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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 种子种苗标准化工程

口魏建和 陈士林 程惠珍 李梅君 杨成 民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 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摘 要 本文比较分析 了我国 中药材种子种苗工作现状
,

指 出其核心 问题一是没有优 良品种
,

二

是管理真空
。

在此基础上
,

提 出 了 中药材种子种苗标 准化工程并论述 了其主要 内容 开展四项研究
,

即种质资源评价
、

新品种选育
、

种子加 工和种子质量标准的研究 建设两 个体 系
,

即 中药材品种审 鉴

定体 系和原 良种繁育生产体 系 以及建设一个种子质量检测 中心和一个种质 资源库
。

通过研究与建

设
,

推进 中药材品种标准化
、

种子 生产标准化
、

种子检测标准化
、

种质保存标准化
。

论文最后指 出中药

材种子种苗标准化工程需要全 国力量共 同参与
、

在 国 家集中支持下
,

以新品种选育为 突破 口
,

快速推

进
,

以适应 中药材规范化生产的要求
。

关键词 中药材 种子种苗 品种 标准化工程

中药材质量稳定需要 中药材生产 的规范化
‘ ,

中

药 材 生 产 规 范 化 需 要 中药 材 种 子 种 苗生 产 的标 准

化
。

种子是 中药材生产 的物质基础
,

优 良品种及优质

的种 子 种 苗 是 实 现 中药材 规 范 化生 产 的基础 和 源

头
,

规范化的种植技术是实现 中药材规范化生产 的

过 程
。

不解决源头和基础 问题
,

过程问题就不可能得

到真正解决
。

目前我 国 中药材种子种苗 的现状是一种

源混乱
,

种质混杂
,

推进 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是 当

务之急
。

本文参 考农作物 品种选 育和种子质量标准

化的历史 和现状
一 ” ,

结合 中药材生 产 的实际情况及

作者从事 中药材 品种选育和种子种 苗质量标准研究

的实践 【‘ 一

川
,

提 出应开展 中药材种子种 苗标准化 下

程
。

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

以 达抛砖 引玉 之效

一
、

我国中药材种子种苗现状

总体 噎歹乙

与农 作 物 品种选 育 和种子 标 准化 的进 程 相 比
,

中药 材 种 子 种 苗 工 作 涉 及 到 的种 质 资源 及 品 种 选

育
、

种子种苗生 产经营
、

种 子种 苗 质量控 制
、

管 理体

系与规章制度建设等还非常落后
,

如表 所示

我 国 中药材种 子 种苗业 尚未形 成独 立 产业
,

仍

是药材生产 的附属
,

处 于 一种 自产 自销 的原始生 产

状态
,

种子 的假 冒伪劣问题严重
。

其生产流通现状如

收稿 日期 一 一
图 所示

。

修回 日期 一 一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专项 一 北柴胡
、

丹参
、

川 贝母种子种苗质量标准规范化示 范研究
,

负责人 陈士林 国 家
“

十五
”

科技攻 关计划 子课题 黄答
、

柴胡种子质量标准和检验规程的研究与 制 定
,

负责人 魏建和 北京 市科枝新 星 计 划

以 ” 类
,

负责人 魏建和
〕

联系人 陈士林
,

本刊编委
,

主要研究方 向 中药资源的 开发与利 用
, 一 , 一 以匕

,

〔 二 邵加
。 心如 了’“ 以 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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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问题

