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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dustry in Dayao Count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dustry in Dayao Count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xploitation of genuine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resources, build 

famous brands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establish new variety cultivation 

and demonstration bases.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scientific layout, expand 

marketing channels;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wild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harvesting and other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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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大姚县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发展大姚县

中药材产业要重视挖掘道地药材资源，打造中药材知名品牌，建立新品种培育

和示范基地；因地制宜，科学布局，拓展营销渠道；加大野生中药材保护力度，

实现可持续采收等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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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姚县是云南有名的“彝药之乡”，有 600 余种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是继核桃、

蚕桑、花椒等产业之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色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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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现状

1.1  目标明确，重点突出

为推动大姚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县政府在“十一五”期间作出了打造中药

材产业的规划，采取引种、试种、连户种、培植龙头企业等形式，大力发展中

药材产业。“十二五”期间提出了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目标，将大姚县建设成

全省著名的彝药之乡，以大姚金碧制药厂为龙头，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中药材

产业，力争到“十二五”末，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3300 hm2 以上，产值 1.5

亿元以上，制药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3 亿元以上，把大姚县建设成全州最大的中

药材种植基地之一和重要的中药材市场集散地之一，使中药材产业成为加快县

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新的经济增长点。2013 年根据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

现状，及时调整发展方向和加快发展步伐，提出了“七个一”的发展战略，制

定出台了《关于加快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决定》和《大姚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三年

提升行动计划》，明确了全县中药材种植的目标和任务。

1.2  积极引导，加大扶持力度

大姚县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州对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投入，县财政也加大投入，

重点扶持中药材试验示范种植基地建设、中药材规模化连片种植、集约化经营

连片种植及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组织。对利用林地、山地和农作物间、套种中

药材规模连片种植的扶持。连片规模达 1.3 hm2 以上（含 1.3 hm2），每亩补助 40 元；

对利用好田好地实现规范化种植、集约化经营连片种植的规模达 1.3 hm2 以上（含

1.3 hm2），每亩补助 60 元；由中药材种植企业或中药材加工企业牵头，组建中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组织，提供种子、农药、化肥和技术服务，与种植户签订中

药材种植订单 33.3 hm2 以上，以最低保护价收购。当年中药材销售收入 600 万

元以上，补助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组织 1 万元。

1.3  健全考核办法

为调动各级、各部门发展中药材产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姚县政府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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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调查研究，制定出台了《大姚县中药材种植考核办法》，建立健全部门联

动机制和乡镇工作目标考核机制，充分调动乡镇和部门的工作积极性。

1.4  扩大种植面积和优化品种结构

2011 年以前，大姚县中药材种植保有面积维持在 200 hm2，到 2011 年底，

全县种植中药材 1200 hm2，主要推广种植金银花、云木香、续断、桔梗、板蓝根、

柴胡、楤木等；2012 年种植面积 1400 hm2，主要推广石斛、天麻、三七、水杨梅、

金银花等；2013 年种植面积 1530 hm2，重点发展续断、玄参、灯盏花、石斛等；

2014 年种植规模达 2330 hm2，占全州中药材种植面积的 29.2%，主要品种有续

断、玄参、灯盏花、金银花、天麻、玛咖、杜仲、药用百合等。经过 4 年的发展，

中药材种植已初具规模，品种结构逐渐优化。

2  存在问题

一是缺乏知名的中药材品牌，“小”而“散”现象普遍。大姚县中药材种

植从面积上看确实发展较快，但从种植种类分析，近 3 年来种植的中药材中，

没有一种属于当地的道地药材，都是根据市场行情引进种植种类。虽然先后引

进了云丰、凯宏等中药材种植企业，积极引导组建各类专业合作社，但规模较小，

种植面积达到 666 hm2 以上的极少。续断发展面积虽然达到 980 hm2，但多数由

药农自主经营，极其分散。二是缺乏合理区划，中药材品质优劣不一。在中药

材发展中，普遍追求面积，忽视了中药材生长环境的特殊性，以致种植区域选

择不合理，产量低、质量差的现象普遍存在。三是中药材产业链短，营销不畅、

种植风险大。目前，大姚县还没有饮片加工厂，95% 的中药材只能销往外地。

营销也主要靠当地几家合作社或个体药商组织收购外调，一旦中药材跌价，除

极少部分已签订购销合同的中药材被收购外，大部分中药材无人问津，加大了

中药材种植的风险。四是基础设施薄弱，产量不稳定。中药材对环境要求特殊，

大部分中药材适宜种植于山区、半山区气候相对冷凉地区。中药材种植区与农

作物种植区相比较，由于开发时期短，基础设施薄弱，水、电、路不配套，特

别是水利条件难于保障，大多靠自然降水解决灌溉问题，产量极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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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

