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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农业 与 中药资源可 持续发展

口 陈士林

邹健强

陆建伟

魏建和 韩建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田

国家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北京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北京

摘 要 对我国 中药农业和 中药资源产业 的发展历 史
、

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进行 了 系统分析
,

在此基

础上提 出了我国中药农业和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战略
,

并提 出 了实施和发展这一 战略 的关键技

术研究和工程建设措施
。

关键词 中药农业 中药资源 可持续发展

中药农业与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是整个中医药事

业发展的基础
,

其根本 目标是保证优质药材持续稳定

地供应 国内外市场
,

造福人类健康
,

同时实现资源开

发
、

利用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

中药农业是 中药产业链

的基础环节
,

其核心 内容是 中药材生产
,

即持续
、

稳定

地 以种植
、

养殖或生物工程方式生产中药材或其有效

成分
,

同时实现紧缺或濒危资源的人工生产
、

野生抚育

或半野生生产
。

中药资源包括药用植物
、

药用动物
、

药

用矿物
,

其中药用植物 占了资源使用量 的 以上
。

世纪 年代全国中药资源调查表明我 国有药用植

物 种
,

较常用 的约 种
,

其中 左右主要

来 自野生
,

左右来 自中药农业
,

但产量 约 占

以上
。

实现 中药农业和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是保证药

源的可持续供应和保护中药的生物多样性及其生长环

境的需要
。

一
、

我国中药农业与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历史分析

收稿 日期 刀
一

修回 日期 刁
一

我国是中药资源利用最早
、

最 多和中药资源最丰

富的国家之一
。

经过 年的发展
,

特别是近 年

的发展
,

我国已形成了规模最大
、

体系最完整的中药农

业生产体系
。

近 年来
,

我国的中药农业取得了重要进展
。

规

范化种植技术研究和规范化生产基地建设取得一定成

绩
,

以中药材生产为主体的中药农业与中药工业
、

中药

商业
、

中药知识产业共 同形成 了完整 的 中药产业链
。

年 我 国 首 次 提 出 中药 材 生 产 质 量 管 理 规 范

的概念
,

并开始着手制订我 国的中药材
。

年在汇集了国内外 中药材及相关动植物管理经

国家
“

十一五
”

科技攻关计划项 目 一 一 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
,

负责人 邹健 强
。

联 系人 邹健强
,

国 家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 司处长
,

长期在国 家主管部 门从事各 项 中医 药现代化
、

国际化相关发展规划的组织 制 定和相关科技

计 划的协调 管理 工 作 陈士林
,

研究 员
,

本刊 学术副 主 编
,

博 士 生 导 师
,

主 要研 究 方 向 为 中药资源
,

石
, 一

肠 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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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基础上
,

正式颁布了《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试行 》
。

的研究
、

制订和实施代表了中

药农业 的先进生产力方向一中药材产业化生产经 营
,

对推动我国中医药发展产生了 良好的影响
。

中药材质

量的稳定
、

安全和有效是 中药质量稳定
、

安全
、

有效的

源头
,

是中医临床疗效的基础 中药现代化工作要从源

头抓起
,

从药材质量抓起 中药材 是对 中药材生

产全过程实施有效质量控制
,

保证药材质量 稳定
、

可

控
,

保障中医 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措施 中药材

是有效推进
、 、

的基础 中药材

规范化成为我国药材生产基地建设的主流方向
。

据初

步统计
,

在吉林
、

四川
、

陕西
、

云南
、

河南
、

安徽
、

广东等

省已建成的规范化药材生产基地有数 个
,

大中型制

药企业开始介人原料药材基地 的建设
,

迅速带动了中

药材生产的产业化
,

有效地将分散的农户生产通过市

场机制组织 了起来
,

真正地将
“

公司 基地 科研

农户
”

