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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陕 南具有特殊的 自然生 态环境
、

生物 多样性
、

丰富的 中药资源和产业 开发基础 陕 南中

药产业在我 国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本文讨论陕南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 问题和对策

关键词 中药产业 陕 南 可持续 发展 对 策

我 国陕 南地 区 含汉 中
、

安康
、

商洛及 宝 鸡 市 的

丹 凤
、

太 自等 辖 个县
,

万人 日
,

万 耐
,

分别 占陕西 省的 和
。

陕南中药产业在我 国

占有 分重 要的地位
,

其特殊 的 自然生态环境
、

生物

多样性 和 丰富的 中药 资源
,

已 成 为我 国
“

天 然 药库
”

和
“

生 物 资源基 因库
” 。

共 有各类植物药 余 味
,

占全 国药物种类 的
,

其 中《中国药典 》收 载 的主

要品种达 余种
,

常年经 营的 中药材 余种
,

国

家珍稀濒危保护药材 余种
。

中药材重点品种 占全

国总量 的
,

其 中天麻
、

丹参
、

杜仲
、

山茱英
、

绞股

蓝
、

葛根 等 多种药物 在数 量
、

品质 上 处 于 国 内优

势地位
’〔

陕南 中药资源 丰富
, ,

具有发展 中药产业得 天 独

厚 的 自然 条件
、

传统优势 和 产业开发基础
。

目前
,

陕

南 中药企业 有 余 家
、

人 工 种植 中药 材 余万

亩
,

年实现产值逾 亿元 ’。

在振兴陕南 中药产业
、

调整产业结构
、

加快农 民脱贫致 富
、

振兴 区域经济等

方面发挥 了积极 的作用
,

但 又 存在诸多 问题
,

制约陕

南中药产业 可持续发展
。

因此
,

积极探索陕南 中药产

业可持续发展 的问题和对策尤为必要 和迫切
。

一
、

陕南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一 日 一

中药产业 ⋯规摸霍要扩展

目前
,

陕南 中药制药 企业 有 余家
、

获得 国 家

批准文号 的药品 余种
,

医药 中间体加 企 业

余家
’ 。

其总体规模较小
、

效益不高 生产技 术开发和

科技创新 能力不强 生 产设备和工 艺需 要 吏新 和创

新 产 品策划和包装档次低 产业带 动 和辐射作用 不

强
、

管理水平
、

理念有待进一 步提升和规范等

主药产业水乎垂待提高

在 中药材方 面
,

质量 不 稳定
,

品种混 乱 和 老 化

已 制约 了 中药产 品 的提高
。

大宗 中药材 品种栽培 技

术研究推广不够 生产管理不规范
,

中药材 的病虫害

防治 和农药残留污 染 问题还 比较严 重 单产低
、

质址

差 的现象较 为普遍 过度开发 已使一此 宝 贵的
‘ ,

药

材资源濒 临枯竭 对珍 贵的种质 资源保护 和优 质
‘ ,

药材的引种和栽培还缺乏统一 的组织 和协调
〔

在中药饮片加工方面
,

主要是生产水平低
、

产品质

量不稳定
、

炮制技术规范不统一
、

包装档次低等问题

在 中成药方面
,

主要 问题是单个产 品 和 同 类产

品低水平重 复严重
,

新产品开发力度不 足 现有的

成药制剂 中传统剂型仍 占较大 比例 一些 新 剂 型 和

联 系人 杨彬彬
,

主要从事中药资源研究和产业化开发
, 一 , 一 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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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症 剂型开发应用不 足 新 型药用辅料的生产和应

用还有较大差距 中成药 的质量标准不够完善
,

产 品

质量不够稳定
,

主成份 含量 差异较大
,

农药残 留量和

重金属超标现象没有很好解决
。

资全相
一

吐担缺
,

鱼犬的制约主药产业生匕发展

壮大

中药产业化开发属资本密集型产业
,

且周期相对较

长
,

由于陕南区域不发达
、

中药产业企业总体规模小
、

融

资环境和资金
“

瓶颈
”