我 国 中药材种 子种 苗业 面 临两个 核 心 问题
,

一

是没有优 良品种
,

二是管理真空
。

优 良品种选育基本是空 白
。

我 国主要农作物品种选育
、

种子生产 繁育及市

场流通 已成为一个独立产业
。

常规种子和杂交种子

均基本 实现 了专业化生产
,

农户 已 习惯从市场上购

买专业机构繁育 的优 良种子
,

自繁 自用 已基本成为

历史
。

建 国以来
,

我国主要作物品种更新换代 了 一

次
,

良种覆盖率达 以上
。

粮食单产 的增加
,

主要

来 自品种更新
。

但 中药材优 良品种选育却是 中药材 研究 中

最薄弱的环节
。

我 国人工栽培药材近 种
,

其 中约

种药材 的规范化种植技术 已有研究
,

但 已培育出

优 良品种并 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的药材不超过 种
,

中药材 良种对药材产量提高和 质量改善 的贡献微乎

其微
。

中药材 品种选育的滞后极大 限制 了 中药材生

产技术水平 的提高
。

另外 种栽培药材除人参外

也没有种子种苗质量标准
。

中药材种子种苗处 于管理真空
。

我 国农作物种 子管理工作 由农业部种植 司种子

处 负责
,

地方有省
、

地
、

县种子管理站
,

形成 了比较完

整 的种子管理体系
。

中药材列入 了《中华人 民共和 国

种子法 》
,

其管理从法理职能上隶属于农业 系统
,

但

由于 中药材行业管理
、

质量管理和科研管理隶属 于

医 药系统
,

而 医药行业 管理和质量管理又 未顾及 中

药材种子
,

因此 中药材种子种苗管理处于边缘地
,

造

成 了实际上 的两不管
。

二
、

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工程主要内容

中药材种子种苗标 准化包括 中药材品种标 准化

和种子种苗质量标准化
。

中药材品种标准化是指大

田种植采用标准化优 良品种 种子种 苗质量标准化

是指所用 品种 的种子种苗质量达到规定标 准
,

包括

中药材种 子种苗 原
、

良种 生产技术规程
、

种子质量

分 级标 准
、

种 子检 验规程 和种 子包 装
、

运 输
、

贮存标

表 我国中药材种子种苗业与农作物种子业的比较

比较类另,

研究进展

比较项 目

种质资源收集评价

中药材

刚刚起步

新品种选育

生产经营体 系建设 原
、

良种繁育

农作物

搜集整理 了 万 多份
,

保存在国家种质资源

库和种质 圃

育成农作物新品种 余个
,

农业增产贡献

率 以上

由私人种子公司
、

各级国有种子公司
、

农业科

研单位等形 成生产经营体 系

烘干
、

精选
、

分级
、

包衣
、

包装等
,

基本实现专业

化
、

自动化
、

机械化

农作物
、

牧草等大 多数有种子质量标准和检测

规程

体 系完善
,

分布在全国

法规
、

政策
、

办法
、

标准等形成完整体 系

已建立 了 国家
、

省
、

地
、

县级种子管理体 系

完善的审
、

鉴定制度和 区试体 系
,

审
、

鉴品种才

能用 于生产

农业
、

林业新品种分开管理
,

按保护名 录申请

保护

常规性工作

获得许可才能生产
,

特别是杂交种

获得许可才能经营

巧 种栽培药材 中不 足 有育

成品种

农户生产个体商贩经营

加工 包装

质量体 系建设 种子质量标准

简单干燥
、

筛选
、

大麻袋 包装
,

手

工操作

尚没有国家标准

种子质量检测 中心

管理体 系与制度建设 政策法规体 系

管理机构

品种审 鉴定制度

无

没有专门条例 或办法

基本为纳入该体 系管理

未纳入该体 系
,

品种随意使用

植物新品种保护 大部分草本 药材 未列入保护 名

录无

种子抽检制度

生产许可制度

经营许可制度

农户 自行生产

任意经营

〔 沈、 叨观
。 臼以 沁耐 、 对。边 〕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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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

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工程是一个 系统工程
,

从

中药材生产现状 出发
,

其核心 内容可 以概括为开展
“

四项研 究
” ,

建设
“

两个体系
” , “

一个 中心
”