的现代农业 生产模式应 用到药材生产 当中
,

较

好地促进了我国中药材生产的集约化和规模化
。

在药

材生产的规范化过程 中
,

中药农业发展 的先进方向已

经形成‘’〕。

二
、

中药农业和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现状及战略地位

中药资源现状分析

由于对资源缺乏有效的保护
、

可持续利用和监控

措施
,

我国的药用植物资源受到 了严重破坏
。

目前 已

有 种药用植物已属于《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 》
、

《濒危动植物国际公约 》和《国家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

保护之列
,

在贸易和利用 上受到相应 的管制 和 限制
。

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植物近 种
,

其中用于中药或

具有药用价值的约占 一 。

年公布的《中

国植 物红皮书 收载濒危植物 种
,

其中药用植物

达 种
,

占 强
。

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的药用动物 种
。

药用动物林嚼
、

黑熊等 个种

类的资源显著减少
,

尤其是 以利用野生动植物为主的
一 味常用 中药的资源 问题极为突出

,

有 多

种出现资源量急剧下降
。

许多野生个体濒临灭绝
,

如

当归
、

川芍
、

三七等的野生个体已很难发现
。

从世界范围看
,

一些 重要生态型种类 由于采挖利

用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退化 问题
,

乱挖滥采致使植被遭

到毁灭性破坏
,

干旱草原迅速沙漠化
,

沙尘暴频繁发

生
,

经济损失难以统计
。

同时 由于生态系统中物种间

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
,

一个物种的破坏和消失影响 了

多个物种的生存
,

由此对生物多样性造成 的破坏就

更难以估量
。

鉴于这种情况
,

国际 自然和 自然保护联

盟发 起 的《濒 危 野 生 动 植 物 物 种 国 际 贸易 公 约 》

第十届缔约国大会专门通过 了有关传统医药

的决议
,

要求普遍使用传统 医药的国家必须密切关注

受威胁的物种
,

并对被过度利用的物种采取 了有力的

保护措施
。

世界各国对天然植物药 的需求急烈增长
,

预计未

来 年内年需求量将翻三番
。

世界制药企业近年竞

相在中国设厂
,

许多大财团纷纷介人 中药业
,

致使我国

野生资源逐年减少
,

生态环境恶化
,

中药资源加速枯

竭
,

给 自然环境和资源造成巨大压力
,

生物多样性受到

严重破坏
,

资源保护工作滞后
’ 。

但长期 以来我 国

对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重视不够
,

中草药资源基础工

作薄弱
,

投人严重不足
,

中药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几乎处

于空 白状态
。

我国对 国家中药资源现状还不够了解
,

自 年全 国中药资源普查至今 已隔 多年
,

在这

期间经历 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

中药材生

产收购统计工作长期中断
,

生产经营处于 自发无序状

态
,

造成对实际家底不清
。

由于政府主管部门缺乏 准

确的基础数据引导 中药材生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发

展
,

无序 自发的生产行为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
,

已经制

定并正在大规模实施 的中药各项发展规划
、

计划 和大

型综合性项 目缺乏真实的中药材资源基础数据支撑
,

这对我国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 一 〕。

当然
,

也有值得肯定 的一面
。

就药材资源 的就地

保护而言
,

黑龙江省已建成了保护面积达 万亩的

野生药材保护区
,

野生资源保护区达 处
。

主要保护

的野生药材有防风
、

龙胆
、

柴胡
、

五味子
、

芡实
、

林蛙
、

刺

五加
、

知母等
,

保护区 内的野生药材实现 了有序采挖
,

家种
、

家养相结合
,

产生 了较明显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广西建立了血竭来源植物龙血树 的保护体系
,

建立保

护点 个
。

如长 白山 自然保护区受到保护 的药用植

物有 多种
,

峨眉 山 国家公 园受保护 的药用植物有

种
。

另外还有云南的药山
、

海子坪保护区等
。

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 个药用植物园就地

保护药用物种约 种
,

同时还建成 了国家药用植物

郡 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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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库
。

但这些保护措施还远远不够
,

中药资源

的破坏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

中药农业现状分析

我国的中药农业体系为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

出了重要 的贡献
,

但生产的中药材品质却呈下降趋势
。

现代农业技术中优良品种选育及生物技术在中药农业

技术进步中的贡献还微乎其微
,

而化学肥料
、

农药
、

生

长调节剂等的使用在大幅提升了药材产量的同时
,

药

材品质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

种子种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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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主要农作物品种选育

