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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中菊材 业产的

可持续发展

口 丁 兆平

吴维群

 山东中医药大学 !

 山东济南 中药厂 !

中药材生产是农副产 品生产

的特殊形式
。

运用可持续发展理

论
,

来有效地指导我 国中药材生产

向产业化
、

现代化发展
,

以达到保

护珍稀中药材资源
,

实现 中药材商

品的优质高效
,

以及中药原料 的基

地化
、

规模化
、

无公害生产
,

利用我

国中药材资源和道地药材基 地生

产优势
,

建 立发 展绿 色中 药材 产

品
,

促进中药材生产和开发的现代

化和 国际化
,

具 有极 其 重要 的 意

义
。

一
、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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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中药材 资源珍 贵或 紧

缺
,

要 求其发展遵循资源永续 利 用

原则

目前
,

一些宝贵的中药材资源

濒临枯竭
,

对珍贵的种质资源保护

和优质 中药材的引种栽 培缺乏统

一的组织和协调
,

一些珍稀濒危药

材代用品研究还 比较 薄弱
。

解决

这些问题
,

必须充分利用与节省宝

贵的中药材资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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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断增 长 的人 口 和对健康

保健的 需求
,

要求 中药材生产走提

高效益 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世界范围内的天然药物热潮
,

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逐步接

受
,

使 中药应用市场不断扩大
。

中

药材加工生产水平低
、

产品质量不

稳定
、

规范不统一等
,

势必影响到

中药产品质量甚至临床疗效
,

影响

中药材的发展
。

要 克服 中药材生

产低 产 量
、

低效益 的 自然 农业 状

态
,

向高产
、

优质
、

高效的现代农业

发展
。

∃
∀

农村 经济 的全 面繁 荣要 求

中药材生产的持续增长

中药材生产中栽培技术研究

推广不够
,

生产管理粗放
,

单产低
,

质量差
,

这种现象较为普遍
。

实现

中药材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

可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农 副业 生产的发展

和农村经济的繁荣
。

有人认为
,

中

药产业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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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 生产 与农业 生 态环

境的保 护要 求遵循 可持 续发展 原

则

中药材 的病虫害 防治和农药

残留污染问题 比较严重
。

在 中药

材生产 中应高度重视生态环境 的

保护
,

确保生产的药材是不被污染

的
“

绿色药材
” ,

以优 良的质量用于

人类防病治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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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技术 一 中药现代化★中药材生产与基地建设

二
、

中药材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研究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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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动 态与资源保护

自 : ∋ 年代开始进行 的全国中

药资源调查表明
,

我国现有 中药资

源种类达 � # : ∋ ; 种
,

其中药用植 物

� � �% < 种
,

药用 动物 �& : � 种
,

药用

矿物 : ∋ 种
。

尽管其 中部分物种蕴

藏量较大
,

但并非取之不尽
、

用之

不竭
。

滥采
、

乱捕
、

过 度开发 已使

一些宝贵的中药材资源濒临枯竭
。

因此必须对 中药材资源进行动态

观察
,

加强资源保护意识
,

不断提

高这 一特 殊资 源 的数量 和 质量
。

加强资源的扩大与再生的研究
,

如

从亲缘相近 的同属植 物或不 同的

药用 部位来扩大药 源
。

对 国家 已

列入动植物保护品种的中药材
,

积

极开发家种
、

家养
,

避 免野 生资源

的直接人药
,

保证 中药材品种的多

样性和丰富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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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生产的规范化

 �! 种质优质化
。

我 国 已初 步

建立 了
“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
” ,

开

展了植物类药材 的基 源鉴定和筛

选优 良种质工作
,

为保证药材质量

迈出了第一 步
。

一些 动物类药材

的养殖也在选优汰劣
,

防止品种退

化
。

相关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
,

扩

大影响
、

宣传和推广适宜技术
。

 # !引种合理化
。

根据野生药

材的生态环境
,

选择适宜地点进行

引种和栽培
。

中药材 的引种就以

道地药材为主
,

因地制宜
,

合理布

局
,

有重点地建立道地 中药材生产

基地
,

保证优质
、

高产
、

高效地发展

中药材生产
。

 ∃! 管理与采收科学化
。

应加

强对药材生产 田 间管理 和人工驯

养的技术指导
,

药材部 门要做产量

预测
、

市场行情及供求 情况分析
,

尽量保证产
、

供
、

销均衡化
,

防止大

起大落
,

引导药材生产走出无序的

误区
。

药材应适时采收 以保 证质

量
。

 % !加工与炮制规范化
。

在中

医药理论的指导下
,

对中药材进行

合理的加工炮制
,

可以对中药材起

到增效
、

减毒和改变药性的作用
。

∃
∀

药材生产的科学化

 �! 野生变家种家养
。

濒危及

稀有种动植物野生变家种
、

家养以

及国内引种栽培进 口 南药等是药

材生产中的一项技术难关
。

如
“

冬

虫夏草 的人工培养
。 ” 、 “

石锄头的

无土栽 培
” 、 “

天麻 的人 工培 养
” 、

“

西洋参 的引种栽培
”

等已 获得成

功
,

应在此基础上增加科技投人
,

缓解药源的紧张状况
。

 # !高产
、

优质药材
。

加强 中

药材 高产
、

优质栽培技术研究
,

通

过建设药材生产基地等措施
,

提高

药材的产量和质量
。

 ∃ !病虫害防治
。

防治病虫害

是药材栽培管理的重要环节
,

直接

影响药材的产量和质量
。

应 以生

产
“

绿色药材
”

