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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之功效，是临床常用的传统中药之一。河北连翘栽植、利用历史悠久，太行山区是连翘质优效佳的道
地药材主产区。

近年来，由于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连翘价格一直稳中有升，河北人工种植连翘面积也不断扩大，成为全国三大连翘产区之一。
河北连翘产业现状如何？连翘产业怎样实现健康持续发展？记者进行了调查。

中药产业是河
北省传统优势产
业，河北中药材在
全国具有重要地位
和影响。目前，河
北共有中药材资源
1700 多种，常年
种植120种，其中
道地药材30余种。

何 谓 道 地 药
材？一般来说，道
地药材指在一特
定自然条件和生
态环境区域内所
产的药材，并且
生 产 较 为 集 中 ，
具有一定栽培技
术和采收加工方
法，质优效佳，为
中医临床所公认。

长期以来，以
连翘、金银花、柴
胡、酸枣仁、黄
芩、北苍术等为代
表的河北道地药
材，因产量大、质
地佳而在全国享有
盛誉。

近年来，我省
加快燕山—太行山
道地中药材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建设，
全省人工栽培和野生抚育酸枣由
5.8万亩增加到30多万亩，人工栽
培连翘由 4.2 万亩增加到 30 多万
亩，种植北苍术由4000亩增加到7
万亩。其中，连翘和酸枣仁产量稳
居全国第一。

不过，在采访中多位业内专家
表示，除中药的产量和品质外，河
北应更加重视中药的品牌建设。他
们认为，近年来各中药大省的品牌
意识越来越强，我省中药材从业者
在大宗药材生产中不能仅关注产
量，一定要树立品牌意识，通过获
取中医药标识类权利、注册商标和
域名等，促进中医药产业品牌化
发展。

可喜的是，我省多地已
经在打造“冀药”品牌方面
有所行动。

此前，我省发布了中药
材十大“冀药”入选名单，包
括连翘（涉县、武安、井陉）、
酸枣仁（邢台市信都区、内
丘、临城、赞皇）、金银花（巨
鹿）、苦杏仁（平泉、丰宁）、黄
芩（滦平、宽城）、柴胡（涉县、
康保）、天花粉（安国）、山楂
（兴隆、清河）、苍术（隆化、青
龙）、知母（蔚县）。

据了解，未来我省将
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发
展道地品种，延伸产业链
条，创新体制机制，拓展
多种业态，大力发展道地
精准药材产业，全方位推
进河北省中药材产业高质
量发展。
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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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如何做成大产业？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陈 正

▲春季，临城县赵庄乡农民在山场上管护连翘。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涉县太行山区成方连片的连翘花。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杨彦忠摄

关注河北道地药材①

■相 关

涉 县 连 翘 创 意 产
品——连翘花瓶。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杨彦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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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种植连翘面积超30万亩

“冬剪要狠，夏剪要勤。5 月底开始在定杆
80厘米基础上，每级分枝长到30厘米就去尖。”

3月18日，春风又绿太行山区。涉县索堡镇
悬钟村路旁的一块田地里，成片的连翘树已开出
黄花。黄花绿树之间，村民江海元正手拿修枝
剪，一边干净利索地给连翘修枝，一边向记者
介绍。

“这片连翘是我 2017 年种的，2020 年左右
开始有收成。在近 6 年时间里，我边种边学，管
理越来越得心应手了。现在我一共种着 4 亩连
翘，收益很不错，今年准备再种六七亩。”江海
元说。

连翘，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是临
床常用的传统中药之一，常被用于治疗急性风热
感冒、淋巴结核等症。如今常见的银翘解毒丸、
双黄连、连花清瘟等药品都以连翘作为主要
成分。

“最近几年，由于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连翘
价格一直稳中有升。种植连翘效益较好，像江海
元一样种连翘的山区农民也越来越多。”省农林
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药用植物研究中心主任
谢晓亮介绍，河北人工种植连翘面积已超过 30
万亩，成为全国三大连翘产区之一。

