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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药如何产得出、能成势
——“四大药都”中药产业发展调查

在全国 17 个专业药材市场中，安徽亳州

市、江西樟树市、河南禹州市、河北安国市四

地因其悠久的中药历史文化及千亿级中药

材交易量而被称为“四大药都”。国内多个

产 区 的 中 药 材 在 这 里 集 散 、交 易 ，“ 四 大 药

都”也在种好药、售好药、制好药的产业链上

积极探索，在这里可以触摸产业发展的现状

和趋势。

源头守住质量根脉

“药材好，药才好。”优质、道地中药材是

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从源

头守住药材的质量根脉？“四大药都”不约而

同地选择在标准化种植方面下足功夫。

亳州拥有亳芍、亳菊、亳花粉、亳桑皮等

知名产品，亳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

示范园项目占地面积 720 亩，其中道地药材四

大亳药占地 270 亩。亳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黄恺介绍，亳州拥有地产药材 260 多种，2022

年中药材种植面积 122.6 万亩，约占安徽省中

药材种植面积的 55%，产值 42.6 亿元，标准化

种植面积 44 万亩，均居全省首位。

走进亳州药用植物组培繁育中心，植物

工厂里布设了各类环境传感器，亳菊、白及、

半夏、亳白芍等 240 多种组培种苗在此生长。

“这些种苗在可控环境条件下可缩短育苗周

期、保证秧苗质量，有效解决优良种苗缺乏的

产业发展瓶颈。”亳州兴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刘凯说。

亳州市药业发展促进局副局长祝文山介

绍，在中药材种植方面，亳州成功获批国家基

本药物中药材种子种苗（安徽）繁育基地；推

进中药材种植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建成数字

中药材示范园 10 个；建立 30 余种中药材组培

快繁技术体系，年扩繁良种 2000 余万株。已

在全国率先建成区域性中药饮片生产信息化

追溯体系，并运用到 192 家中药饮片生产企

业中。

走进安国现代中药农业园区，空气中弥

漫着淡淡药香，在中药种业科技孵化基地，恒

温恒湿大棚内的育苗架上，麦冬、百合、铁皮

石斛等种苗生机勃勃。“标准化种植是培育道

地药材的关键。”河北中药材学会副理事长叩

根来介绍，“园区通过对几十种道地中药材种

子进行种苗培育、种植和管理，形成一系列标

准化技术规范。”

安国市中药都药博园种植部负责人陈亚

峰说，安国市深入实施“1+10+100”工程：1 万

亩现代中药种业基地，10 万亩中药材规范化

种植基地，并以此带动太行山、燕山及其腹地

近 100 万亩中药材种植，从源头保障道地中药

材质量上乘。

安国市市长梁忠林说：“目前，安国市中

药材常年种植面积达到 15 万亩，良种覆盖率

达到 95%以上，生产标准化率达到 85%以上，

年提供商品中药材近 5.5 万吨，总产量占河北

省中药材总产量 70%以上。”

针对中药材种植规模不大、质量不高的

发展短板，樟树市则聚焦“三子一壳”（吴萸

子、黄栀子、车前子和枳壳）道地药材，引导资

源要素集聚，建设中药材道地优势产区。目

前，樟树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50.77 万亩，其

中“三子一壳”种植面积 33.57 万亩。

“樟树市建立了枳壳种苗 DNA 谱库和采

穗圃，逐步完善枳壳种苗繁育质量标准体系，

形成从种子种苗、种植、加工到流通使用的中

药材全过程质量追溯体系。还实现对中药

材、中药饮片类检测的全覆盖。”樟树市中医

药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廖春红说。

“禹州市建立了中药材保护区、中药材规

范化种植示范基地等多个平台。目

前禹州拥有中药材种植面积

41 万亩，建设连片基地

200 多个，中药材标

准 化 生 产 基 地

25 个 ；实 现

年 产 中 药

材 5.5 万

吨 ，年

产 值

约 6 亿元。”禹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医药健

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专班常务副专班长刘璐

介绍。

保障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的持续性和高标

准，关键要让药农真受益。在“四大药都”采

访，记者深切感受到，中药产业已经成为一个

富民产业。

“今年我家种植白芍的收入能有 8 万元。”