研究
、

种子生产繁育和市场流通 已形成了农业领域中

一个很有特色的独立产业
,

常规种子和杂交种子均基

本实现 了专业化生产
,

农户 已形成了从市场上购买专

业机构繁育的优良种子的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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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次
,

良种覆盖率达 到 以 上
。

粮食单产从每公顷

多 提高到 多
,

粮食总产从 亿

提高到 亿
,

分别增加了 倍和 倍
,

主要

是靠品种更新来实现的
。

但中药材 良种对于药材产量

和质量的改善的贡献率几乎是零
。

我国栽培的近

种中药材基本还停留在使用农家品种或混杂群体的阶

段
。

培育并经过审定或鉴定 出品种 的中药材仅有构

祀
、

红花
、

地黄
、

柴胡
、

五味子
、

人参等 余种中药材
。

绝大部分药材种子还没有质量标准
。

生产过程
。

对中药材生产全过程的控制是保证中药材优质的

有效措施
。

近年国家级各省市高度重视中药材的规范

化种植技术研究
。

但药材规范化种植技术措施制定的

基础研究还很薄弱
。

在中药材生产过程 中
,

具体栽培

措施的制定
,

需要依据各种药用植物生理特性
、

生态学

原理来进行
,

但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

对各种药材的生育期
、

各个时期 的生长发育特点
、

各个

生育时期植物的环境条件要求均缺乏研究
。

因此制定

的规范化种植技术规程还不尽完善
,

基础性研究薄弱
,

因此也限制了一些重大药材栽培障碍 问题 的解决
,

如

人参
、

西洋参
、

三七
、

地黄的重茬问题始终没有得 到很

好解决
,

严重影 响 了土地 资源 的持续利用 中药材需

水
、

需肥特性研究薄弱
,

造成水
、

肥滥用
,

严重影响了药

材的品质
。

由于缺乏系统研究和有效指导
,

中药材生产中盲

目使用农药问题突出
。

中药材病虫害防治仍以化学防

治为主
,

大量剧毒
、

高毒农药仍在生产上使用
,

导致药

材质量下降
,

环境污染加剧
。

上海 中医学院曾对全国

各地 多种中药的农药残留量进行过普查
,

结果显

示
,

全部样品中均有六六六残留 除吉林龙胆
、

福建阳

春砂等少数样品外
,

均有 残留
。

农药污染
、

农残

超标已严重影响我国中药材和中药产品质量
,

成为中

药走向国际的重大障碍 〔’一

川
。

引种及野生抚育
。

野生变家种
、

家养和野生抚育是实现 中药材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两种主要方式
。

我们 目前人工生产的近

种药材均来 自野生
。

近年来半夏
、

柴胡
、

防风
、

五

味子
、

葛根
、

龙胆
、

黄柏
、

石解
、

秦芜
、

山慈姑
、

化橘红
、

西

红花
、

沉香
、

降香
、

胆木
、

益智
、

金樱子
、

山豆根
、

信前胡
、

淫羊蕾
、

雪莲等多种野生药材的人工种植技术基本或

初步取得了成功
。

一些原料药的家种生产也取得重要

进展
,

如薯菠
、

金龙胆皂贰片原料金龙胆草
、

裸花紫珠

片原料裸花紫珠
、

肝苏颗粒原料赶黄草
、

威脉宁原料金

荞麦
、

灯盏花片原料灯盏花 的人工种植均 已成功并实

现了产业化生产
,

雷公藤
、

红 豆杉等也 开始 了人工栽

培
。

察香
、

牛黄
、

熊胆
、

蛇
、

林蛙
、

水蛙
、

蟾蛛的人工生产

技术均有所突破
。

四力建立 了占地 亩的养察研究

所
,

人工养庸种群约 头
,

每年 向国内外提供相 当

数量的种康和天然赓香 黑龙江建立起 万多 耐 的熊

场
,

年产熊胆粉达 国家一类中药新药
“

体外培

育牛黄
”