谢晓亮告诉记者，河北是全国最早实现连翘
人工种植技术突破的省份，在连翘人工种植领域
拥有技术优势。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实现这一突
破，耗费了谢晓亮及其团队近10年时间。

“地处太行山深山区，贫困村多，野生连翘漫
山遍野，却无法给农民带来效益，也难以满足制
药企业的需求。”时至今日，谢晓亮依然对十几年
前到涉县调研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漫山遍野的野生连翘为何不够用？原来，连
翘能用于入药的部分，是它的果实，尚未完全成
熟的果实因色尚青绿，称为青翘。青翘采摘之后
需经过蒸制、烘干等加工程序才能入药，称为干
青翘。而野生连翘生长分散，采摘难度大，且产
量极低，亩产干青翘只有两三公斤。

为了实现人工种植提高连翘产量，2004 年
开始，谢晓亮和团队成员开始在石家庄市井陉县
洞阳坡村的山地上进行相关研究。

由于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资料可
供参考，最初，谢晓亮只能带领团队成员在山上
扎根，通过观察，搞清楚连翘的生长特性。

经过研究他们发现，野生连翘一般成簇生长
在太行山区海拔 800米至 1500米的山地上。连
翘根系发达但水平生长，对土层厚度要求不高。
此外，野生连翘开花多结果少，多为农户自发采
摘，老翘的药用成分含量基本不达标。

谢晓亮团队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连
翘耐干旱、耐瘠薄，生长很快，开花也多，但为什
么结果率和产量这么低呢？

经过几年观察和研究他们发现，连翘存在自
花不孕的问题。自花不孕，是指花粉粒落到同一
朵花或同一植株的柱头上不能结果的现象。而
连翘有两种花型，一是长柱花型，一是短柱花
型。野生连翘以小群落自然分布，生长在同一个
群落里的连翘一般都是一种花型，即便相互授粉
也无法结果，这正是连翘开花多、结果少的主要
原因。

“发现症结所在后，只需在人工种植过程中
将两种花型的连翘混栽，相互授粉，就可以大大
提高连翘授粉率和结果率。”谢晓亮表示，2007
年至 2009年，团队又用了 3年时间反复实验，最
终得出结论，3个长柱花型和 1个短柱花型相互
授粉效果最好、结果率最高。

除自花不孕外，谢晓亮在研究中还发现了影
响连翘产量的另一个因素——修剪。

“连翘长势非常快，野生连翘枝条经常交杂
疯长、互相遮阴，消耗了大量营养，导致果实产量
不高。”谢晓亮说。

谢晓亮联想到果树修剪，即通过修剪来保证
树形和树枝上的营养。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尝试
通过修剪中药材来增加产量，谢晓亮研究发现，
其实中药材也需要修剪。他经过反复尝试，最终
建立了多主枝开放型和枝条拦腰一剪的傻瓜式
修剪方法，方便农户掌握。

在研究过程中，谢晓亮团队还通过化验分
析，确定了连翘的最佳采收时间：

8 月初到 9 月初适合青翘采摘，9 月中旬到
10 月底适合老翘采摘。在这期间采收的连翘，
可以在产量和药效之间达到很好的平衡。

如今，谢晓亮团队已经建立了连翘“三不一
剪”生态栽培技术模式：不浇水，通过挖鱼鳞坑旱
作雨养，依靠自然降水满足生长需求；不施用化
学肥料，依靠每年将适量落叶或杂草埋于鱼鳞
坑，增加有机质；不打化学农药，依靠适当保留伴
生植物，保持植物多样性，避免形成大规模纯林
造成病虫害的频发；一剪是指连翘整形修剪，通
过修剪控制连翘徒长旺长枝条、更新结果枝，提
高产量和质量。

依靠连翘生态栽培技术模式，涉县、武安、井
陉等地的人工连翘种植面积目前已超 30 万亩。
未来，我省人工连翘种植面积有望扩大到 100
万亩。

规模化种植带动产业集群发展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涉县偏城镇桑栈村的
山坡上，连翘怒放，满山金黄。

望着远处层层叠叠的连翘花，桑栈村村民高
艳艳喜笑颜开：“这些人工抚育的连翘，可都是我
们致富的摇钱树。”