严重
,

产业开发资金严重不足
,

极

大的制约中药产业化发展和壮大
,

因此其辐射和带动作

用也非常有限
,

也使陕南中药产业难以发展壮大
。

国际 市场 需要大力开拓

整体医学 的崛起使 中医 药面 临着走 向国际市场

的大好机遇
。

随着 国外对 中药的逐步认可和准人
,

中

药逐步大范 围地进人国际市场 已是大势所趋
。

长期 以来
,

陕南 的 中药 主要满足 于 国 内市场 的

需求
,

对进人 国际市场还 准备不足
,

缺乏 相应 的对

策
,

导致 出 口 秩序混乱
,

中药产品质量和 国际标 准缺

乏保障
,

影响 了中药产 品在 国际市场 的份额和竞争

力
。

对新兴 的 市场缺乏认识
,

在传统的营养保健

产品市场上 又 因产品的质量
、

包装等 问题而缺乏 竞

争力
。

在市场竞争 中
,

对专利
、

商标等知识产权 的保

护观念淡薄
,

未能有效维护 自身的权益
。

科技创遥丘力和应用推广 不星

中药产业对技术要求较高
,

目前
,

陕南 中药产业无

论在 良种繁育
、

基地建设
、

中药饮片加工
,

中间体

提取
,

药品加工
、

质量检测
、

标准化控制等方面
,

科技创

新力后劲不足
,

应用推广不理想
,

严重制约了其发展
。

二
、

陕南中药产业化开发体系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大力里叠生直主药产业鱼龙头企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产业 发展 中的带 动和辐射效

应 日益突出
。

针对 目前陕南中药产业现状
,

打造 中药

产业龙 头企业
,

积极 扶 持 和 引导 企业通 过联合
、

兼

并
、

破产
、

重组 等形式
,

使生产要素进一步优化
,

加强

企业与高等院校
、

科研机构 的联合协作
,

根据优势互

补
、

利益共享 的原则
,

建立 双边
、

多边技术协作机制
,

形成一批集约化
、

规模化的 中药大型企业或企业集

团
。

提高总体规模 和效益
,

增强其产业带动和辐射作

用
,

推进陕南中药产业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
。

如快峡南地道优势药材的良秒整直述垂建 呈

中药材种质资源和优 良品种是 中药材生产 的基

础 条件
。

陕南地道优势药材 的 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主

要工作包括

依 托省 内外 的 良种 繁育科 技 和 中药资源 优 势
,

依靠现代科技力量
,

加强对现有种植 品种 的 良种选

育和 繁育研究
,

充分挖掘其种质资源 的利用率
,

应用

细胞 工 程
、

基 因工程
、

发 酵工程等现代生物手段
,

改

进我 国传统药材 良种繁育技术和手段
,

不 断提高中

药材 的品质和产量
。

加快优势野生药材变 为家种药材速度
。

尤其是

应加强对 目前 尚未能家种 的大宗药材的野生药材 的

驯化和规范化栽培技术研究等工作
,

建立 良种繁育

基地
,

以解决 中药材药源基地建设 的优 良品种 的供

给和保 障
。

如 决哇南地道选势药材互大宗药材 卫基地

建设

规范 中药材栽培 和 加工技术 是保证 中药材 质量

的关键环节
,

降低农药残毒和重金 属 对药材 和环境

的污染是保证 中药安全性 和保护生态环境 的重要 条

件
,

建设中药材 基地是一 条有效 的途径
。

陕南 的天麻
、

丹参
、

杜仲
、

山茱英
、

葛根
、

绞股蓝
、

五味子
、

红 豆杉
、

黄姜等 多种药材
,

通过人工栽培

在数量
、

品质上都在全 国处于优势地位
,

力争到

年
,

建成 余种优势道地药 材 基地
,

并 通 过 国

家 中药材 认证 ’一 。

实现 中药 材生产的规范化
、

规模化
,

保证中成药 的原料需求 和质量
,

使 其质量稳

定在高标准水平上
,

达到 国际无公害药材水平
,

为 中

药材 出 口 创汇提供保障
。

建成医南
一

中药皿代 匕产业群
联合省 内外 和 国际相关大学

、

科研 院所
、

企业研

发 中心 等科研力量
,

建设一批 中药材和 天 然药物研

发机构
、

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研究基地
、

新 药安全评价

中心
。

加强 中医药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拓宽 中药的应

用领域
,

延伸 中药产业链 条
,

不断加快产业升级
。

利用 细胞工程
、

基 因工程等技术
,

开展优质中药

〔 、 , 尸 , 女 ’口汉‘ 勿 己 族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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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品种选育和 中药材规范化生产栽培
,