中药材白芍种植专业村亳州市谯城区十河镇

大周村村民李敏说。在亳州，800 多个中药材

种植专业村带动了百万以上的药农增收致

富。近年来，亳州积极发挥中药龙头企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在扩大中

药材规范化种植的同时加大科技投入，提升

中药材品质。如种植白芍 30 万亩，每亩可为

药农创造产值约 1.7 万元。“白芍种植周期一

般为 3 年至 5 年，药农们可以套种芝麻、玉米

等作物。”在协和成中药材种植基地负责人谭

艳芳看来，中医药产业已成为强村富民的“良

药良方”。

种植中药材枳壳则让樟树市吴城乡塘

下村这个原来“全村无产业、增收无来源、发

展无带动”的“三无村”，收获了看得见、摸得

着的经济效益。61 岁的塘下村村民付新根

种了几十年地，如今成为当地中药材示范基

地的股东。樟树市推出“五四一”联农带农

模式，利润按公司、农户、合作社 5∶4∶1 比例

分配。

樟树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尹斌介绍，樟树

市量身定制多种利益联结模式，如“土地流

转+劳务用工”模式，让农民实现“一块土地两

份收入”；“结对扶持+自主创业”模式鼓励支

持樟树国家现代农业（中药材）产业园内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

与有意愿创业的农户开展结对帮扶，免费提

供 种 苗 、技 术 培 训 、生 产 指 导 、订 单 收 购 等

服务。

在安国，按照“企业指导、农户执行”原

则，政府通过搭建“公司+合作社+农户+基

地”对接签约现场会等平台，为药农及时提供

市场信息、栽培技术、收购销售等服务，实现

订单收购、优质优价，有效降低种植风险、扩

大企业盈利，叫响品牌。“目前安国市中草药

种植产值达到 18 亿元，亩产效益平均达到

6000 元以上，中药材种植有力带动了农民增

收和乡村振兴。”安国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刘春说。

药市转型何处去

在中药材产业链条中，中药材市场是重

要环节。多年来，国内 17 个专业药材市场也

随着产业发展起起伏伏。在“产地直供”模式

对中药材市场交易量冲击日益加大等因素影

响下，中药材专业市场该如何转型？

9 月 9 日，为期约 1 个月的 2023 国际（亳

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 39 届全国（亳州）中药

材交易会在亳州康美中药城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

“亳州有 100 多万人从事与中医药相关的

产 业 。 2022 年 ，亳 州 市 中 医 药 产 业 规 模 达

1664.1 亿 元 ，中 医 药 流 通 贸 易 额 达 1265 亿

元。”亳州市委书记杜延安介绍。

自 2020 年开始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以

来，亳州市初步形成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加

工、中成药制造、中药颗粒剂生产、中药商贸

流通、中药科研和中医药文化旅游等全产业

链体系，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

和全国最大的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中药保

健饮品生产基地。

千亿交易量，日上市中药材 2800 余种，

每天约有 5 万至 6 万客商涌

入 ⋯⋯ 药 市 由 中

国（亳 州）中

药材专业

市场和

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构成，两个交易市

场，一个传统、一个现代。

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又叫康美中

药城，是 2013 年建成的国际现代化中药材专

业市场。这里从零售、批发到期货交易，从采

购、加工、仓储到大型现代物流中心，形成了

完整的一体化中药材商业产业链。2023 年

1 月至 6 月，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累计

贸易额 394.3 亿元，同比增长 18%以上。

“没有我们这里买不到的药！”康美中药

城总经理哈宾义边走边说，“市场占地面积达

1000 亩，药企 2000 多家，摊位总量超 8000 个，

占全国同类市场交易总额近 1/3。”