和
“

一个

资源库
” ,

如图 所示
。

重点研究 内容

中药材种质资源 的收集评价一种质标准化
。

包括种质资源标准与规范制定
、

种质资源评价及

保存方法研究
、

优 良农家品种或种质的发掘与利用
。

以 种 质直接用 于生产或作 为新 品种选育基础材

料为主要 目的
,

重点收集每种药材全

利用奠定基础
。

良种繁育
、

加 工 与 贮藏技 术研 究一种 子 生 产

标准化
。

针对培育 出的新 品种
,

研究原种
、

良种 繁 育技

术
,

良种精选
、

加工分级技术
。

对一般性药材种子
,

实

现种子质量
、

包装 的标准化
。

开展 中药材种子包衣技

术研究
,

推动 中药材种子标准化
、

增强药材抗性
。

开

展 中药材种 子贮藏技术研究
,

延长种子 的保存期
,

促

进 中药材生产的稳定
。

国主要产 区 的各种变异类型
、

农家品

种
、

野生分布 区种质
。

在东北
、

华北
、

西北
、

西南
、

华东
、

华 中
、

华南 等 个

地域
,

按照药材产地分布及科研力量

建立 个种质资源鉴定 中心
,

对主要

种 质 资源 的经济性 状 和生物学 性 状

进行鉴定和评价
,

筛选农 家品种或综

合性状优 良的种质
,

直接应用 于生产

或作 为培育新品种 的基础材料
。

研究各种药材
、

特别是顽拗 型种

子 药材 和 无性 繁殖 药材种 质 资源 的

保存方法
。

收集保存珍稀濒危药材种

质资源 及 大宗栽 培药材 的近缘 野生

种质
,

实现种质资源 的种子或离体保

存
。

中药材新品种选 育一品种标

准化
。

包括常规品种选育
、

杂交 品种选

育
、

生物技术育种等
。

现阶段需要集

中全国科研 力量
,

充分依托药材基地

技 术人 员
,

全 国统 一 布局
,

按 药材地

域性开展地方品种 比较
,

采用混合选

择
、

集 团选择 或 系统选 育方 法
,

迅 速

选拔 出一批优 良品种
,

以替代 目前生

产上使用 的混杂群体
,

结束绝大部分

药材生产无优 良品种现状
。

基础较好

科研单位选择 开展 一 种药材 自交

系选育工作
,

为杂交育种和杂种优势

农农户户户 日 农户户

药药药药 单单单 或或或 地产商商
材材材材 收收收 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
生生生生 种种种 药药药 月月

产产产产 子子子 材材材
副副副副 不不不 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产产产产 产产产 做做做 市场 经销商商
品品品品 药药药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材材材材材材 子子

简简单干俐保鲜
、

净选选

图 中药材种子种苗生产流通现状

于于全资鑫鑫

噢噢妙墓墓 匕匕砂蕊库库

中药材

种质资源库

中中药材新品种鉴

审审定体 系系

中药材原 良 种繁育

及产业化生产体系

种种质资源收集评价价

新新品种选育育

良良种繁育
、

加工工

与与贮藏技术研究究

种种子检测规程与与

质质量标准研究究

匕匕全堆砂中心心

中药材种子种苗

质量检测 中心

图 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工程主要内容

〔 , 哟视 众以 ’ 耐 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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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检测规程与质量标准研究一种子检测 标

准化
。

研究制定 种栽培中药材种子检验规程和种子

质量分级标准
,

力争上升为国家的标准
,

为中药材种子

生产
、

加工
、

经营
、

使用和检测提供统一衡量标准
。

平 台建设

推进
“

两个体 系
” , “

一个 中心
”

和
“

一个 资源 库
”

的建设
,

搭建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工程 的平 台
。

中药材新品种鉴 审定体 系的建设
。

该体系包括 全 国性和地方性 中药材新品种鉴

审定委员会
,

中药材新 品种 区试体系
,

中药材新 品种

鉴 审定办法及技术标 准
。

中药材新 品种 区试体系可

以 和全 国的东北
、

华北
、

西北
、

西南
、

华东
、

华 中
、

华南

等 个 地域 的种 质 资源 鉴 定 中心 复合
,

共 同建设
。

“

中药材新 品种鉴 审定办法及技术标准
”

