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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巴县秦药暑期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何志鹏 刘亚锋 豆佳媛 胡亚刚 陈晨 余美琪 马衡 杨一萍 何逸斐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陕西省 咸阳市 712000）

摘要：目的：为响应关于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号召，组建秦药调研团，前往汉中市镇巴县进行社会调研活动。方法：通
过实地调查、走访相关人员、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结果：在实践过程中，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促进了服务社会的观念和宗旨。结
论：开展大学生暑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帮助广大少年青春期在社会课堂中接受教育，成长才能，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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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镇巴县位于陕西省南端，大巴山西部，米仓山东段，位于北纬

32°08′至 32°50′，东经 107°25′至 108°16′，被誉为陕西

省“南大门”。地形以中山地貌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坡

缓，北坡陡，拥有嘉陵江、汉江两各主要水系，有较大河流 6 条。

属北亚热带东南部季风气候区，平均海拔 1231.4 米，年平均降水

1250～1350 ㎜，平均气温 13.8℃，无霜期 236d，植被茂密、气候适

宜、雨量充沛、沟谷蜿蜒纵横、土壤肥沃，属于秦巴自然生物多样

性的生态保护功能区。镇巴县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镇巴“天

然中药库”、“巴山药库”的美誉，域内拥有各类药用动植物 1000

余种，其中 236 种已经载入《中国药典》。

2 调研区域及对象
调研区域：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

调研对象：镇巴县中药材产业发展

3 调研内容及方法
方法：实地调查、走访相关人员和查阅文献资料。

内容：中药材品种保护和产业发展。

4 调研步骤和过程
2021 年 7 月 19 日：调研中药材野生保护品种、生长状况、人

工栽培品种及野生抚育品种；

2021 年 7 月 20 日：赴镇巴县中医药健康产业园，了解该园区

的长期发展规划、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等情况；

2021 年 7 月 21 日：走访青岗坪林业植物检疫检查站及当地农

户；

2021 年 7 月 22 日：调研镇巴县兴隆街农贸市场；

2021 年 7 月 23 日：赴草坝子大黄和川牛膝种植基地调研；

2021 年 7 月 24 日：调研民森秦茂农牧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

5 调研结论
5.1 政策引领确立产业发展方向

镇巴县委和县政府在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为推动促进镇巴县

特色中药材产业持续高质量健康发展，制定了《镇巴县中药材产业

发展及扶贫规划（2017-2021 年）》，有针对性地组织修订和实施完

善《镇巴县“十四五”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在其战略定位，发

展方向，品种选择，产业布局和主要任务以及重点项目工程等的基

本确立上，经与省内外多所中医药高校充分论证，在遵循道地中药

材为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重点保护品种有桔梗科珠子

参，百合科重楼，马兜铃科华细辛；重点发展品种有蓼科大黄，兰

科天麻，百合科重楼、黄精以及人工驯养林麝；鼓励发展品种有桔

梗科党参、珠子参，毛茛科附子，马兜铃科华细辛，蓼科虎杖，兰

科白及，多孔菌科茯苓、猪苓，小檗科淫羊藿，百合科百合，菊科

蒲公英、菊花、牛蒡子、苍术，罂粟科元胡，唇形科丹参，天南星

科半夏，银杏科银杏，杜仲科杜仲，木兰科厚朴，芸香科黄柏、吴

茱萸，豆科苦参以及蚜虫科寄生物五倍子等，共涉及 18 科 28 种动

植物药材。

5.2 县域中药材产业化蓬勃发展

作为陕西省“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县”，新增种植面积 5.06

万亩，其中规范化种植面积 2.01 万亩、大黄种植面积 1.72 万亩、天

麻 90 万窝、其他药材 0.48 万亩，全县中药材地存达 28.45 万亩，产

量达 2.36 万吨；建成千亩中药材规范化示范园 3 个，培育产地加工

与饮片生产一体化基地 4 个；新建种苗繁育基地近 3000 亩，规范

化大基地 10 余个，实现年产种苗 500 万株；建设中药材产业链相

关加工厂 25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3 家，集种苗繁育、技术指导、

产品回收和初加工等为一体的中药材平台型企业 11 家。

5.3 产学研结合攻克难关

镇巴县政府先后与多所科研院所和研究中心达成了战略性合

作框架，并且采取了“产学研”相互融合的模式，加大了产业科技

研发和产品品种保护培育力度。在攻克栝楼种植技术难关的同时，

取得“双边栝楼种子繁育方法”的发明专利；在药用大黄的仿野生

栽培和加工方面，分别获得了“药用大黄仿野生栽培方法”、“药用

大黄加工方法”发明专利；在珍稀濒危中药材重楼的仿野生栽培中，

其仿野生引种栽培项目通过省级科技成果认证。

5.4 中药材产业化联合体协同发展

在打造“秦药”品牌方面和实现中药材产业“八化”的历史性

过程中，县科技进步促进中心将加快提升中药材行业规模化经营水

平建设作为重点和抓手，依托招商引资，以陕西颐年康药业有限公

司为龙头企业，组建了以分工协作为基础、以中药材规模化经营为

主要依托、以产业效益为核心、以合作共赢为发展目标的中药材产

业化联合体。各成员企业按照“五个统一”的经营模式和全面品牌

化经营管理模式，开展中药材规模化的种植和加工。联合体成立后，

各成员企业依据主营业务独立经营，又互为纽带，紧密配合，联合

发展，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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