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产业

步入发展快车道，各地纷纷以

科技创新推动中药材生产走

向产地道地化、种源良种化、

种植生态化、发展集约化、产

业信息化、开发多样化、产品

品牌化、研究基础化和管理制

度化。全国形成了一批有品

质、有规模、有效益的中药材

种植基地，不仅从源头保证了

中成药品质，也延长了中药材

产业链

种植总面积6799.17万亩，年产量1850.33万吨——

中药材生产走向道地化良种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佳霖

“据统计，2017年山东、广西、河南、
广东等29个省（市、自治区）中药材种植
总面积已达6799.17 万亩。中药材年产
量为1850.33万吨。中药饮片和中成药
总产值达3563.28亿元。”江西中医药大
学教授张寿文介绍。

科学种植推动量质齐升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来到中国中药
公司四川都江堰三木药材基地。只见厚
朴、杜仲、黄柏三种木本药材长势茂盛。
该基地位于都江堰市中兴镇，海拔1000
米至 1800 米,总面积 1 万余亩，总林木
数量 100 余万株，是全国最大的三木自
由林场式生产基地。

“这里产出的三木药材品相好、含量
高、无重金属和农药残留，产品远销日
韩、东南亚等地。”三木药材基地负责人
孙鸿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近年来，中药材行业面临着严峻挑
战。受前几年中药材高价行情等因素影
响，家种生产严重过剩和野生药材枯竭
情况同时出现；粗放落后的供给方式难
以适应高速增长的优质安全养生保健需
求，中药材行业“洗牌”加剧。

由于中药材种植获利较为丰厚，今
年春天，人们看到不少年轻人现身田间
地头，药材种植面积达几十亩、百十亩已
是平常事。这使得科学规范种植中药材
显得尤为迫切。

中国中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兰青山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药的
种子种苗研究异常重要。国药种业公司
致力于打造全国一体化的中药材种子种
苗供应保障平台，至今已完成了国家中
药材种子种苗标准样品库建设，收集标
准样品300余份；制定了25种常用中药
材种子种苗标准。

目前，中国中药公司已在河北安国、
内蒙古赤峰设立了国药种业种子种苗专
营店，并开发出中药材种子种苗园蔬零
售系列产品，拥有包括甘草、黄芩、附子、
金荞麦、厚朴、黄柏等9种中药材试验中
试基地，其中4种通过了GAP认证。

近年来，中国中药公司通过一系列
科技创新举措，如建立常用大宗中药材
全过程追溯体系等，使中药材种植、采
收、加工、生产都获得了高质量发展。公
司效益实现了较快增长，销售收入从
2010 年的 29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104亿元，预计今年将超过120亿元。

道地药材打造特色经济

道地药材是衡量药材质量的关键标
准。自古以来，医家非常重视道地药
材。所谓道地药材，是指历史悠久、产地
适宜、品种优良、产量宏丰、炮制考究、疗
效突出、带有地域特点的药材。

中国中药公司侧重扶持生产濒危、
特殊的药材，如附子、川乌、马来西亚血
竭、霍山石斛等。除原有的四川三木药
材基地和附子基地，公司还在甘肃民勤、
黑龙江大兴安岭、湖北荆州、云南白邑等
地建立了道地药材种子种苗基地。

在中国中药四川江油中坝附子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的加工生产车间，记者看
到了附子附片的加工流程。

附子是著名的川产道地药材，尤以
四川江油附子知名。国药集团中国中药
绵阳产业园主任张明泉介绍，江油附子
栽培历史已有1300多年，炮制历史逾千
年。历经几十代药工的摸索和传承，附
子的生产逐渐形成了“浸、漂、切、煮、蒸、
炒、烤、酵”八大工艺流程。如今，以附子
为基础的毒性中药共有28种，其中临床
常用的有12种。近年来，附子产品终端

销售量逐渐增大，市场潜力巨大。
“绵阳产业园自主研发的无胆附子

新品规（品种、规格）‘蒸附片、炒附片’已
载入四川省地方标准，改良了自清朝以
来的储藏保鲜工艺，可以提升临床疗效，
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张明泉说。