是 中药材新

品种鉴 审定体系的核心
,

参照农作物作法
,

结合药材

管理和 中药特点具体制定
。

中药材原 良 种繁育及产业化体 系的建设
。

在 个种质资源鉴定 中心建立相应 的 中药材原

种场
,

在全 国药材主产 区
,

各药材设立 一 个 良种 繁

育基地
。

依托育种基地和原种场
,

推动药材新品种选

育
、

引进
、

种子种 苗繁育
、

加 工
、

包装
、

贮藏
、

推广
、

销

售
、

售后服务和信息服务等走 向产业化和集约化
,

结

束中药材种子种苗 自繁
、

自用
。

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检测 中心 的建设
。

在 医药系统建立具有 国家资质 的 中药材种子种

苗质量检测 中心
,

执行全 国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 的

抽验和送检
。

除 国家 中心外
,

根据我 国药材生产布局

特点
,

在全 国建设 一 个地 区性 中药材种子种苗检

验 中心
,

负责所在地域药材种子种苗质量 的检测
。

中药材种质资源库的建设
。

依托 中药材 品种选育核心单位
,

在全 国建设 一

个 中药材种质资源保存的中期库 ℃
,

保存期 巧

年左 右
,

为遗传育种
、

道 地 药材等研究 提供种 质 材

料的保存与交流
。

依托 国家种质库
,

加强 中药材核心

种质研究构建与保存
。

以 中药材优 良品种选育为突破 口

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工作 的基础是 品种标准

化
,

没有优 良新 品种就难 以实现种子种苗的标准化
,

因此新 品种选育是 中药材种子种苗标 准化工程 的突

破 口
。

纵观 国 内外植物品种选 育历史
,

其道路基本 是

农 家 品种 鉴 定 利 用升常 规 品 种选 育斗杂 交 品种 选

育、生物 工程育种
。

与 中药材特性接 近 的我 国蔬菜

育种
,

年代种质资源收集和评价时
,

鉴定利用

了一大批农家品种 和优异种质 年代 以常规品

种选 育 为主 年代后 杂种 优势利用 成 为蔬菜 品种

选育 主导方 向 年 代起生物技 术在 品种选 育 中大

量用 于遗传背景拓展
、

抗性基因导入等
。

中药材 品种

选育 的发展既要借鉴农作物走过 的道路
,

又要 实现

跨越式 的进 展
,

争取 用 一 年 的时 间走 完农 作 物
“

农 家 品种鉴定 利 用
”

和
“

常 规 品种选育
”

近 年 的

历程
,

每种药材培育 出 一 个优 良新 品种
。

盆皇全国力量的共同参与

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工程涉及管理
、

生产
、

经

营和研究等领域
,

需要各方面形成合力
。

特别是该系

统工程 中的研究工作
,

需要 国家
、

省
、

地
、

县各 中药和

农 业 领域 的科研 院所
、

大专 院校
,

以 及各相 关 企业
、

公 司的共 同参 与
。

因为 中药材种 子种苗标准化工程

面 临的是一个基本空 白的基础
,

而栽培 药材种类却

多达 种
,

广泛分布在全 国各地
。

盆奎国家的盔主支持
没有 品种 的标准化

、

没有种子生产的标 准化
,

就

没有 中药材生产 的规范化
。

中药材种子种 苗的标 准

化是 中药材规范化生产 的主要推动力和保 障
。

中药

材 生 产 的变 革 将 来 自中药 材 优 良品 种 的选 育 和 应

用
,

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
。

农家

品种 的鉴定筛选
、

常规 品种 的选育均是社会公益性

研究 需要 国家的有力支持
。

四
、

展 望

三
、

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工程推进的几点建议

中药材优 良品种 的选育及在生产上 的广泛使用

将带来 中药材生产的大变革
。

以新品种选育为 目的
,

生物技术将发挥 巨 大作用 与新 品种 配套 的 中药材

〔
进

哟观。 讼 衍 , ’汉众 以 、 , 。 砚。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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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人

规范化生产技术
、

无公 害生产技术将得 到广泛研究

和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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