在农户方面, 要摈弃传统的生产观念, 树立发展中药材产业化是增加收入的重要保

证的新思想, 积极投身到发展中药材产业化中去。

3 3 以标准化生产为目标, 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目前, 制约定西市中药材发展的 瓶颈 主要是加工、流通环节。一是要以中药材加工企业为突破

口和切入点, 规范中药材的加工和营销, 着力解决中药材加工企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标准不一、质量

不高等问题。二是要在现有中药材产品的基础上, 不断拓展开发领域, 提高开发层次, 使中药材加工逐步

向有效成分提取、中间体开发、中成制药以及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拓展, 特别要在市场终端产品

开发方面做文章, 不断提高中药材企业的知名度、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产业的附加值。三是要鼓励市内外

中药材加工企业建立中药材 GAP原料基地, 切实抓好企业的原料基地建设
[ 4 ]
。四是要引进一批高新技术

企业, 在中药材产品开发上积极探索, 新建并发展一批能够强力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骨干企业。另外, 在

资金上给予企业大力扶持, 在企业运行初期, 还应在政策上给予扶持, 促进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3 4 完善研发体系, 提高科技含量

科技力量不足, 是制约定西中药材发展的一条软肋。定西市要依托甘肃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研究和建立定西中药规范标准体系、中药生产过程监测体系、中药产品评价体系等。一是中药现代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要整合现有科研力量, 争取承担中药材重点研究开发项目, 开展中药材新品种选育和种

植技术研究, 拓宽中药材科研领域。二是建立中药材监测鉴定中心。对药材主产区的土壤成份、气候环

境、污染情况进行监测, 保证药材质量的稳定性; 测定主导药材的基本含量和有效成份, 为药材加工和营

销提供质量依据; 测定主导药材的指纹图谱报国家备案, 为解决中药材产品质量控制盲点、识别中药材来

源和地道性、中药材加工和制药质量提供产地依据。三是鼓励和扶持中药材加工企业率先建立健全企业技

术中心, 开发和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 不断研发中药新产品, 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四是加

强对外合作与交流。要立足当地、瞄准国内外中药生产的新动态, 与省内外中药制药企业联合攻关, 创建

高科技中药加工企业, 共同促进定西市中药材产业的健康发展。

3 5 实施人才战略和品牌战略

定西要更好地发展中药材产业, 必须实施人才战略和品牌战略。一方面要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和加大

培训、示范以及营造良好环境、加大资金投入等方式, 大力培养农村中药材产业化人才、科技致富带头人

等农村实用人才。同时, 还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他们进行职业道德、专业技术和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培

训, 全面提高各类人才的素质。另一方面要强化人们的品牌意识, 着力抓好中药材种植、精心打造种植品

牌, 大力培植龙头企业、争创知名品牌
[ 5]
。力争培育出技术含量高、竞争能力强、市场前景好、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中药材精品名牌
[ 6- 7]
。

3 6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切实加强宏观调控

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在极大调动农村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同时, 全面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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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方力量参与中药材产业的发展。目前, 定西市各级政府运作的重点是寻找和开发中药材市场。只有

紧紧抓住市场这只无形的手, 取得了发展中药材产业的主动权, 才能以市场为导向, 在中药材产前、产

中、产后各环节上更好的进行调整和指导, 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做大做强中药材产业, 尽快形成中药材产业

化。发展中药材产业还要与退耕还林、水土保持等有机结合起来, 优化生态环境, 加快发展步伐, 使定西

中药材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强市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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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ADVANCE

THE TRAD 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IALIZATION

Li A izong

( Party school of th e CPC in D ingx iGan su D ingx i 743000 )

Abstract: In v iew o f the advantage o f D ingx i trad itional Ch inese m edicine industry, Ch inese m ed icine has de

ve loped the loca lm ain industry. The industry current situation is g iven, the analysis o f its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

ty is m ade, a ser ious o f counterm easures on Ch inese m ed ic ine industry are put fo rw ard, such as its strateg ic devel

opm ent position, its m anagem ent and adm inistrat ion standard izat 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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