开始产业化生产
,

将从根本上解决天然牛黄

稀缺的现实难题
。

甘草
、

麻黄
、

肉从蓉的野生抚育和人

工栽培技术均已获得 了完全成功
,

在西北地 区建立 了

百万亩以上的围栏抚育基地和人工栽培基地
,

有效促

进 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

但随着大量物种野生资

源趋于濒危
,

野生变家种
、

家养的产业化进程仍需得到

加强
,

并保证人工生产后药材质量的优质
。

中药材野生抚育是野生药材采集与药材栽培的有

机结合的一种新兴药材生产方式
,

是 中药材农业产业

化生产经营的新模式
,

近年发展势头 良好
。

它指根据

动植物药材生长特性及对生态环境条件的要求
,

在其

原生或相类似的环境中
,

人为或 自然增加种群数量
,

使

肠 ,丫 让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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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资源量达到能为人们采集利用
,

并能继续保持群落

平衡的一种药材生产方式
。

作为一种新兴的药材生态

产业模式
,

是生产高品质药材的有效方法
。

川贝母
、

五

味子
、

金莲花
、

冬虫夏草
、

防风
、

白木香
、

降香
、

益智
、

连

翘
、

甘草
、

麻黄
、

肉从蓉等药材的野生抚育技术研究基

本 取 得 了 成 功
,

部 分 建 立 了 大 规 模 野 生 抚 育 基

地 ”
,

” 〕,

但中药材野生抚育的整体发展还函待加强
。

产地适宜性及 生产布局
。

中药材的野生变家种
、

连作障碍
、

需求增加均面临

产区的扩大
,

但盲目引种
、

扩种会严重影响中药材生产

的合理布局和极大削弱药材的道地性
,

导致药材品质

严重下降和
“

方灵药不灵
” 。

中药材适宜产地布局及

区划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但相关的研究基础还非常薄

弱
,

产地选择一直停留在经验阶段
,

长期缺乏可靠的理

论和方法
。

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等单

位从上世纪 年代起就开始了中药材产地适宜性分

析方法及产地分布数据的空 间化研究
,

并与中国测绘

科学研究院和中国药材集团公 司合作
,

共同研究开发

了国内外第一个针对中药材生产特点的
“

中药材产地

适宜性分析地理信息系统
” 一 。

该系统

能对中药材产地适 宜性进行定量
、

空 间化
、

多生 态 因

子
、

多统计方法快速分析的系统 〔’‘
,

” 〕。

该该系统已在

人参
、

甘草
、

西洋参
、

黄蔑
、

暗紫贝母
、

浙贝母
、

三七
、

附

子
、

川芍等 余种药材 的产地适 宜性 〔’ 〕分析上得到

了应用
。

三
、

中药农业和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科技战略

指 导思想与 目标

指 导思 想
。

以科学发展观及将中药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

思想
,

来指导中药农业 和 中药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
。

以

从根本上遏制中药资源急剧减少 的势头
,

保护濒危中

药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

提高中药材质量
,

促进 中药农业

可持续发展
、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宗旨
,

从解决中药

资源家底
、

监控
、

利用
、

保护
、

人工生产等环节的关键问

题人手
,

加强中药农业 和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理论和

技术的科学研究
,

完善中药材生产和 中药资源保护 的

管理政策措施
,

建立健全 中药资源监测体系和资源保

护网络
,

促进野生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合理采集利用
,

保

证药材的稳产
、

优产
,

最终达到稳定并提高中药资源存

量
,

形成完整药材生产体系
,

满足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

对中药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
。

目标
。

建立健全各项中药农业发展和中药资源保护的法

律法规
,

明确中药农业和资源管理主体和组织机构
,

建

立完整的中药资源监管体系及 中药材生产管理体系

攻克现代中药资源调查技术
、

资源动态监测技术等我

国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中重大的关键技术和难题
,

突

破中药材生产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瓶颈 启动我国中

药资源普查工作
,

基本查清中国药典收录药材和具有

重要经济价值的珍稀濒危药材 的资源家底 初步构建

起我国中药资源的动态监测体系 建设完成中药种质

基因库保存系统 初步形成以优 良品种为物质基础
,

以

无公害防治技术和优良产地加工技术为保障的道地药

材生产布局 中药资源无人监管的局面得到很大改观
,

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

中药材栽培养殖生产步人有序轨

道
。

重点任务建议

中药农业 与 中药资源 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技 术

研究
。

中药农业与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成熟的科

技成果和强大的科技队伍支撑
。

由于中药资源保护与

利用的研究基础较弱
,

所 以在 战略实施过程 中应实施

科技先导的战略
,

将推动 中药农业与中药资源可持续

发展的科技进步放在重要位置
。

①中药材生产规模与中药资源存量的现代调查与

监控技术
。

包括建立 以现代信息手段为核心 的中药资源普查

技术体系和提高对中药材生产规模及资源动态变化的

监测技术
、

预警技术
。

在此基础上研究建立 我 国中药

资源数据库及信息管理 系统
,

研究建立资源动态监测

及预警的计算机系统
。

②中药资源保护与资源修复关键技术
。

研究中药资源的多层次保护及合理采收技术
,

重

点是珍稀濒危中药种质资源的收集
、

种质库保存技术
,

中药资源保护区建设技术
,

中药资源的合理采收技术
。

研究中药资源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及植被修复原理与技

术
,

研究中药材野生抚育的关键技术
。

开展 中药材 的

野生变家种
、

中药替代品研究 以及采用生物技术生产

『 群 讼 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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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的研究
。