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工业园的
四川天雄药业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毒
性中药饮片生产基地，拥有面积 5653
亩，长期致力于川产道地中药材种植。
其打造的“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模
式不仅使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同时确保
了公司销售中药材、中药饮片的可追
溯性。

深度开发延长产业链条

安徽中药材商会副会长冯学品介
绍，他不仅在安徽亳州种植了 500 亩药
材，还在四川、内蒙古、江苏等地共种植
了 1.1 万亩中药材；不仅发展了养生旅

游，还研制出了中药养生酒，获得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目前，亳州正在打造15万
亩花海的全国养生旅游基地。”

全国中药材种植产业正走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为人们打造绿
色健康养生服务的新场景。

孙鸿介绍，都江堰三木药材基地也
正在布局以森林资源为基础，以道教养
生文化和中医药养生服务为特色，以康
复治疗研究和健康休闲旅游为主题的综
合性旅游服务项目。

张明泉表示，为解决附子深度开发
不足的问题，以附子为主的膏药生产、中
医养生馆、艾灸店等“附子新产业”正在
筹备中。未来，绵阳产业园将打造全国
毒性中药饮片工程技术中心和生产基
地，开发附子颗粒制剂、经典名方制剂

（四逆汤）等一系列下游产品。此外，还
将建设中国首家附子文化博物馆。

“中医养生馆不仅有针灸、推拿、艾
灸等，还有老中医坐诊。计划 3 年之内
再开5家中医养生馆。”张明泉说。

我国大部分中药材尚未开展药品标准体系建设——

全面提升中药材品质是关键
本报记者 刘志奇

“中药材质量的稳定和提升事关中
医药产业现代化，更与人民群众健康福
祉息息相关。”近日，在由中国中药协
会、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国
医药物资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药材品
质升级战略论坛”上，专家学者和企业
家就中药材品质升级出谋划策，并呼吁
推动中医药全产业链进入无公害时代。

“中医毁于中药”的说法流传已
久，说法虽夸张，但中药材整体质量不
高影响了产业发展却是事实。“中药材
质量是中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药材
有问题，药就好不了。”天津药物研究
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的
发言引发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共鸣。

从种植角度看，产于特定地域的道
地中药材在品质上更有保障。例如，云
南三七、浙江贝母、宁夏枸杞、长白山
人参等都属于道地药材。但是，随着药
材需求量增加导致产地外扩，中药材道
地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部分中药材的

连作障碍同样制约着药材道地性的
发挥。

以目前最大的中药品种三七为例，
中医药领军企业——云南文山苗乡三七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余育启介绍，多年
前他们就开始与云南农大、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研究所等多个研发团队开展连
作技术攻关，但直至2017年6月份，三
七持续种植复合技术体系才正式通过成
果评价鉴定，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技术
瓶颈突破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生态环境恶化，片面追求产
量，在药材栽培过程中不当使用农药、
化肥以及硫磺熏蒸过度等不规范操作，
也严重影响了中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大部分中药材尚未开展
药品标准体系建设。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药研究所所长陈士林介绍，2015 年版

《中国药典》 共收录 655 种中药材，其
中无理化鉴别方法的达 83 种，无含量
测定方法的达242种，指标成分不明的

达152种，80%以上的中药材未开展系
统研究，中药材品质亟待升级。

全面提升中药材品质已成为促进中
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
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333万公顷，在中
医常用的600多种药材中，约300种实
现了人工种养。与会专家认为，提升中
医药产品的质量水平，必须从控制和提
升源头药材质量做起。一方面要大力推
广标准化种植，严格把控药材质量；另
一方面要强化管理，保护种植地自然环
境和种植环境。

“无公害栽培是保障中药材产业健
康发展的必然方向。”作为中药材无公
害绿色种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余育启
介绍，推动中医药产业步入无公害时代
现已成为业内共识。2017年6月份，文
山苗乡三七公司联手业内9家单位共同
发布了中药材首个无公害团体标准——

