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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陕西秦岭地区具有地理的完整性和生态条件的丰富性，其中药材资源极其丰富，素有“秦地无闲草”的美誉。是我国道地药材的主要产区，

种植中药材是农户致富奔小康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本文对陕西道地中药材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其发展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以期促进陕西秦岭道地中地区中药材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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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秦岭是中国中部的一个东西绵延数省的山脉系统。在陕

西境内，秦岭地跨 5 个市，即西安、宝鸡、汉中、安康、商洛。道

地药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大背景

下，必须要有道地药材的质量和种源保障作为基础。 

1. 陕西秦岭地区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 

1.1 中药材种质资源丰富 

根据《秦岭植物志》的统计，陕西秦岭地区的植物种类总共大

约有 5000 多种，经过研究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种类大约也有 2000

余种。其中秦岭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道地药材包括羊角参、黄芪、何

首乌、甘草、酸枣仁、旱半夏、远志、黄精、连翘、天麻、丹参等，

其中以关中，汉中，商洛，安康，太白等地区为道地药材的主产地。

正是这些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植物种植资源和独特的气候共同构成

了陕西秦岭山脉这座中药材资源的天然宝库，也为其培育新的中药

材品种，研究新的中药材资源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1.2 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大 

《国务院关于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全面系

统地提出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明确了推进中医药医疗、

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全面发展的发展思路。随着《陕西

省中药材保护和发展实施方案（2016-2020 年）》的出台，提出了

中药产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就是要保证药材种源的质量与

多样性。 以陕西省商洛市为例，市委提出全市在 2020 年中药材种

植面积 180 万亩，全市新建 30 个规范化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以

天士力药业、必康、盘龙等医药产业园项目引领带动全市中药产业

园区建设，加快医药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1.3 中药材生产效益提升 

陕西是我国中药材种植大省，随着人们养生及保健意识的增

强，市场对中药材的需求量也在增加，目前陕西中药材商品化最高

的是黄芪、丹参、连翘和金银花。黄芪属于大宗药材之一，每年的

出口量和内销量均很大，虽然价格有所波动，但总体来看，市场的

需求量越来越大。距了解，近年来黄芪的市场价格约为每斤为 25-30

元之间，呈不断上涨趋势。广大药农纷纷选择进行规模化种植，其

中选择好种植地块，是规模化种植的基础，而且种植同类药材，宜

采用不同地块的轮作。现阶段药农已基本掌握规模化种植的要求，

故中药材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生产效益提升显著。 

1.4 标准化基地建设和产业链发展初具规模 

陕西的基地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各地按照中药材生态适应

性，坚持规模化发展思路，省专家组对陕南 11 县进行调查考察，

最终确定了 23 家单位进行示范性种植。比如柞水县天麻育种科技

示范基地、石泉县南五味子种植示范基地、略阳县黄精科技示范基

地等。以铜川地区中药材种植基地为例，当地气候、光照、土地资

源和复杂多样的地貌特征，使得当地的中草药资源极其丰富。近年，

铜川将中医药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攻

方向之一，梳理了研发链、种植链、加工链、流通链、服务链、文

化链、保障链、金融链 8 个子链，细化了黄芩、丹参、金银花等重

点药材链。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潜力在此间不断释放。在中药现

代化的建设中，省内外大型医药集团如天力士、九芝堂、白云制药、

步长制药、也已与基地签订合同，共同推进基地建设和初加工企业

发展，预计建设 30 个以上布局合理，集中连片，生态种植，机械

化生产，信息化管理的标准化生态种植示范基地。 

1.5 新型配方颗粒发展迅速 

中药配方颗粒是由单味中药饮片经提取浓缩制成的、供中医临

床配方用的颗粒。以传统中药饮片为原料，经过提取、分离、浓缩、

干燥、制粒、包装等生产工艺，加工制成的一种统一规格、统一剂

量、统一质量标准的新型配方用药。使用中药配方颗粒既可以充分

发挥传统的中药汤药因病施治的优势，又能保证兼顾当代中药颗粒

携带方便、口服简单快捷的特征。同时使用中药配方颗粒可以完善

中药饮片的质量要求，建立一系列安全检验标准，另一方面，中药

材配方颗粒在当地的产业化发展，增强了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竞

争力。 

2. 陕西秦岭地区道地中药材产业存在的问题 

虽然陕西秦岭地区的中药材产业规模进一步发展扩大，但是距

离省委、省政府的预期发展目标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一些经济技

术欠发达地区在药材的种植与销售上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近

两年来，我们先后调研了周至、户县、商州、镇安、太白等县区、

深入当地种植户、经销商、相关管理部门、对以上地区中药材产业

发展进行了调研，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普遍性问题。 

2.1 技术人才缺乏，技术服务滞后 

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缺乏专有的信息跟踪

溯源系统，目前一些地区药农对种植技术掌握不足，产业发展组织

化程度低，经常出现粗放采收，往往会造成药效与品质不达标，无

法满足国家食药监局的质量标准，进入市场受到阻碍，更有甚者以

次充好往药材中掺杂其他成分，造成农户声誉受损，影响区域药农

收入。中药材营销信息化水平不高，交易市场及网络平台建设亟待

加强。技术服务力量薄弱，保障产业发展能力水平亟待加强。 

2.2 品牌优势不明显，市场波动风险大  

中药材市场具有独特性，其药材生产周期较长、道地性较强，

品种间不可替代性较高，在市场管理相对混乱、供应链炒作等因素

的直接影响下，药农缺乏对市场的理性认识，容易导致中药材市场

的供需失衡，加之山区信息不畅，极易导致种植风险加剧。 

2.3 药材种源及种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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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种源难以保障，当地药农的种植大部分是散户种植，长期

