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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研究传统中草药种植产业化创新方法

——调研福建省永泰县永同惠百草园的运营方式

康明明　王育民
闽江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以医药保健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为背景，调研福建省传统中草药种植产业化创新方法，总结福建省种植中草药

的规模、区域分布、基本结构、创新转换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并根据中草药种植产业化的规律以及在永泰县调研到的实

际情况，提出既能继承传统技术和又迎合市场需求的中草药企业转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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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有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和悠久的加工历史，

是重要的中药生产示范地之一 [1]。目前，当地自身产业园已

形成区域特色，成为当地农民新的收入增长点。据统计，

全省共有药用资源 445 科、2468 种，其中植物药 245 科、

2024 种，动物药 200 科、415 种，矿物药 19 种。福建省中

药资源总量约占全国中草药资源的 20％以上，是中国中药

材资源集中种植培育地区之一 [2-3]。而且在山区集中产园，

当地人均纯收入中 53.2％都由种植中草药的收入提供，充分

说明了中草药种植的在当地的重要性。

1 福建省以及永泰县种植中草药的发展基本情况

至 2015 年，目前福建省中药材种植面积约 80 多万亩，

种植面积上万亩的中药材有 10 余种，带动广大农户受益，

中药材种植产值达 20 多亿元 [2-3]。其中福建种植的中草药大

多有木本类：厚朴、黄柏、杜仲；根茎类：党参、川芎、白

术、怀牛膝、淮山、泽泻、郁金、莪术、首乌、南星、生姜、

薤白；子仁果实类：吴茱萸、草蔻、薏米仁、乌梅、桑椹等；

全草类：薄荷、一见喜、向日葵、千日红等。在许多山区，

现在尚可见到当年零星或少量成片种植的杜仲、厚朴。大宗

栽培的药材品种有：茯苓、乌梅、淮山等。这些年来，因为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保健卫生事业也有了长足的

发展，导致中药材的用途已再不局限于人们预防与治疗疾病

的需求，而大量的保健品和化妆品也含有中药材成分 [4]，全

社会也掀起了“草药热”的潮流。

对比调研到的福建省永泰县，该地海拔较高，空气中

负离子含量多，气候温暖潮湿，土地肥沃，种植中草药的条

件十分优越。但进城务工人员较多，导致种植人数较少，资

源严重浪费。

2 福建省永泰县种植中草药面临难题

2.1 对于中药材的品种选育、研究工作落后

据在永泰县调研中发现，中药材在近几年的生活中被

越来越重视，虽然大多情况下进城务工人员较多，但各路商

人已纷纷投入承包种植的行列中。在种植过程中，因中药

材种植技术要求高，永泰县中药材种植研究推广的专业机构

少、种植人才更是稀缺、优秀种植成果也少。只是按照时令

进行种植，仍然缺乏对种植中药材的选种、育苗研究开发进

行有效的规划，中药材的育苗、种植技术研究其实仍处于较

低水平。除大宗以及药馆长需品种的选育和品种审定有固定

标准外，其他药材并没有进行较为深入研究，同时也没有按

照一定标准去提取选育新的品种。在调研到一些本地常年种

植的中药材品种——茯苓，因其未能得到及时的种子复壮与

种子提纯流程，从而导致品种退化严重，质量直线下降，无

法做到中药材品种的品质保持。

2.2 产售多为粗加工，并存在推广滞后

因为资金和技术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永泰县的中药材

种植加工机械化水平不高，导致中药材的加工程序仍然比较

粗糙，阻碍了中药材产业的升级与转型。而且企业以销售原

材料为主，粗加工产品也较多，而后整理加工产业链较少。

类似高科技、精加工的产品少，资源转化率低，难以显著提

高产品附加值，在国内外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制约了种植

中药材需求的多方面发展，影响种植中药材的产业效益 [1]。

同时没有受到资本的青睐，一些农民很难推广先进的种植与

加工技术，结果在种植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积

少成多，到了后期成熟阶段就影响了中药材的质量和产量，

继而又使得中药材种植面积的扩大也受到影响。

2.3 中药材市场信息来源不畅

对于普通种植户来说，中药材的市场信息来源有限。

他们主要依靠村头药材信息专栏、农副产品销售场所等来获

取中药材的市场动向，缺乏真实、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

导致无法判断所获信息的真实性，更不敢冒然种植其他品类

的中药材 [2]。生产技术、处理加工和成品销售都是根据真实

的中药材市场需求所决定的，然而中药材市场情况又瞬息万

变，没有因地制宜种植或是销售对路的中药材品种，种植的

经济效益和种植户的积极性无法得到保障。

2.4 区域中药材种植发展不平衡，且公司规模都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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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调研到县内丹云乡药材种植较为早，中药材种植