《无公害三七药材及饮片农药与重金属
及有害元素的最大残留限量》。今年 1

月份，中药材基地共建共享联盟也提出
自律意见，要求联盟内中药材生产企业
实现中药材加工过程无硫加工、无黄曲
霉毒素、无高毒农药使用，同时保证中
药材种植、生产全程可追溯。

陈士林认为，无公害种植是中药材
品质升级最具现实意义的切入点，“中
药材品质升级涉及种植养殖、采集、贮
存和初加工、流通等多个环节，推动产
业实现无公害，科技将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目前基于抗逆新品种的分子
辅助育种已为无公害精细栽培提供了良
好的源头保障。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董林林博士说，“无公
害中药材精细栽培体系”现已完成中药
材基原物种122个基因组图谱构建、43
个中药材优良品种选育，并有 15 个获
得了新品种证书和良种证书。

作为论坛成果的一部分，论坛主办
方当日与上海药材公司、文山苗乡三
七公司、盛实百草药业等共同呼吁开展
中药材无公害栽培，有限度使用国家推
荐标准的化肥和农药，加大培育抗逆新
品种为无公害中药材提供源头保障，建
立中药材病虫害防治体系和中药材生产
标准规程。“全行业一起行动起来，用
科技武装古老的中医药，实现中药材品
质升级，给消费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中
医药产品。”余育启说。

全面提升中药材品质已成为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无公害栽培

是保障中药材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然方向。中药材品质升级涉及种植养殖、采集、

贮存和初加工、流通等多个环节，推动产业实现无公害，科技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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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然气消费需求增长迅猛，去年消费量达到近
2400 亿立方米，今年前 3 个季度已接近 2000 亿立方米，
预计全年将达 2700 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
最快的市场。11 月 16 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在北京举行的《2018 国内
外石油科技发展与展望》发布会上作出了这一预测。

该院科技发展与创新研究团队认为，全球油气资源潜
力依然巨大，但也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一是超级盆地
有望引领老油区重新崛起。含油气盆地累计产量和可采储
量都超过50亿桶石油当量，在盆地产量进入平台期或下降
期时，通过转变勘探开发思路，可使产量保持平稳或不降反
升。美国近年来发生的“页岩气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据统计，全球有25个超级盆地，包括中国的渤海湾和
松辽盆地。2017年超级盆地的石油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35%。

二是非常规油气正在有效接替常规油气。全球非常规
油气资源丰富，正对常规油气形成主动接替之势。截至
2017 年，非常规气在全球天然气总产量中占比达 20%以
上，致密油产量在全球原油总产量中占比约为7%。除北美
之外，中国成为非常规油气资源大规模商业开发的领先者。

三是新区新领域面临更深、更远、更极端环境等挑战。
深水、深层、天然气水合物和极地是满足未来油气需求的储
备力量，也是未来上游技术攻关的重点和难点。

四是天然气发展进入黄金期。天然气作为资源可靠、
价格可承受、发展可持续的“三可”能源，将在能源转型过程
中扮演重要角色，被视作未来业务发展的战略重点。

五是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油气技术革命拉开序幕。智能
钻井、纳米驱油、原位改质等新一代勘探开发智能化技术体
系正在形成，新一轮技术革命蓄势待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勘探与生产公
司总经理李鹭光表示，全球油气产业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
技术创新，“页岩气革命”极大提升了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
开采与供应能力，加速了天然气黄金时代的到来，也重塑了
世界能源格局。当今世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各种
新知识新技术层出不穷，油气产业要拥抱技术创新。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建中认为，随着全
球油气勘探开发对象逐步从常规转向非常规、从陆地转向
海上、从浅层浅水转向深层深水，开采难度越来越大，对技
术及装备的要求越来越高。世界油气工业已经从过去的

“资本主导”“资源主导”逐渐转向“技术主导”。
专家表示，当前石油工业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加速应用，纳米、石墨烯等新材料
不断出现，这些新技术、新材料的深度融合，将助力石油工
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世界油气工业转向技术主导