沿用传统的栽培模式，自己培种育种，导致品种退化。陕西道地药

材种子种苗市场混乱，质量难以得到控制，最终导致产出中药材市

场竞争力底下。 

2.4 药材种植污染问题 

秦岭道地中药材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的商品，药材的质量和安

全应当是排在第一位的。经过调查研究，在中药材污染中，使用农

药是最大的污染源。国家对药材种植的农药品种、用量都有明确说

明，但部分药农更加注重药材的卖相，为了杀虫把药材按农作物标

准喷洒农药，甚至还会出现喷洒违禁农药的现象。还有就是来自重

金属对土壤的污染。中药中常见的有害重金属物质有铅、铜、汞、

镉等，这些有害物质进入人体后会在体内积蓄，到达一定量后就会

影响人正常的新陈代谢。 

2.5 传统销售渠道单一 

经过调研得出当前我国的多数中药材销售商都习惯使用区域

代理的销售渠道模式，中药材的营销渠道较长、环节多。药材从药

农手中要经过层层批发才能到达厂商和零售药店，最终销售给患

者，药材销售的渠道呈现出中间宽、两头尖的形状，这不仅大大增

加了在销售过程中的费用，还减缓了药材流通速度。容易造成药材

的质量下降，还损伤了药农的生产积极性。 

3. 陕西秦岭地区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对策 

3.1 加快科技创新吸引人才 

加快科技创新吸引人才，开展秦岭道地药材的规范化种植技术

试验示范，做好技术服务。争取国家、省、市科研院所来陕进行秦

岭道地药材研究开发工作，发挥专业人才的技术优势。加强技术服

务，构建产业服务体系。 

鼓励校企建立产学研用联盟，提高中药材产业人才培养质量，

对相关产业提供政策支持，这就需要各县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给予

一定的政策支持，吸引更多具有专业技能的高校毕业生扎根当地，

以理论知识为优势，深入各家各户进行种植知识的普及，解决药材

种植方面的实际问题，提高种植户收入。 

3.2 实施品牌战略增加竞争力 

进行品牌战略的布局，牢固树立陕西秦岭道地中药材品牌理

念，鼓励当地中医药企业与种植户积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等品牌，

抓好 GAP 认证和地理标志认证。围绕“秦岭本草”系列产品进行

品牌建设，需要重点发展的药材有羊角参、黄芪、甘草、酸枣仁、

旱半夏、远志、黄精、连翘、天麻、丹参等“十大秦药”。做好商

标注册工作，所以必须发展陕西秦岭地区道地中药材的全产业链集

群品牌，才能有助于实现陕西秦岭地区道地药材的生产溯源化、质

量标准化、检测标准化、来和管理信息化。进一步增加产品竞争力，

实现陕西道地药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3 加快建立秦岭药库溯源系统 

可管控可溯源是源头保证产品的高品质的独特优势之一，通过

建立覆盖中药材质量溯源系统，达到对中药材种植的质量、信息追

溯的要求、以产地证明、检测合格证明、流通的信息等中药材来源

依据，以中药材交易凭证、追溯系统流向记录为依据，确保中药材

种植信息与流向信息相关联。 

建立政府、企业网络，配置与中药材追溯系统相适应的硬件设

备，安装中药材质量安全追溯系统，通过互联网与地方中药材流通

追溯平台连接。配置合适的交易终端。 

落实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对中药材种植追溯子系统进行日常管

理。管理人员必须具备计算机基本常识，熟悉业务流程，能熟练应

用中药材种植追溯子系统，为每类中药材产品制定独特的二维码，

从而实现对道地中草药的生产、销售等过程的全程跟踪。通过二维

码技术与手持终端的应用，实现中草药的质量追溯。保证种源清晰，

提高陕西本土中药材销售的市场影响力。 

3.4 加大对种植知识的宣传和行政监管力度 

对药农进行种植培训，总结科学的种植规律，坚持以贯彻保护

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环保方针及预防为主，采用农业措施，生物

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禁止使用国家有关部门未经允许的杀虫

剂。对违规使用高毒性，高污染的药农给予一定的处罚，加强环境

监管执法宣传工作，加大环境污染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努力将病虫

害和农药对药材质量的危害降到最低。在化肥的使用上，积极鼓励

农户使用 GAP 基地推荐的肥料种类，如农家肥，绿肥，杆肥，商

品有机肥等。 

3.5 发展互联网营销多种方式 

互联网营销在中国中药材种植领域的发展已是必然之势。当

前，在新媒体，短视频，公众号等建设的相关方面，其中以中药材

天地网，中药材市场网，湖北农商网，阿里巴巴等专营型销售网站，

还有抖音，快手，小红书，微信视频号，微视等一类短视频营销平

台的出现。使得中药材电子交易极大方便快捷，缩短了中间环节，

提高交易效率，避免或减少中药材在经营企业之间长距离来回周

转，同时也为传统的销售模式开辟了新的道路。 

结语： 

我国秦岭地区的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种源

不够清晰，种植品种混杂，药农种植具有盲目性，土地利用率低，

销售渠道单一，药材质量参差不齐等诸多问题。通过建设药材种植

基地，加快建立秦岭药库溯源系统，发展互联网营销多种方式等有

效举措，可以帮助秦岭地区打造“秦岭本草”道地品牌，保证药材

质量，进一步增加产品竞争力，实现陕西道地药材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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