开展利用药用植物亲缘学寻找和开发

中药新资源的技术研究
。

③中药材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
。

包括中药材产地适宜性区划研究
,

道地药材成因

及传统生产技术总结研究
,

中药材优 良新品种的选育

与种子种苗质量标准的制定
,

中药材无公害防治技术

研究
,

药材栽培地的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
,

中药材产地

加工技术研究等
。

④中药资源研究技术平台构建
。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

建立 中药农业与中药资源

可持续发展的系列国家技术平台
,

推动理论与技术的

共享
。

包括国家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
、

国

家中药资源动态监控技术平台
、

国家中药种质资源保

存与创新利用平台
、

国家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技术

平台
、

国家中药材病虫害无公害防治技术平台等
。

第四 次全 国中药资源普查及 中药资源动 态监

刚与预警网络体 系建设
。

针对中药材生产规模和 中药资源家底不清的现

状
,

尽早开展第四次全 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
。

资源普

查的方法采用定量方法与现代技术 如样方
、

定

位
、

成图
、

遥感解译等 相结合
,

确定重点品种

资源的蕴藏量
、

产量
、

主产区分布
、

需求量等
。

以单品

种专题方式依托各地 中医药大学
、

研究所
、

药检所
、

药

材公司具体执行
。

对普查 人员统一培训
、

强化指导
。

大中型企业重点使用的药材品种由企业投资并执行调

查
。

在中药材生产规模及 中药资源调查 的基础上
,

建

设国家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与预警中心
,

以 中国中药区

划中 个二级区为单位建立 中药资源信息采集点和

中药资源监测点
,

以我 国中药材生产基地集 中分布区

为核心建立全国中药材生产状况信息采集点
,

形成 中

药资源动态监测 与预警网络体系
。

对 中药资源 的种

类
、

数量 产量
、

蕴藏量
、

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群落的演

替规律
,

以及其它影 响中药资源变化 的诸多因子 如

市场需求
、

价格 因素 的数据进行定期或长期 的收集
,

综合统计与分析
。

采用计算机系统及时预报中药资源

的消长变化与市场
、

价格等因子的关系
,

预测预报中药

资源濒危状况及中药材市场和基地建设 的发展情况
。

为国家决策管理部门和企事业提供服务
。

国家级 大型 中药资源种质基 因库和种质 圃建

设
。

种质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人类宝贵生物财富
。

种质

资源库是国内和国际社会保存基因资源通用和最有效

的方法
。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野生生物资源和战略生物

资源
,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的专业保存至今仍为空白
。

建设国家级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
,

对我国掌握中医药

发展的战略资源及 中药现代化具有深刻和长远影响
,

而且可 以为种质创新
、

野生变家种
、

新 品种选育
、

病虫

害防治
、

生态环境治理等提供重要的基因资源
。

依托

在建的国家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
,

建设 国内外第一座

综合型的国家级大型中药种质资源基 因库
,

率先在国

内外实现对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种子
