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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道地药材”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华雪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黑龙江省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加之全省各级加大政策、经济、文化多方面扶持力度，使全省道地药材取得长足发
展，药材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药品质量不断提高，“龙江道地药材”正在从全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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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正是北方大粮仓黑龙江收获的季节。作为优质道地

药材的重要产地，近年来，黑龙江确立了打造全省中医药千亿元产

业目标，把中药材产业上升为调结构、增收入、壮经济的重要产业，
坚持把发展中药材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遵循“道地、

绿色、生态、安全”的发展理念，中药材产业得到长足发展。【1】2021

第三届黑龙江中医药博览会的如期举办，再次向全国乃至世界亮出
龙江道地药材这张亮丽的名片。 

截至去年底，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180 万亩，产量 36 万

吨，产值 72 亿元，效益 24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44.8%、47.8%和
41.2%。全省中医药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343 亿元，同比增长 16%。

2020 年，全省“龙九味”种植面积达到 105.6 亩，形成龙药特色。【2】 

1 看优良生态，种放心好药 

黑龙江省位于祖国最北端，地处寒温带，地理类型多样，气候

冷凉，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发生少，绿色有机药材有

着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近年来，黑龙江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为
道地药材发展积蓄独特的地域优势。 

黑龙江省野生中药材有 1120 种，蕴藏量 135 万吨，载入药典

的药用植物有 130 种，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并占有较大份额，
刺五加占 80%以上，板蓝根占 50%以上，防风占 40%以上，水飞蓟、

平贝、人参产量也居全国前列。庆安人参、铁力平贝、清河五味子、

依兰赤芍、林口黄芪、大同板蓝根、依安防风、林甸柴胡、海林刺
五加、海伦月见草等十大优势品种品质优良，代表了龙江关药的领

军水平，“龙九味”道地药材正逐步叫响国内外。【3】 

黑龙江省伊春红星区、铁力市的平贝基地和大庆大同区板蓝根
基地相继获得国家中药材 GAP 认证。全省中药材累计获得国家地理

标志认证 19 个，2020 年待批 5 个，纳入目录 16 个。检测表明，黑

龙江省道地药材种质纯正、品质优良、药性突出，林口黄芪的黄芪
甲苷是药典标准的 5.3 倍。大兴安岭赤芍的芍药苷是药典标准的 2.8

倍；杜蒙防风的升麻素苷和甲基维斯阿米醇苷是药典标准的 4 倍。【4】 

2 享政策支持，助迅速发展 

中医药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晶。近年来，黑龙江省委、省政

府确立了打造全省中医药千亿元产业目标，编制《黑龙江省中药材

生产基地建设规划》《黑龙江省中药材生产 “十四五”发展规划》，
并纳入《黑龙江省农业强省建设规划（2020-2025 年）》，编印《黑

龙江省中药材种植区域图》，，实施《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

划（2018-2025）》，提出到 2025 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将达到 250
万亩，产量 50 万吨，产值 100 亿元，跻身全国中药材强省行列。

围绕全省道地药材 “六大”区域布局，围绕 “六大”区域布局，

推进 “一县一业、一乡一品、一村一药”，形成了大庆、齐齐哈尔
市种植板蓝根、防风、柴胡；牡丹江市种植刺五加、黄芪、平贝；

佳木斯市种植五味子、紫苏；伊春市种植平贝、人参、返魂草；大

兴安岭种植赤芍、黄芪、金莲花等特色布局。【1】龙江中药品牌建设
将取得明显成效，以刺五加、五味子、人参、西洋参、关防风、赤

芍、火麻仁、板蓝根、鹿茸等为重点的“龙九味”品牌叫响全国。【5】 

统筹打好绿色发展、政策扶持、科技支撑、典型引导组合拳，
2020 年黑龙江中药材种植基地面积达到 260 万亩，比 2019 年增加

80 万亩，增长 44.4%，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和效益等

四项指标均比 2018 年翻一番。一方药，十亩田。黑龙江省数据表

明，一亩中药材年均产值是普通旱田作物的 2～32 倍，年均亩效益

是普通旱田作物的 2～50 倍。平贝为 50 倍，黄芪为 25 倍，人参为

20 倍，五味子为 15 倍。一年生板蓝根、桔梗效益也高于普通旱田
作物 2~3 倍。在各种政策的鼓励扶持下，中药材产业驶入快车道，

一批新型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发展势头迅猛。【6】目前全省中药生

产龙头企业达到 39 家，加工年产值超过 50 亿元。全省中药生产企
业 140 余家，其中规模以上生产企业 55 家，葵花集团、珍宝岛集

团、哈尔滨康隆药业等 3 家企业进入全国中药工业百强企业。2019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9.9 亿元。 
3 健全多方体系，引领产业航向 

黑龙江省成立由两位分管副省长为组长，省直有关部门为成员

的工作专班，统筹协调中医药产业发展工作，省委书记亲自主持召
开全省中医药发展大会，省农业农村厅成立中药材发展处，各地健

全了相应机构，建立了组织协调、调度通报、典型带动、绩效考评、

信息反馈等 7 个工作运行机制。 
在农业农村部的支持下，将伊春市铁力市纳入国家中药材现代

农业产业园创建县。新建和在建高标准药田 36.7 万亩，新建科技园

5 个、产业园 5 个、国家级产业园项目 1 个、示范展示园 77 个。已
建成种子种苗基地 170 个，订单种植面积 163 万亩，龙头企业拉动

基地面积 191 万亩，比上年增长 40%。新建冷藏库、烘干室 211 个，

年加工量 15 万吨，比上年增长 40.2%。积极引导农户带地、带机、
带资入社，专业合作社新增 145 个，总数 840 个，比上年增长 20.8%。

打造了平贝、五味子、庭院种植、休闲农旅等中药材专业村 81 个。
【2】 

遵循“道地、绿色、生态、安全”的发展理念，鼓励从种植到

加工各个环节实行绿色标准化生产，对检测超标的药材取消政策补

助资格。健全完善质量检测体系，将规模种植基地纳入省农产品安
全质量追溯公共服务和 “龙药云”平台，逐步实现生产全过程质

量控制。 

最新的《黑龙江省中医药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为实现到 2030
年全省中医药千亿产值目标，要实施“龙九味”品牌战略，让刺五

加、五味子、人参、西洋参、关防风、赤芍、火麻仁、板蓝根、鹿

茸等为重点的“龙九味”品牌叫响全国，形成一批营业收入超百亿
的中药企业，迈入全国中医药产业先进省份。【8】为确保到 2025 年全

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500 万亩，产量突破 100 万吨、产值超过 200

亿元，努力实现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跻身全国中药材强省行列，
黑龙江省下一步将继续推进落实壮基地、强科技、提品质、促加工、

塑品牌等措施。【1】 

相信在全省各级的大力支持下，开放的黑龙江必定迎来“龙江
道地药材”从全国迈向世界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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