而“买全球、卖全球”的升级版，则是 2019

年开业的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走进亳

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只见现代

化的仓储、智慧药市大数据中心、国际香料城

等现代化设施依次展现。

公司副总经理苏树涛告诉记者，商品交

易中心的商业模式是布局中药全产业链，运

用“中药材+互联网”打造中药材全产业供应

链创新平台，推动中药产业转型升级。2023

年上半年，市场交易额已达 200 亿元左右。

2023 年上半年，亳州中医药流通贸易额

约 750 亿元，预计年底将突破 1500 亿元。

樟树药交会也已实现从传统药交会向

“云上会展”的转型。通过探索拓展“互联网+

药交会”“互联网+中医药”等产业新业态，樟

树药交会逐步引入新媒体平台、VR/AR 虚拟

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实现“云上会展”。

2022 年，樟树药交会成交额达 220.6 亿元，其

中“互联网+药交会”交易平台成交额达 87.7

亿元。

经过 6 年发展，现代化的安国数字中药都

备受关注。中央交易大厅的 LED 显示屏上，

滚动播放着中药材行情。“中央交易大厅可联

动全国 60 个道地药材基地，使种药人、寻药

人、卖药人、买药人、用药人之间互联互通，打

造优质优价、高效快捷和利益共享的产业价

值链条。”安国数字中药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晓东说。

记者发现，不少商家门前贴有二维码。

安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杨青介绍，这是

安国数字中药都——数字本草追溯公共服务

平台，该平台实现了中药材从种植、采收、初

加工、仓储物流、饮片炮制、医院药店到终端

使用的全链条信息追溯。作为国家中药材流

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安国创新中药材电子

交易、第三方检测和产品质量全程追溯“三网

合一”新模式，加大在销售环节的标准化、数

字化、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在种植源头和销售

渠道上保证中药材的道地性、安全性，实现了

药材“来源可知、去向可追、质量可控、责任可

究”，进一步推动中药国际化和标准化。

稳步迈向现代化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道地药材、炮

制技艺、经典名方等中药产业的“精华”如何

插上现代化产业化的翅膀，中药产业如何更

好地实现现代化转型发展，都是我国中药产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探寻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路径过程中，

“四大药都”守正创新，强化问题导向，在中药

饮片加工、配方颗粒、成药制造等过程中注重

研发新药；强化过程管控，保障中药品质；破

解竞争格局分散、产业集约化程度低的结构

性矛盾，培育了一批创新力强的中药特色企

业，形成了一批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

——创新出新品。

走进河南禹州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记

者被展柜里摆放的青蒿素系列产品吸引。“我

们是一家生产中药饮片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已进军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等化学药以及营养