今年天然气消费将达2700亿立方米
本报记者 齐 慧

据新华社电 （记者刘翔霄） 山西
近年试点推行“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
截至目前，省内12个种植基地、5个大型
仓库、3 种中成药及数十种道地药材饮
片已获“身份证”。

记者从山西省商务厅了解到，山西
2016年起试点这一政策，逐步建成了以

“两个中心，四个地市”为框架，七个企业为
试点的“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并在全国
首创了三种中成药的全流程可追溯体系。

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是以发展现代

流通方式为基础，运用信息技术手段，通
过中药材产品包装袋上的二维码，即产
品的身份证，实现重要流通的索证索票、
购销台账的电子化，从而形成来源可追
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

山西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中药材资
源丰富，经过历史的发展形成了多种道
地药材，其所出产的药材被称为“晋
药”。主要中药材有党参、连翘、黄芪、柴
胡、款冬花、远志和酸枣仁等。

山西给中药材试办“身份证”

11月22日，江西省分宜县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树木园内，技术人员在查看霍山米斛的生长情况。 袁建兵摄

本报讯 记者李芃达报道：近日，在“2018数字体育全
球峰会”上，腾讯体育与企鹅智库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篮
球产业报告》指出，自2012年起体育产业总规模逐年增长
态势较为明朗，到2020年整体规模有望突破3万亿元。

报告显示，在20岁以下年轻人和25岁至35岁成年人
两个典型群体中，分别有52%和40%的受访者反馈身边好
友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篮球场地
数量接近60万个，新增数量明显领先其他球类项目，对篮
球运动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报告认为，体育类竞猜彩票是渗透率最高的消费行
为，球星、球队相关的代言商品、同款球衣、周边等也是体育
爱好者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显示，在篮球比赛中，有
29.5%的年轻球迷和11.7%的成年球迷会关注球衣球鞋等
新款装备，这种关注会刺激他们潜在的购买欲望。

“大部分受访者通常会在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和运动
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装备，年轻人则倾向在虎扑等体育社
区消费。”企鹅智库主编王冠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在购买运
动装备时，虽然价格仍是影响决策的第一因素，但对品牌要
求的比例已非常接近价格因素，消费升级可见一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53.3%的受访者表示在意装备是
否为正品，版权意识觉醒对篮球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报告还显示，超过半数的女性网民对体育运动至少有
初步关注。随着女性球迷崛起，类似“球员长相、身材”“网
友弹幕、评论”等泛娱乐元素在比赛转播中被给予更高关
注，篮球与娱乐跨界融合成为篮球产业新增长点。

例如，浙江卫视与优酷共同打造的一档体育综艺节目
《这！就是灌篮》播出后反响很好，腾讯体育举办的一项娱
乐明星与篮球运动员同场竞技《超级企鹅联盟Super3》全
赛季总播放量达10亿人次。“无论是购买网站会员，观看赛
事直播、综艺节目，还是购买比赛门票，都属于精神消费。”
腾讯体育运营总经理赵国臣说。

明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将在中国举办，这是自
2008年夏季奥运会以来我国举办的顶级国际体育赛事。

“届时，世界杯对我国篮球产业发展、消费拉动作用都
是可预期的。”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
文义认为，篮球世界杯举办期间将吸引各地球迷，明星效应
也会将大批“粉丝”聚集到北京、广州、南京、上海、武汉、深
圳、佛山、东莞这八座举办城市，直接带动当地旅游经济
发展。

何文义表示，篮球产业消费链条上的其他环节，从比赛
门票到纪念品再到周边衍生品销量都会提高。但是，“体育
消费不是刚性的，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动员。尤其
是这8座举办城市，当地政府一定要利用好世界杯这一契
机，在赛事推广、篮球文化传播上做好功课。”何文义说。

“世界杯这类全民性赛事对于经济的影响更像是投入
水中的石子，泛起的一圈圈涟漪不断向外扩散。”在赵国臣
看来，球衣、球鞋等服饰产业以及赛事直播平台、篮球跨界
类节目都将搭上世界杯的快车，成为泛篮球迷们消费的
宠儿。

篮球世界杯明年将在中国举办

泛娱乐元素成篮球产业新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