选育丹参
、

杜

仲
、

山茱英
、

葛根
、

绞股 蓝
、

五味子
、

天 麻 等道地 药 材

新 品种
’ ,

重点发展道地 中药材
。

在 中药材炮制加工

和 中药企业集团
,

并带动农户建成一批符合药材生

产管理规范的地道 中药材种植基地
。

研究制定
“

秦

产
”

地道药材种植规范
,

力争通过 认证
。

强化 中药质量控制方法研 究
,

建立 和 完善若干

种 中药材
、

中药饮 片
、

中药提取物和重 点 中成药质量

标准
,

完成其 中药化学对照 品的研究
,

建成符合 国家

规范的中药现代化质量标准体系
。

近 年来
,

已有一 系列新技术
、

新工艺及新设 备在

中药 几业 中开始应用
。

例如动态逆流分离纯化
、

超临

界二氧化碳萃取
、

大孔 树脂吸 附提取
、

工业 膜分离
、

减 压浓 缩
、

薄膜浓缩 等先进技术
,

应用 喷雾干燥
、

沸

腾干燥
、

微 波干燥
、

真空 干燥 等技 术 和设 备后
,

提高

了产 品质量
,

实现 中成药生产程 控 化
、

检测 自动化
、

输送 管道 化
、

包 装机械化
,

使 中成药生 产形 成 规模

效益
,

满足 国际
、

国内医药市场 的需求
。

设立 中药科技示 范企业
,

开 发生产疗效确切 的

创新药物
,

强化天麻
、

丹参
、

杜仲
、

山茱英
、

葛根
、

绞股

蓝等传统 名优产 品的二次创新
,

研制开发 出 一 个

有影响力和较强 国际竞争力的中药新产品 ”。

建立血健全专门的中药材生产
、

主场供求动

态信息系统和主药封和药鱼鲍丝一规 范的集遨地迷只

市场体 系

该信息系统应 该能宏观指导药农正确种植
、

采集

和加工药材
,

并及 时预测 和通报陕西
、

乃 至全 国各药

材市场供求 的变化状况
,

以避免某些药材 品种种植
、

生产出现局部过盛或不 足
,

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

市场是产业发展 的先决 条件
,

中药产业化发展

依靠健个的市场
。

因此
,

一 是要加强产地市场建设
,

根据产业发展 的需要
,

因地制宜地规划建设一批 中

药材综合交易市场和专 门批 发市场
,

充分发挥市场

的聚集
、

辐射和信息发散功能
,

扩大陕南 中药 的知名

度
。

二是要确立
“
以特取胜

、

以质取胜
”

的市场经营之

道
,

进一步扩大陕南 中药材和药 品在全 国市场 的份

额
。

积极探索中药 电子商务交易
,

逐步 向规范化
、

国

际化发展
。〕

应送重运 用却迄吕产迷寒逞龙虫药品种和生产长

键技术

知识产权是决定市场份 额 的一 个重 要 因素
。

对

于现有和今后 的中药品种和生产关键技 术
,

必须有

效运用专利
、

商标等知识产权加 以 保护
,

并积极 申请

国际知识产权
,

最有效维护 自身的权益
,

提高国际竞

争力和市场份额
,

为国家 出 口 创汇
。

力望医建立和健全中药产业的质量林准化体系

积极稳 妥 地 推 进 实施
、

的步伐 和 贯彻

实施
、 、

和 即将 出台的 规范
。

逐步制定和完善 中药材及中药饮片的质量标准并

颁布实行
,

从产品质量上提高中药产业现代化水平

建立并推广应用鉴定 中药材 质量 的标准薄层 色

谱 图谱
、

标 准指 纹 峰 图谱 及 色谱 一 光谱联 用
、 ’