保健品等领域，生产的青蒿素及其衍生品深受

消费者喜爱。”公司副总经理黄绍克说。

河北安国金木集团也依靠创新来提高产

品竞争力。在该公司的植物细胞工厂，展示架

上一瓶瓶舞动的绿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技

术人员介绍，玻璃瓶中的绿色胚芽是石斛胚

芽，整个培育过程需要 6 个月。这是金木集团

的核心科技——精准细胞培植技术，通过细胞

工程和基因工程技术，获得不受环境影响、无

污染、高安全系数、高药效成分的新型植物原

料。“精准药用植物细胞工厂可实现铁皮石斛

胚芽、人参不定根等品种的精准培植技术体

系。”金木集团常务副总裁刘进水介绍。

——集群强产业。

针对中药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且分散的现

状，伴随着不断壮大的药都市场成长起来的

亳州中药产业，着手汇聚资源，做大做强中药

企业，发展产业集群。

亳州市副市长薛冰表示，做大中医药制

造规模是实现亳州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工程。目

前 ，亳 州 市

共 有 药 品 生 产 企 业 235

家，约占安徽省 52%。亳

州市壮大传统饮片产业

集群，形成沪谯饮片、永刚

饮片等一批产值达 5 亿元

以上的代表企业；推进提取

产业集群，形成了以天祥药业为

代表的以提取为主要业务的企业；发展

成药产业集群，形成济人药业、雷允上药业等

拥有核心成药品种的代表企业。

同时，亳州积极引进大品种，加快产业布

局。2022 年亳州新引进药品品种 12 个，累计

已有 46 个药品品种成功转入亳州生产。发展

中药配方颗粒，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国家中药

配方颗粒标准制定，济人药业、协和成药业等

完成配方颗粒国标省标备案品种 954 个。

安国市则发力高标准建设河北省首

家国家级绿色园区——现代中药工

业园区，逐渐成为京津中医药

企业外迁落户、知名中医

药企业布局京津的

首 选 地 。“ 目

前，园区入驻企

业 149 家 ，其 中 规 模

以上企业 55 家。”安国现代

中药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焦

建伟说。

——数字向未来。

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樟树市开出

发展新“药方”。樟树市委常委、副市长罗明

琍介绍，樟树探索数字化服务产业新路径，加

快推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数字技术与中药产业深度融合，基本实现从

药材种植到生产销售、仓储配送、交易会展、

诊疗服务等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向“数”而

行打造“数字药都”。

在樟树，仁翔药业物流中心融合机械手

码垛、货到人拣选、自动补货系统等智能作

业模式，源源不断地将药品从恒温智能仓库

发往全国各地；仁和医药电商物流园采用全

自动智能化设备及软件，通过商品热度分析

规划爆品作业区，实现分区协调作业，日分

拣量可达 11 万单，拣选准确率达 99.99%，减

少 30%的人力。目前，樟树市中医药产业实

施“机器换人”项目 175 个，带动企业相关配

套投入超 34 亿元，重点领域生产装备数控化

率逾 60%。

——破局走出去。

在薛冰看来，亳州中医药产业从小、散、

乱到并购转型，从“扎捆出售”到饮片炮制，再

到成药制造打造自有品牌，一直处于不断地

破局中。如今加速推进中药走向全球，建设

“世界中医药之都”，需要继续破局。

“协和成药业靠外贸起家，产品已卖到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韩国占到 70%。20 多

年来，从卖药材到出售饮片、配方颗粒，一直

到现在把企业产值做到 10 多个亿。”亳州药企

安徽协和成药业董事长李素亮说，为推动转

型升级，协和成药业每年投入约 3000 万元用

于创新研发，如今已向花草茶、保健食品、香

精料等领域进军。

目前，亳州中医药产品进出口贸易涉及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济人药业中药配方颗粒

获批进入德国主要城市药房销售，疏风解毒

胶囊成为英国政府“创新英国”立项资助的中

药 项 目 ⋯⋯ 类 似 的 创 新 探 索 仍 在 持 续 进

行中。

有探索、有迷茫，有传承、有创新，有困

境、有破局⋯⋯在中药产业和文化积淀丰厚

的“四大药都”采访调研，记者感受到产业链

各环节面对中药产业发展机遇的跃跃欲试，

也了解到中药企业努力做大做强的创新与

探索。4 个城市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

均 表 示 ，将 充 分 利 用 中 药 全 产 业 链 综 合 资

源 ，发 挥 布 局 全 国 的 专 业 中 药 材 交 易 市 场

“城城联动”优势，加强联系与合作，互通有

无，探索合作机制，共同拥抱中药产业发展

的春天。

文/本报记者 李佳霖 赖永峰 王胜强

刘 兴 林紫晓 杨子佩

中药产业链贯通农业、

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其稳定

持续发展事关百姓福祉。随

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和对

中药认可度的不断提升，中

药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记

者在调研时深切感受到，当

前我国中药材产业、中药饮

片加工业以及中成药产业正

在 稳 步 迈 向 高 质 量 发 展 阶

段，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与

挑战，在中药产业发展过程

中，更应坚持品质至上原则。

首先，始终树牢“质量第

一”意识。按照《中药材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引导农

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建

设规范、标准的中药材规模

化示范基地和标准化绿色药

源基地。通过基地的示范带

动，形成中药材标准化、规模

化种植格局，进一步提升道

地药材品质。

其次，强化监管，提高中

药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除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劣中药

饮片、中成药等违法违规行

为外，要推动中药全产业链

追溯体系建设。中药材从生

产 到 最 终 消 费 的 产 业 链 很

长，要经过种植、采收、加工、

生产、包装、检测、运输、存

储、销售等多个环节。近年

来，国家进一步鼓励中药生

产经营者构建从中药材原料

种植到中药饮片、中成药生

产销售全过程标准化追溯体

系，实现来源可知、去向可

追、责任可究，推动生产各环节有效衔接，无缝监管。

再次，注重创新中药研发，推动中药工业高质量发

展。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等

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中药研发水平。鼓励企

业自主研发，开展中药饮片规范化炮制研究和中药配方

颗粒、中药提取物、超微饮片、破壁饮片、大健康产品等研

发生产，大力发展中医药科技创新型企业并形成集群

效应。

最后，加大国际化推广力度。在全球中医药市场日益

开放的大背景下，要通过与国际医药企业合作，推动中药

走出去。这样，优质的中药产品才能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品质至上是核心竞争力

李佳霖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和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需求的

提升，中药产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不过，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中药材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如何推动中药

产业高质量发展？质量和结构瓶颈如何突破？优质中药产品创新稀缺问题怎么解决？经济日报记者相继走访安

徽亳州市、江西樟树市、河南禹州市、河北安国市“四大药都”，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一探中药产业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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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安国现代中药农业园区中

药种业科技孵化基地里，中药种苗

蓬勃生长。本报记者 林紫晓摄

安徽亳州市康美中药城摊位联营区安徽亳州市康美中药城摊位联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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