为 目标
,

采取适宜的

病虫害防治措施
,

近年来生物工程

技术进行抗病虫 害的研究对 中药

材生产具有特殊意义
。

 % !农药残留及药材污染
。

中

药材化学农药残 留和有害元 素含

量过大
,

直接影响到药材的使用和

出 口
。

应制定科学 的重 金属及农

药残留的限量标准
,

采取有力措施

予以解决
,

如开展生物技术防治病

虫害
,

减少环境污染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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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技术的运用

运用生物技术对改 良中药品

种
、

中药的快速繁殖和工厂化生产

等方面可发挥积极的作用
,

如多倍

体技术
、

植物基 因诱导
、

细胞培养

技术
、

生物发酵工艺等
,

甚至可 以

扩大到中药活性成分的生产
、

人工

合成  如康香酮 !等
。

已 有的研究

如 8 通过改变构祀
、

怀牛膝染色体

数目诱导出单倍体或多倍体植株 7

用川贝母 的鳞茎
、

叶片及叶腋诱导

再生鳞茎
,

提高鳞茎 的产 生数量
,

缩短生 长周期
,

且 提高 生物 碱 含

量 7 牛双胆囊培植牛黄增产配套技

术通过手术方法对牛 的胆管进 行

改建
,

可使牛黄的产量和质量有大

幅度提高 7虫草菌丝分离培养和发

酵工艺研究生产 出的人工发酵 品

与天然品成分未见 明显差异
,

临床

指标也无明显差异 7黄芭毛状根大

规模培养技术
,

培养出的毛状根与

黄茂的质 量极 为接 近
,

从 化学 成

分
、

药理
、

毒性的系统 比较
,

具有可

替代性 7 以上这些成果都对 中药材

高技术产业具有示范作用
。

三
、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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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

加强对中药材生产 可持续发

展重要性的认识
,

增强紧迫感和责

任感
。

纠正对 中药材生产 的一些

错误认识
,

切实把中药材生产当作

中药事业 的基础工作和首要工作

来抓
。

对野 生资源进行有效 的保

护
,

限制濒危
、

稀有资源的直接人

药 7支持人工栽培
、

家养药材的发

厂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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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国家及地方应根据实际需求确

定适 当的药材品种
、

基地建设 的重

点
,

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规划
,

并组

织指 导实施
。

拉开药材的等级差

价
,

鼓励发展质优
、

高产药材生产
。

制定政策限制原药材的出 口
,

发展

高科技 含量的国产中成药生产 与

出 口
。

对 有关 中药材生产可持续

发展重大课 题和紧急课题如濒危

动植物药 材代用 品的研究等列人

国家科研计划
。

#
∀

机制措施

以市场为导向
,

自主生产为基

础
,

采取贸工农一体化
、

产供销一

条龙等多种形式
,

将 中药材生产 的

产前
、

产中
、

产后各环节联结起来
,

形成系统 内部有机结合
、

相互促进

和利益互补机制
,

实现 中药材生的

规模化
、

集约化
。

∃
∀

技术措施

必须特别重视 中药材生 产技

术的优化和配套
,

依靠科技进步发

展中药材生产
,

真正做到中药材品

质优 良
,

有效成分 含量基本稳定
。

要重点 开展药材优质高产栽培技

术
、

良种选育
、

病虫害防治
、

产品深

加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工作
,

逐步

建立和完善种子种苗基地
、

高产栽

培  养殖 !试验示范基地
,

积极发展
“

绿色药材
”

生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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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措施

要加强 中药材生产 部门人才

队伍的建设
,

多方培养和培训科技

人员
,

调动中药材生产人员的积极

性
,

鼓励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致力

于中药 材生产可持续 发展相关课

题的研究开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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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措施

针对资金短缺
、

投入不足的现

状
,

必须进行重新部署
。

对中药材

生产
,

适应其农副业生产的特点
,

积极开拓国家
、

集体
、

个体
、

外资等

不同投入渠道
,

甚至可与农业综合

开发
、

大江大河综合治理
、

大规模

农业生态建设等结合起来
,

在充裕

的投 人环 境下
,

发挥 其 巨 大 的社

会
、

经济和重大生态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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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达 %
∀

: 亿人
。

今

天 �# 亿人
,

比 �� % � 年增长了 �
∀

& 倍
,

比 ∃ ∃: 年前增长

了 �# 倍
。

人的活动范围扩大
,

加上森林
、

草原的破坏
,

致使某些药用物种栖息地缩小或环境变化
,

这恐怕是

另一更重要的原因
。

∃
∀

人工种植
、

养殖可 以稳定药源
、

稳定药价
,

这是

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实践
,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

采用

种种措施扩大了人工种植
、

养殖的种类及规模
,

证明这

是野生药用资源保护并保 证人类 用药的好方法
。

今

后
,

以经济手段鼓励人工种养
,

可 以有效地保护濒危物

种
,

也可 以解决药源持续供应问题
。

因此
,

这是中药现

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工作的一部分
。

%
∀

中国要真正解决药用濒危物种 问题
,

必须使 全

民改变中国并非地大物博
、

药用野生资源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错误认识
8

必须使全民树立环境保护
、

与大 自

然和谐共存的意识 7 必须以法律手段制裁不法分子 的

狂采滥捕
。

&
∀

中国药用濒危野生物种现状及其生态
、

濒危原

因
、

需加强的措施等
,

均需进行深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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