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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发展无公害中药材种植的意义和药材产业的特点�分析了中药材无公害种植的发展现状�提出了无公害
中药材种植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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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更加
关注与生命健康有关的医疗和保健消费�具有悠久历史
和独特疗效的中医药备受关注。中医的诊断、治疗有其
独到之处。长期用人体做试验�效果可靠。中医使用的
中药材的毒副作用小�针灸、按摩、气功有相当好的疗效。
中医治疗骨折、烧伤、癌症等引起国际关注。中医对一些
慢性病、常见病、顽固性疾病也有较好的疗法�中医学的
养生、抗衰老和食疗有广泛的前景。另外�诊断、治疗、药
物费用较低。
随着国家对中药材农业生产的重视和发展�其成为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首选项目之一�中药材农业已具雏
形。有利于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扶助贫困
地区�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保证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大力发
展中药材农业生产�保护药用植物资源�实现我国民族医
药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1　发展药材生产的意义
1．1　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2003年全球13个主要药品
市场零售额3154．4亿美元；天然药物2003年销售额近
300亿美元�占10％左右；我国中药总销售额500亿元�
出口占世界市场3％ ～5％�占ＧＤＰ的0．69％。英国和
法国自1987年以来植物药的购买力分别上升了70％和
50％�而美国市场每年亦以高于20％的速度增长。日本
的汉方制剂源于中国�其原料也大部分源于中国�由于重
视技术研究与开发�从90年代开始�每年都以15％以上
的速度增长�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远远超过了中国。在
国际中草药市场的份额中�我国仅占不足5％�目前虽有
提高�但大部分为原料药和保健品。国内市场将面临日
本、韩国、印度、泰国等亚洲国家传统医药产品和德国、法
国等欧洲国家植物药的巨大冲击。
1．2　中药现代化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药材生产是产
业源头�对中药资源掠夺式采收造成全国常用的400余

种药材每年有20％的断缺�原料短缺成为中药产业发展
的新瓶颈�基地建设是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
药企业生存发展需要企业竞争前移到资源竞争�有利于
制药企业沿着 “循环经济 ”、“生态经济 ”的方向健康发
展。药材是中药生产企业的命脉�中药材质量的优劣直
接关系中药的疗效和安全性。如果没有质量可靠的中药
材�生产优质中药就无从谈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国
近几年兴建了大批药材基地。目前我国中药基地建设的
主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实力雄厚的中药制药企业�另一
类是由政府牵头�药农、经销公司参与的 “联合体 ”�现在
我国有600多个药材种植基地�全国药材种植面积36．67
～40万ｈｍ2。
1．3　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　发展药材生产是促进农业
产业化的重要措施�是农民致富的一条道路。中药材生
产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2　药材产业特点