“去年连翘价格高，采收时节，村民们每天都
会早起上山采连翘。一天下来，一个人能摘十来
公斤鲜连翘，贵的时候能卖四五百元，便宜时也
能卖200多元。”高艳艳说。

桑栈村附近的这片连翘林，只是偏城镇大面
积连翘种植基地的一小部分。2012 年，以岭药
业在涉县偏城镇投资承包 10 万亩荒山，用于连
翘集中种植，覆盖包括桑栈村在内的 20 余个行
政村。

“涉县自然资源丰富，县城西部太行山区生
长着几十万亩野生连翘，这里长出的连翘质优
效佳，是河北著名的道地药材。但长期以来，野
生连翘产量低、采摘难度大、采摘成本高等问
题，制约着连翘产业的发展。”涉县以岭燕赵中
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宗建新表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以岭公司在承包的 10
万亩荒山范围内，以桑栈村为分界点，以北建立
野生连翘人工抚育基地，以南进行连翘人工
种植。

“涉县野生连翘分布范围极广，短时间内全
部实现人工种植难度很大，因此需要野生连翘人
工抚育和人工种植相结合。所谓人工抚育，即对
现有的野生连翘资源进行人工干预，如清理坡
面、修剪枝条、合理采收等。通过这一方法，可以
有效提高野生连翘的资源利用率，实现低投入高
回报。”宗建新介绍。

连翘的管理、采摘等过程，由以岭公司雇当
地百姓完成，并派驻技术人员常年开展技术指
导。采摘完毕后，公司再以市场价向农户回收。
这样既保证了连翘产量和品质的稳定，又实现了
农民增收。

如今，在偏城镇的10万亩荒山上，连翘人工
种植面积已达2万余亩，人工抚育面积3万余亩。

在同处太行山区的石家庄市井陉县，连翘规

模化种植也渐成趋势。
“现在山上这一片连翘有9000亩左右，今年

再种 1000 亩，就能达到 1 万亩的规模。”在井陉
县南陉乡的一片山坡上，井陉翘芷中药材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千海指着漫山遍野的连
翘说。

井陉是石家庄唯一的纯山区县，野生连翘
资源丰富。井陉县洞阳坡村，又是谢晓亮团队
最早进行连翘人工种植试验的区域，具有连翘
种植的先发优势。2011年，马千海成立合作社，
将部分撂荒的山地流转集中，用于种植连翘等
中药材。

为保证药材的品质，合作社种植基地不打
药、不施肥。在技术专家建议下，基地还安装了
喷灌设施，在 5 月份连翘生长的关键期，喷灌一
次，促进连翘的生长。

“目前，我们基地有4000多亩连翘进入盛果
期，预计可以收获青翘果50多吨。到2025年，基
地 7000 余亩连翘进入盛果期，届时青翘果产量
将大幅提高。”马千海表示。

种植基地的发展还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就
业。“冬夏两季，从事剪枝的村民每天收入 80
元至 100 元。去年收获季节，有 100 多人在基
地采摘青翘，采翘总收入超过 50 万元。”马千
海说。

据介绍，井陉已初步形成了翘芷中药材种
植专业合作社、洞阳坡连翘基地、藏龙山连翘
公园 3 个集种植、观赏为一体的万亩连翘中药
材园区。预计到“十四五”末，井陉将建成 40 万
亩集种植、育苗为一体的连翘道地中药材产业
基地。

我省连翘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还要有与之匹
配的青翘加工能力。

“连翘采摘时节，新采回来的鲜青翘要及时
加工处理。蒸青，是加工的第一道工序。这道工
序能起到杀酶保苷的作用，能够锁定连翘苷、连
翘酯苷A的含量。”宗建新说。

“第二道工序是烘干，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
存连翘挥发油。”宗建新表示。随后连翘被送到
加工车间，过振动筛、去柄、过色选机，经过这一
系列工序加工出来的连翘药材才合格。