、

离体器官
、

细胞

和基因的立体保存
。

依托限于的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

存体系
,

建设一座 国家级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存圃
,

大

规模保存无性繁殖药用植物的种质资源
。

根据中国中

药区划中划分的 个一级 区 海洋区除外 和 个二

级区
,

结合我国植物区系特征
,

开展全国范围内珍贵药

用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
,

重点收集珍稀濒危药

用植物
、

国内外重点开发的野生药用植物
、

栽培药材及

其近缘野生种的种质资源
。

同时对全国药用植物种质

资源收集 圃网络进行规划
,

依托现有各类植物园
、

大专

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中药种质资源 圃
,

完善全 国性 中药

种质资源保存圃体系
。

中药材野生抚育及野生 变 家种基地建设
。

中药材野生抚育将中药材大田栽培和野生采集的

优势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

较好解决了 当前中药材生产

面临的药材质量差
、

资源濒危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三大

难题
。

在中药材野生抚育技术研究的基础上
,

推动一

批珍稀濒危中药材野生抚育工作的开展
,

因地制宜地

在药材的原生态产地建立野生抚育基地
,

推动以野生

抚育为核心的药材生态产业发展
。

‘

根据中药资源 的动态变化
,

持续开展珍稀濒危药

材的人工繁育研究
,

实现野生药材 的家种生产及人工

养殖或培养
,

通过持续建设规模化的珍稀濒危药材的

栽培
、

养殖基地
,

保证在野生资源供应不足时
,

以人工

生产的方式持续地满足中医药的需要
。

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工程
。

以中药材种质收集
、

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种苗质量

标准制定的研究为先导
,

建立包括
“

两个体系
”

和
“

一

个 中心
”

的中药材种 子种苗标准化平 台
,

即 中药材新

群 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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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鉴 审定体系及中药材原 良 种繁育及产业化生

产体系
,

及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检测中心
。

中药材新品种鉴 审定体系的建立包括 建立全国

性和地方性中药材新品种鉴 审定委员会
,

建设中药材

新品种区试体系
,

研究制定中药材新品种鉴 审定办法

及技术标准
。

中药材新品种区试体系可以在我国的东

北
、

华北
、

西北
、

西南
、

华东
、

华南
、

华中等 个地域选点

建设
。

参照农作物的方法和标准
,

结合药材管理和 中

药特点
,

制定《中药材新品种鉴 审定办法及技术标

准 》
。

按中药材地域分布特点及对气候的适应建设 或

个国家级中药材原种场
,

负责新培育品种的原种生

产
。

在全 国的药材主产区
,

每种药材设立 一 个 良种

繁育基地
。

依托技术力量雄厚的科研 院所或企业
,

以

育种基地或原种场为中心
,

推动集中药材新品种选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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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体的 中药材种业集团的形