上物检

测等鉴别技术
,

提高现有 中药检 测机构 的检测 和装

备水平
。

建立 中药现代化评价 系统
,

口的是从组织 机构

上保证生产 的 中药产品达到国际认 可 的水平
,

包括

建立 中药筛选 中心
、

中药标 准 品 中心 及
、

以半 中

心 等
,

形成 中药现代化研究开 发 系统
,

使 中药 质量控

制标准及水平能够达到 国际水平
,

并得到国际认 可

制红相关的选惠政策
、

建立健全多元化的 中

药产业化开友投秒资生三

陕南各级政府 和部门应重 视 中药产 业
,

充 分落

实 和利用 国家优惠政策
,

在产业结构调 整
、

产 业推

进
、

科研开发
、

技术改造
、

申请知识产权保护
、

科技成

果鉴定
、

产业 基地建设 和税 收
、

市场 开拓
、

招 商引资
、

融资
、

人 才培训等方 面制订相关 的优惠政 策 和创造

良好 的条件
,

加快陕南 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

资金
“

瓶径
”

是制约陕南 中药产业 发展 的最大因

素之一
。

建立健全 多元化 的中药产业 化开 发投 融 资

体系
,

加快陕南 中药产业发展
。

多种 渠道扩 大政府 引导性资金规模
,

加 大 引

导性资金扶持力度
。

陕西 省政府 已设 立 陕 南 中药 产业 发 展 资 金
,

发

挥了较 为显著的作用
,

但 资金规模较 小
,

扶持 力度有

限
。

因此
,

建议通过多种渠道
,

加大基金的规模
,

资金

向重点龙头企业倾斜
,

加快其资源平 台建设 和 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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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进程
,

充分发挥和增强龙头企业 的带动和辐

射作用
,

加快陕南中药产业 的发展
。

同时建议将现有 的农业综合开发 资金
、

农村扶

贫开发资金
、

农业 发展专项 资金
、

以工 代贩 资金
、

退

耕还林资金等 与陕南 中药 产业化 开 发结合起来
,

制

定切实可行 的管理办法
,

加 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

加快陕南 中药产业化体系建设
。

支持 中药产业龙头 企业利 用证券市场
,

积极

争取社会资金
。

政府 的投人是有 限的
,

只能起到引导性 的作用
,

解决不 了根本 问题
,

只有积极 吸引社会 闲散资金
,

投

资中药产业
,

才能有效解决其资金
“

瓶径
”

问题
。

陕西

省应支持 中药产业龙头企业发行股票和 债券
,

吸引

东部和海外资金
,

不 断拓 宽融资渠道
,

充分利用社会

资金
,

促进陕南 中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

以 财政资金为 引导
,

利 用 民 间资金
,

探索建

立风险资金和担保资金
。

建议 由省投资公 司等投资机构牵头
,

以财政资

金为引导
,

利用 民间资金
,

探索建立陕南 中药产业风

险资金和担保资金
,

对 陕南 中药产业领域 的重大高

新技术产业化项 目和科技型项 目进行投资
,

给予重

大项 目重点支持
。

根据 陕南中药高新技术产业化特点
,

争取 国

家项 目和投资
。

近年来 国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
,

每年安排 了一

批高新技术产业化项 目
、

科技型 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项 目
,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

国家中药材扶持项 目

及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等
,

给予 国家项 目和投资
。

从而

对拉动
、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和地方经济增长
,

起 到 了

极好 的示 范和带动作用
。

陕南 中药企业要抓住机遇
,

筛选好项 目
,

积极争取 国家支持
,

以加快陕南 中药产

业发展
,

实现 区域经济腾飞
。

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

推进陕南中药国际化进程

以市场为导 向
,

以陕南 中药材 资源 为依托
,

以陕

西科技优势为支撑
,

大 力发展现代 中药农业
,

中药制

造工业和 中药 国际贸易
,

政府应 重点扶持一批 中药

外 向型企业
,

积极发展外 向型经济
。

政府
、

企业要 积极行动起来
,

加大陕南 中药 的国

际宣传和交流
,

不 断拓展 国际市场
,

积极发展 国际市

场紧缺 的 中药
,

巧借
“

秦 巴 山 区 和 太 白山
”

的国际影

响力
,

扩大 中药材
、

提取物
、

药 品
、

饮 片及 中药健康品

的出 口 贸易和产业合作
,

推进陕南中药国际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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