药材兼有农产品和药品的双重身份和特点�中药材
种类繁多�学科范围广。种类涉及到粮食作物、蔬菜、果
树、花卉或食用菌等。除涉及中药学学科知识外�也涉及
到农学、园艺学等多学科的知识�需要多学科协作攻关。
多数药材栽培技术的研究处于初级阶段。药用植物栽培
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从事研究推广工作的技
术人员较少。多数药用植物研究还处于描述阶段�靠经
验进行生产的现象比较突出。积极开展野生变家种�仿
野生栽培的研究�关系到今后的药源、生态环境和可持续
发展问题。中药材生产对产品质量要求的特殊性：中药
材是一类特殊商品�对质量要求很严格。粮食、蔬菜、果
品的质量好坏�只是同种成分含量高低的差别�或是品味
的优劣�其内不含有害成分�但有的药材有剧毒。在大多
数药材的活性成分还未能确定的情况下�开展中药材农
业生产�必须对药材活性成分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单纯
追求活性成分含量。中药材市场具有特殊性 “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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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是宝�多了是草 ”�要切实保护农民的积极性�加强
市场引导。发展中药材生产时�要处理好中药材和特色
农产品的关系。发展道地药材应是今后的主要工作任
务�道地药材品质优�质量稳定�疗效可靠�其形成决定于
三个因素：特有种质、特定产地环境、特定的生产和加工
技术。将药材道地与地理、民族和生态环境的特异性联
系起来�把药材分为关药、北药、怀药、浙药、南药、云药、
川药等。
3　中药材无公害种植的发展现状
3．1　有效成分受产地与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　道地性
受气候、土质等多种因素影响�这种因素的影响�不单单
是限制生长发育�更重要的是限定了次生代谢产物及有
益元素的种类和存在状态。多数中药材品质形成都需要
特定的环境条件�不适宜的环境条件会严重影响其品质
和产量�这是许多中药材在盲目引种后不能入药或药效
不佳的主要原因。种质决定药材的质量�由于中药材基
源植物的物种类型不同�其有效成分的形成、组成和转
化、积累不相同�有效成分含量不同。例如�金银花为忍
冬科忍冬属植物的花蕾或初开放的花�我国忍冬属植物
分布有98种�其中有10多种植物的花蕾做金银花用。
《中国药典》收载的金银花药材�为4个基源植物�其化
学成分如绿原酸、异绿原酸、木樨草苷、忍冬苷及肌醇等
含量也不尽相同。
3．2　中药材品种选育和种质退化问题　药材种子种苗
问题是当前药材生产最薄弱的环节之一。目前绝大多数
药材种子处于半原始自然采集状态�无经过审定的优良
品种或品系�更无种子质量标准和严格的制种技术�这也
是造成中药材质量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中药材的繁殖材
料多种多样�有种子、根和根茎、珠芽、茎叶等。种子混杂
和长期无性繁殖造成种性退化、品质下降的现象比较
突出。
3．3　种植技术不过关　对药用植物的生物学特性认识
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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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育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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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造成了
许多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如重茬问题�人参、地黄、三
七等药材种一次�就几年内不能再种。这一问题得不到
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到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对药用植
物的栽培学原理研究不足�对部分中药材适宜的土壤类
型、播期、采收期、施肥、灌水技术等未做深入系统的研
究�农民在种植中药材时往往根据其它作物种植的经验
操作�这也是中药材品质不高、质量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
一。另外病虫害防治研究比较薄弱。在中药材生产过程
中�病虫害防治问题较为突出�某些情况下由于病虫害的
发生�对中药材的产量与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虽然在
农药种类选择与使用量上依据ＧＡＰ的要求作了一些规

定�但未系统开展中药材病虫害防治中农药的安全性评

价研究。许多病虫害在现有防治措施下�仍然很难得到
有效的控制。
3．4　农药残留问题突出　 大部分地区在防治病虫害时
做到了不使用剧毒农药�在品种选择、用量等方面均作了
具体规定�但个别地区由于病虫害防治方面技术基础差�
仍使用高毒农药或有残毒的农药。目前�中药材生产分
散�经营规模以家庭小生产为主�生产具有一定的盲目
性。由于药农缺乏病虫害防治的知识�滥用、误用农药问
题比较突出�造成中药材农残超标。
3．5　缺乏共性和特性质量评价标准　中药材规范化种
植的目的是稳定中药材的产量和质量。在制定标准操作
规程 （ＳＯＰ）全过程中�栽培技术措施的好坏都应以产量
和质量来衡量和评价�但目前实际操作有相当的困难。
关键问题有以下两点：一是尚无合适方法；二是有些药材
的有效成分不能确定或难以买到化学对照品。
3．6　重金属污染情况严重　多数中药材没有实现科学
化、规范化的种植�许多药农对中药材的重金属含量知之
甚少�土壤情况不清楚�加之施肥不合理�导致重金属超
标�影响了药材质量�无法进入国际市场。
4　无公害中药材种植发展建议
4．1　加强中药农业的发展　中药材种植业的发展也逐
步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浙江的 “企业＋农户 ”、
“企业＋基地 ”模式�陕西的 “联产合作＋行业协会 ”、“公
司＋农户＋科研 ”模式�河南的 “公司＋基地＋农户 ”模
式等�有力地推进了中药农业发展。农业部启动的 “无
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进步�而且
使我国中药材生产发展和中药材ＧＡＰ基地建设奠定了

基础。重视中药材品种选育工作。种质是影响中药材质
量的关键问题�种质保护和种质创新是个长期的任务�必
须予以关注与研究�但重点不应放在育种上。因为育种
时间长�见效慢。目前药用植物的育种基础差�当前工作
重点要做好种质资源的调查、收集、整理�开展种质资源
的保存、鉴定和评价研究�在此基础上运用各种育种手段
进行种质创新研究。因此�建议采取以 “选 ”为主�以
“育 ”为辅�“选 ”、“育 ”兼顾的策略；在现有农家品种的基
础上�通过筛选、纯化、比较后�选育出优良品系或品种�
直接应用于生产。
4．2　加强药用植物栽培研究和ＧＡＰ基地建设　中药材
种植中�生态评价、耕作制度、肥水管理、产地加工等要逐
步规范 （ＳＯＰ）。实现种植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以企
业为主导�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完成区域经济发展中药农
业的产业链。在符合ＧＡＰ要求的前提下�深入研究病虫
害的发生规律�加强生物防治技术研究�保护利用天敌�
进行群落生态学应用基础研究和开展无公害生物农药的