“目前，涉县以岭燕赵中药材有限公司的加
工基地，年加工连翘超1500吨，不但可以满足公
司自身需要，还有一部分销售给其他制药企业。”
宗建新说。

据介绍，涉县通过建立“党支部+公司+合作
社+农户”联动机制，发展连翘产业，不断壮大连
翘产业规模。目前，涉县已引进以岭药业、成都
中药材天地网、河北桃晟堂等 3 家知名企业落
户，全县 308个行政村中已有 182个村参与连翘
种植与加工，参与农户 3.2万户，参与农民 8.6万
人，人工种植面积达到 13 万亩，年产青翘 1500
吨，年产值1.8亿元。

延伸连翘产业链条

“连翘浑身都是宝，农民致富少不了。”在采
访过程中，记者多次听到这样的顺口溜。

事实上，连翘的用途并不只是入药，它的花
可以观赏，嫩叶更是可以用来制茶。用连翘嫩叶
加工、炮制而成的连翘茶，鲜醇独特、汤色清亮、
口感清新，有清热解毒之功效。

“还有半个多月，就可以上山采连翘茶了。”3
月 19 日，涉县宋家村村民宋林元正在认真盘
算着。

年逾六旬的宋林元是村里有名的采茶能手，
每年 4月，他都会进山采茶。“刚开始采嫩芽，嫩
芽最值钱。4 月中下旬开始主要是采叶子，从 4

月到5月，能采一个多月。最多的时候一天能采
10来斤，每斤售价几十元，这是我们开春后的一
笔重要收入。”

当天采完的芽或叶子，会统一送到涉县以岭
燕赵中药材有限公司加工成茶叶。目前，由该公
司打造的“连王古茶”品牌，已获得广泛市场
认可。

在打造连翘产业的过程中，涉县还开发出用
于观赏的连翘“花瓶”。

“看我们的连翘‘花瓶’，多漂亮！去年已经
订出去了 300 个，销售收入近 20 万元。”3 月 18
日，涉县河南店镇会里村的一个大棚里，县农业
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贾和田兴奋地向记者介绍。

这些“花瓶”高60厘米到1.8米不等，仔细观
察，每个“花瓶”都是由几十株连翘编织而成，形
状优美、赏心悦目。

如此独特的创意是怎样产生的呢？贾和田
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南方地区种植的紫薇“花
瓶”很受市场欢迎。连翘枝条柔软、花期长，和紫
薇有相似之处，受其启发，贾和田萌生了延伸连
翘产业链条、生产制作连翘“花瓶”的想法。

2021年，贾和田找到会里村村民江风林，决
定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

“育条是最难的，3月份开始在土里培育，一
株连翘只能留一个条，要不断修剪，选择最壮的
一条，长到1厘米粗细、两米来长，就可以了。生
长到11月份，就要开始编织。”贾和田介绍。

起初编织没有经验，贾和田他们只能从外面
购买特制的铁网模具，找村里的妇女摸索着编
织，像编花篮一样把连翘条编成一个中间镂空的
花瓶形状，再用塑料扎扣将交织的枝条扎好，等
枝条长成一体之后再把扎扣去掉。

“一般来说，大的‘花瓶’需要32株连翘条编
织而成，小的需要24株。‘瓶顶’设计造型可以开
花，‘瓶身’能自然生长，待到花开时节，远远看
去，就像一个超大‘花瓶’里插满了花。‘花瓶’底
是连翘的根系，用袋子兜住种在土里，长成后方
便移栽销售。”贾和田说。

“连翘生命力强，气候适应性强，移栽之后成
活率很高。”贾和田对自己研究开发的产品充满
信心，“按规格大小，每个‘花瓶’售价在600元到
800元之间，可用于城市绿化、公园美化、庭院装
饰和文旅景区打造等。”

“目前，我们共培育了 1000 个左右连翘‘花
瓶’，实行订单生产，销售区域主要是涉县及周
边地区，后续我们将根据市场情况扩大产能、增
加销售额。”江风林表示，未来，他们将开发连翘
篱笆、连翘葫芦、连翘灯笼等后续产品，形成规
模更大的连翘创意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