发展较好。而板头村的中药材种植产业起步较丹云乡晚些，

再加上资金、加工、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多重限制，

很多农户对于中药材种植能否产生真正的增收产生怀疑态度
[5]。而在种植中药材的企业中，多为农户承包制，即把种子

给农户散户种植，企业再进行回收，从而导致企业的产品产

量不一、产品质量也不均，从而与其他中药材企业相比缺乏

有效竞争力。

3 以永同惠百草园运营方式为例，提出福建省中
草药企业发展新思路

3.1 与高校产学研销合作，提高自身专业性

据调研到的永泰县永同惠百草园企业与福建医科大学、

福建中医药大学都有合作，此举为其他企业的发展点亮明

灯。一方面对于合作学校来说，解决了学生和实际工作脱节

的问题与学生毕业难找工作问题，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还为企业提供了优秀的专业中草药人才。另一方面对于企业

来说，可以将自己的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学基地，不仅提

高了企业参与培养人才的主动性，还助理实现企业的社会价

值，提高企业知名度与参与感，以此良性循环 [6]。还可与高

校共同研发一些新草药的种植培育，新产品的研发，提升自

身企业核心竞争力，并制定相关中草药的培育方法等，双向

介入、优势互补、资源互用。

3.2 “非遗＋”模式，结合旅游业大发展

在新旅游业态喷发时，中草药企业以及农户应该牢牢

抓紧“非遗＋”的模式，一站式的提供中药材服务。通过此

次调研后将其总结为四点，分别为：

(1)“非遗＋旅游商业业态”，企业和农户应该认识到

要想增收就有不一样的观念。引入的旅游要素，如

“衣”“食”“住”“行”等。比如说“住”，应充

分利用当地药材培育场所、药用植物园、药膳理疗馆等资源，

建设中医药特色文化街、养生会所、主题酒店、旅游城镇等，

满足大多数游客的“中草药文化”的感知。落到中草药的实处，

并结合调研永同惠百草园给出“康养院”的最佳方案，吸引

游客观光的同时，提供中医养生教育、饮食调理、药浴、足

浴、灸法等服务项目，形成以健康中医为主的定位清晰、服

务完善、有机和谐的中医服务体系 [7]。再例如“行”，应制

定到中医药基地的所有的行车路线，形成与中草药科技企业、

中草药材种植、生态休闲旅游结合的养生体验与观赏基地 [8]，

使得游客产生深度游感觉，面面俱到体验中医药的魅力。

(2)“非遗＋展览及传习融合”，借助现代大荧幕科技

的力量，使得古老的中草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呈

现绚丽多彩的历史色彩和活力灵巧的养生魔力 [9]。永

同惠百草园采用的是让游客体验自己种植的 400 多种中药材

基地，吸引游客研学并体验制作中草药的过程，并在媒体报

道，俘获公域流量，讲好中医药流传千古的动人故事，使得

游客身当其境，置身草药庄园。

(3)“非遗＋演艺及节庆融合”，美轮美奂的种植实景

演出、草药经典故事演艺和衍生的歌舞类表演等，

无疑是对中医药等非遗文化的再开发、再利用。永同

惠百草园仅仅抓住二十四节气来打造自己的文化活动，这次

调研恰逢小雪，园内采用千年红豆杉泡酒的体验活动，讲好

自己与中药材的故事，使得游客无限融入其中，并产生深刻

历史厚重感和情感依赖度。

(4)“非遗＋文创融合”借助中医药非遗资源，通过创

新性和实用性设计，开发出具备文化性、知识性和

应用性的文创产品，并依靠非遗养生堂、非遗博物馆、

非遗文化产业园、非遗主题景区等载体 [10]，进一步打造属

于自己特定的 IP 符号。借鉴百草园以校企合作、村寨工坊

以及系统的技能培训为途径，保护推拿、针灸、药膳烹饪、

中药炮制等中医药的千古手艺，并通过实体店 + 互联网的

方式，助力于打造手工中草药产品的品牌影响力，积极争做

我国民族文创的代表性品牌产品。

3.3 打通上下游，一体化分区位发展

借鉴永同惠百草园，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三

加模式，采用统一性的选种、种植、管理、采集、加工、销

售的“六统一”生产模式，推广中草药无公害田间生产技术，

以此达到全产业链全全负责，从产品的质量把关，到产品研

发自制，最终自销售卖，延长中药材上下游产业链。另外将

其中药材基地分为五园四区，分别为二十四节气园、桫椤园、

茱萸园、救荒本草园、神农园，以及特色中草药种植区、藤

本药用植物区、有毒药用植物区、水生药用植物区。还有其

“百草园”小而精的“日光庄园”民宿，生态康养的闲庭雅居，

百草园“非遗”与“康养”双基地，使得游客体验乡间纯生

活与康养身心灵的生命之旅，推动产业园区三大产业融合快

速发展。

4 结束语

通过调研福建省永泰县永同惠百草园，分析福建省种

植中草药的规模、区域分布、基本结构、创新转换等方面的

现状和问题，提出福建省中草药企业发展新思路。未来，中

草药的发展要注重产业集群，协同发展，从统一种植、定期

监测、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全产业链革新，企业不断提升

中草药产品的竞争力附加值和知名度，通过大力发展中草药

产业和大健康潮流，实现“1 ＋ 1 ＋ 1>3”的产业融合发展

效益。继续实施“非遗 +”战略，带动中草药非遗工艺和旅

游景区形成相互结合、一齐发展，集观光、体验、传习、商

务的“四位一体”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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