成
。

在医药系统建设 国家级 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检测

中心
,

负责全国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的抽验和送检
,

同

时建设 或 个地方性种子种苗质量检测 中心
。

道地 药材生产基地建设
。

在道地药材成因
、

药材产地适宜性研究的基础上
,

系统总结道地产区药材 的传统生产技术
,

结合采用优

良新 品种和无公害防治技术
,

通过合理区划和布局
,

建

设一批道地药材生产基地
,

基本形成全 国药材生产的

道地化
。

道地药材基地建设应建立在全 国中药材生产

区划的基础上
,

提出全国药材道地生产布局的规划
,

以

药材优质为导向
,

同时注意结合带动农村和 山区经济

的发展
。

以税收或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道地药材

生产基地 的发展
,

遏制非道地产区药材生产的发展
,

逐

步形成全国药材生产的合理布局
。

科技战略措施建议

将 中药资源纳入 国 家战略资源范畴
。

确立中药资源的国家战略资源地位
。

中药资源是

中医药 自主知识产权 的集中体现
,

也是我 国在国际植

物药竞争中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

中药资源争夺

已 日趋激烈
,

国外有 的研究所从 中国收集各种特有的

药用植物 制药公司大量从 中国采集药用植物样品
,

运

至 国外
,

利用先进 的高通量和机器人等方法从 中筛选

有希望 的活性成分并积极 申请专利
。

不保护好我 国的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
,

中药资源非但不能成为我们在 国

际合作中的筹码
,

相反我们最终可能沦为他国廉价的

药用植物原料供应国
。

因此 国家应将中药资源纳人 国

家的战略资源
,

并对中药资源 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做出

相应的规定
。

实现对中药资源的整体性管理
。

中药资源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战略的实施是一项影响面广
、

工作难度大
、

要求高的社会系统工程
。

从 国家战略资源管理角度出

发
,

必须以国家中医药行业主管部门为核心
,

建立强有

力的组织领导机构
,

负责和指导全 国中药资源可持续

利用战略的实施
,

保证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的统一
、

高

效
、

科学和务实
。

同时制定《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管

理条例 》
,

作为中药资源管理的依据
。

制定中药农业发展 和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
。

在中药农业和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 战略研究基础上
,

结合我国中药材生产和中药材资源管理
、

开发利用
、

保

护
、

研究的现状
,

以及资源存量
、

物种濒危情况和全 国

药材生产的现状和发展情况
,

制定出切合实际
、

可操作

性强的全 国中药农业发展 和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规

划
。

推动 中药企业走 中药资源 可持续利 用之路
。

落实中药企业为中药资源保护主体的机制
。

中药

企业是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的主体
,

因此应责无旁贷地

承担起我国中药资源保护的重担
。

为此 国家必须通过

财税的宏观管理的政策和手段
,

推动企业走 中药资源

可持续利用之路
。

建立中药新药申报的中药资源备案制度
。

要求企

业在进行中药新药 申报时
,

对新药中所使用 的主要 中

药原料提供详细的背景资料
、

资源使用 和保护方案
。

包括原料药材的资源状况
、

资源解决使用方案
,

资源保

护和恢复方案
,

家种药材的优质生产方案等
,

使中药资

源的保护做到未雨绸缪
,

原料药材供应优质化
。

建立 中药农业和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基金
。

主要

用于 中药农业 和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 展关键技术的研

究
,

中药资源动态监测 以及被破坏中药资源的恢复
,

优

质药材生产基地的建设等
。

建议 国家在中药新药的审

批环节要求企业 明确新药使用野生药用资源的种类及

单一剂量 中使用 的量
。

此后在该产品的生产中
,

根据

产品的生产量 由企业 申报资源 的使用量
,

并 以一个合

理的比例征收野生资源使用税
,

该税 可 以返还给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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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用于发展基金的建立
。

加 大 中药农业和 中药资源发展投入
,

培养专

业人才队伍
。

资金的投入
、

政策的扶持是战略顺利实施的基本

保证
,

要 以中药农业和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基金为基

础
。

中央除安排专项资金投人外
,

还 引导地方和企业

落实配套资金
。

同时
,

要采取各方面的扶持和优惠政

策
,

特别是中药材种植项 目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贷款贴

息相关的配套政策
。

根据实际需要
,

将中药农业 和中

药资源可持续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技术研究纳人 国家高

技术产业 化发展 专项
、

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计划

计划 等
。

中药农业和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

各行各业的人才参与
。

但多年来中药农业和中药资源

方面的人才流失严重
,

中药农业和 中药资源研究的人

才队伍相对还很薄弱
,

严重影 响了中药农业 和中药资

源的研究
、

管理
。

为了保障战略的顺利实施
,

需要培养

一批具备较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充实到药材生产
、

资源

保护和管理的一线去
,

以保证 中药农业和 中药资源可

持续战略的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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