3.1  打造中药材知名品牌，重视挖掘道地药材资源

（1）树立知名品牌是大姚县中药材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大部分中药材种

植户和投资者是从农作物种植业中转变过来，当年种当年收的种植习惯根深蒂

固，普遍追求短期效益，种植品种多是一年收获、栽培技术简单的药材，这类

药材涨跌的周期性极短，风险最大。一个具有良好药用价值的道地药材是形成

规模的基础，也才具有发展的空间和长久的生命力。大姚县迄今暂无知名品牌

的中药材品种，严重限制了当地中药材种植规模化发展的进程。从当地挖掘具

有良好药用价值的中药材品种，打造知名品牌成为推动当地中药材种植规模化

发展的必然途径。没有规模化就无法推动中药材 GAP 生产，因此挖掘和树立大

姚县知名中药材品牌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2）建立新品种培育和示范基地。珠子参作为大姚县名贵的道地药材，在

民间称为钮子七，常作为药膳使用。目前市场需求量大，符合知名中药材品牌

打造的条件。但至今在当地没有人工栽培，其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足够的种源来

发展人工种植，更没有成熟的种植技术，丧失了发展的机遇。总结铁皮石斛、

滇重楼等名贵中药材从野生发展到人工种植的历程，之所以能打造成知名品牌，

首先是这些中药材资源的缺乏迎来了发展机遇，然后是引种驯化获得充分的种

源和驯化中摸索出成熟的种植技术，最后通过示范推广发展起来。云南白药集

团在发展滇重楼的过程中遵循这个规律，先后投入大量资金，从引种驯化到示

范推广先后经历了 8 年终于获得成功。因此，大姚县在发展中药材种植引进外

地品种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当地新品种的挖掘和培育，要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当

地新品种的培育和示范推广上，选准 2 ～ 3 个具有当地特色的中药材品种，加

大育种基地建设，加强示范推广力度是大姚县中药材发展的长远之计。

3.2  因地制宜，科学布局

中药材种植对环境的要求比常规农作物严格，作为中药饮片或中成药的初

级产品其有效成分的含量决定着药效，使用中药的目的就在于防病、治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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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加重视有效成分含量的高低。国家药典对每一种中药材的含量都有明确的

规定，只有高于规定有效成分含量的药材才是正品，低于规定含量则作为劣品，

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能作为中药材使用。中药材的有效成分含量高低与环境条件

关系密切，特别是受气候、土壤影响极大。大姚县由于中药材种植发展时间短，

还没有形成健全的中药材种植区划，容易形成只注重面积，忽视质量的问题，

如在续断种植中就比较明显，一些低海拔地区大量发展续断种植，当年种植当

年开花，品质严重下降，从有效成分分析基本不能入药。百合种植于干旱缺水

山区，产量极低，经济收益差，甚至亏本。因此，建立完善的中药材种植区划

是指导大姚县中药材发展的首要任务。当然，在制定中药材种植区划时要着眼

于全县地域。为了加快大姚县中药材产业发展，相应出台了《大姚县中药材种

植考核办法》，其目的是充分调动激发乡镇和部门的工作积极性。考核办法的

出发点是好的，同时也带来一个明显的问题，为完成指标，各乡镇过多地考虑

种植面积，忽视了种植品种是否适合当地的环境条件。解决的办法还是要从县

级层面上全盘规划，根据不同乡镇的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适宜发展

的地区重点规划，加大扶持，不适宜地区不规划。这样也有利于将有限的扶持

资金集中投入到基础设施的改造上来，改善大姚县中药材种植区基础设施薄弱

的现状，有利于集中管理提高中药材品质。

3.3  拓展营销渠道

目前，大姚县中药材市场主要靠小部分订单药业、个体药商和中药材合作

社来销售。各类流通组织与农户的联系松散，订单履约率低、销路不广。为解

决大姚县中药材销售不畅的难点，可从延伸产业链和加强信息化两方面入手，

中药材产业链主要有“种植—制药企业”“种植—批发市场”“种植—饮片加工—

中药房或中医药”“种植—饮片加工—制药企业”等形式。目前大姚县只有金

碧制药厂一家企业，生产能力及所需药材品种有限，对当地药材消耗量小，大

部分药材主要以“种植—批发市场”的方式运作，受市场影响大，一旦市场行

情不景气，中药材将面临着销售困难的问题。以“种植—饮片加工—中药房或

中医药”“种植—饮片加工—制药企业”的产业链形式运作延长产业链。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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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加工的饮片既可进入制药企业，也可进入中药房或中医院，扩大销售渠道缓

减中药材种植业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工成饮片可延长贮藏期，还可以利用饮

片加工厂的经济实力，应对中药材暂时降价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抵抗风

险的能力。在延伸中药材产业链时既要加强金碧制药厂升级改造，更要加强中

药饮片厂新建工作。大姚县中药材种植业应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

注重县、乡、村信息服务网络的建设，建立中药材信息网站，搭建电子商务平

台，获得多方信息，扩展销售渠道提升销售效率，实现大姚县中药材产业快速、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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