研制�对目前必须要用化学农药的�要求制订出安全使用
建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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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方式 ”则多选择不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有
71．1％和20．1％的同学分别愿意 “参加公益活动 ”和 “进
行调查研究、专题讲授 ”�只有7．9％的同学接受 “一般性
讲授 ”的方式。
2．3．2　实际参与绿化活动不多　当问到 “您入校以来参
加过几次植树活动 ”时�有77％的同学表示他们一次也
没有参加过�参加过一次的占12％�参加过二次或二次
以上的共占11％。当问及没有参加的原因时�有64％的
同学回答的是 “没有机会参加 ”�但在问到 “您是否愿意
参加校园绿地植物的养护管理工作 ”时�却有50．7％的
同学选择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考虑 ”这一相当含糊
的回答。一方面反映出高校教育对于绿化重视不够�组
织与绿化相关的活动不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现在
的大学生自身缺乏参与绿化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学
生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到绿化实践中太少。
3　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长沙市大学生的绿化意识表
现为绿化知识呈中等水平�知识先行、行为滞后的特点。
为了逐步加强和提高长沙市大学生的绿化意识�需要从
以下几方面入手。
3．1　结合大学生的自我学习�加强绿化责任意识教育　
绿化意识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自我的观念和行为。
特别要强化大学生的绿化意识责任教育。调查显示�大
部分学生都知道植物的重要性�但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自
觉实践其绿化保护行为�甚至有的只是举手之劳�如 “不
要践踏草地 ”。大学生要培养主动获取绿化知识的习
惯�多关心身边发生的绿化事件�绿化保护人人有责�要
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
3．2　结合大学课程建设�增加绿化知识教学内容　从调
查的实际情况�我们看到�目前大部分大学生已有的绿化

知识不是来源于学校�而且对现有的教学感到不满。因
此�有必要在大学课程建设的过程中�增加学生绿化知识
的教学内容。环境教育与各学科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要结合教学大纲深入发掘教材中环境、生态的知识点�以
增强学生的绿化意识。教学形式可以多样化�不必拘泥
于现有传统的授课方式�如现场教学、实践教学、参与式
教学等�以便增强学生对绿化行为的具体感受。
3．3　结合各种媒体力量�加强绿化的宣传保护教育　这
是提高绿化意识的重要手段。在本次调查中�绿化知识
调查结果表明�知道我国植树节日期的人数比例
（82．2％）远远高于知道长沙被评为 “国家森林城市 ”的
比例 （38．3％）。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访问结果
显示是宣传教育在起作用。被访问者都说在小学里就知
道我国的植树节�而对于国家森林城市的评比�他们却没
有耳闻。由此可见�宣传教育对一个人的绿化意识的影
响之大。因此建议各类报刊、广播和电视等媒体适当加
大绿化意识教育的宣传力量�以便提高全民的绿化意识
和环境保护意识。
3．4　结合大学生社会实践�落实绿化环保行动　学习是
手段�学以致用才是目的�知识转化为意识需要一个过
程�这个过程就是在认识和体验基础之上的实践。因此�
要积极组织大学生参与各种绿化环保活动�多为大学生
们创造一些绿化实践的机会�组织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
绿化活动。这样�大学生们的绿化意识自然就会在活动
过程中得到巩固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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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立中药材质量评价技术平台�重视中药材产品的
质量　以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生产的中药材为研究

对象�建立 “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的质量评价平台 ”�
重新评价已制定的ＳＯＰ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同时�这样
的平台是以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生产的中药材为基

础的�也适用于评价以该种中药材为原料生产的中成药
的质量和其生产工艺合理性、科学性的评价及在线监
测�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中药材基源物种进行
鉴定�建立无公害中草药检测标准�包括外观要求�杂质
含量�有效成分的组成和含量�重金属、农药残留和卫生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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