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末夏初，万物生长。在中药材培育
的特殊关键农时，本报多位记者深入太行
山、燕山河北道地药材产地，在山区一线
实地感受中药“新风口”给当地产业发展
带来的新机遇、新变化，采写了这组混合
着新鲜泥土气息和药香的“关注河北道地
药材”系列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2016年 2月，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
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自此，
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后，《“十
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又明确提出，到
2025年，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政策和体系进一步完

善，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健
康中国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当下，不断壮大和高质量发展的中医
药产业正在守护更多人的健康，“中医生
活化”和“生活中医化”已成趋势，中医药
事业正迎来大好的发展机遇。数据显示，
2021年中国中药市场整体规模已经达到
8864 亿元，2022 年接近 1 万亿元，“新风
口”已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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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中医药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创新好、利用
好，提升药材品质、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
量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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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地药材，指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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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
之，道地药材就是我国传统优质中药材的

“代名词”，做大做强道地药材，也就等于
抓住了中药材产业的“龙头”。

道地药材的出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特点。这种地域性，或体现在药材对于特
定产区的独特依赖性；或体现为其产地形
成的独特生产技术，为他处所不及。河北
太行山、燕山广大地区，是大批道地药材的
主产地，发展道地药材产业，培育优质生态
产品，既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又能促进农
民致富、乡村振兴，推动健康、生态、资源和
经济良性循环发展，可谓一举多得。

推动道地药材高质量发展，其产业路
径在于注重品牌建设、强化科技创新、扩
大应用业态、提高综合利用，走出河北道
地药材发展的特色之路。据了解，中药材
发展，无论是提高附加值和应用率，还是
从根本上解决中药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都离不开借助现代科技的手段。同
时，也亟须加强道地药材的标准和生产规
范制定，加强生产基地建设，加强培植、采
集、加工人才的培育，加强仓储、运输、应
用的联动，以及加强相关知识宣传。

相信随着顶层设计的落实，资金、人
才、技术等多方要素的汇聚加持，河北道
地药材产业一定能抓住机遇，在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上越走越顺。

文/河北日报记者 朱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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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河北道地药材③

抓住“新风口”，做大做强道地药材产业
■编余手记

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于道地药材资源丰厚的河北而言，责无旁贷。
北苍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有燥湿健脾、祛风、散寒、明目之功效。燕山地区是北苍术道地产区，隆化和青龙是我

省北苍术种植大县。
近年来，由于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北苍术价格一度登上顶峰，价格作用下，我省北苍术种植面积快速扩张，掀起种

植热潮。
我省北苍术产业现状如何？高质量发展路径如何设置？隆化和青龙两地又是如何谋划的？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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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4月19日，青龙大巫岚镇的一个中药
材种植基地，工作人员在种植北苍术。

4月19日，青龙同盛医药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在包装中药饮片。

青龙同盛医药有限公司的中药材仓库青龙同盛医药有限公司的中药材仓库。。

◀隆化北苍术。
牛 杰供图

青龙同盛医药有限公司的现代化育苗
工厂。

行情走高
道地产区掀起种植热潮

4月19日，青龙满族自治县大巫
岚镇的一个中药材种植基地，十几名
女工 2 人一组，分成数组，在田间半
蹲作业。她们手握铁铲，在地膜覆盖
的田垄上每隔约 30 厘米距离，挖下
浅窝，将北苍术的苗子植入窝中，再
覆土填上。如此，一株北苍术便栽植
完成。

这片基地位于燕山山脉一处山
间谷地中，这里雨水充沛、气候湿润、
昼夜温差大，适宜北苍术生长。该基
地面积有300多亩，种的都是北苍术。

北苍术，一种菊科多年生草本植
物，以根状茎入药。性温，味辛、苦，
有燥湿健脾、祛风、散寒、明目之功
效。由于青龙特有的气候、土壤等因
素，所产北苍术“朱砂点密，香气浓
郁”，是北苍术中的上品。

“青龙北苍术在市场上很受欢
迎，价格行情不错。去年秋天，基地
刚刚采收了一批北苍术，腾出来的
地，今年再栽上新苗子。”该基地负责
人陈英站在地头，一边指挥工人操
作，一边向记者介绍。

“目前，北苍术的价格在每公斤
110元至120元之间，2020年价格最高
的时候，达到每公斤180元。”陈英说。

20 世纪 90 年代，陈英开了一家
药材收购站，从农民手中收购药材，
转手到安国、亳州等药材市场出售。
陈英从业超过 30 年，对药材市场的
价格变化非常熟悉，他表示目前北苍
术的市场需求量和价格都处于高点。

为了增加收益，陈英积极扩大种
植面积。除了上述种植基地，陈英还
有两个中药材种植基地，总面积超过
1500 亩，种植的中药材品类有数十
个，其中北苍术种植面积最大，约占
总面积的一半。

北苍术行情走高，一方面是由于
人们的健康保健意识在提高，加之中
药材加工技术提升，带来北苍术需求
量和价格逐年递增。另一方面，最为
直接的原因，则是疫情期间，一些对
缓解病症有作用的药品以北苍术入
药，比较典型的如藿香正气胶囊。

价格高位运行，让北苍术种植者
尝到了甜头。

“北苍术生长周期约 4 年，一个
周期内，每亩地卖药材的收入加上打
籽、卖籽的收入，约 4万元到 5万元。
这个数字刨去成本，再平摊到每年，
每亩地的纯利润在 8000 元至 1 万
元。”青龙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
李新国表示。

在青龙，农业主要以玉米等粮食
作物和板栗等林果产业为主，每亩地
纯收入从几百元到一两千元不等，收
入情况远不及种植北苍术。

近两年来，青龙北苍术种植面积
不断增加，李新国估计，目前全县种
植面积接近2万亩。除了大田种植，
农民也在林果树下、自家小菜园，甚
至房前屋后的空地种植北苍术。

隆化是我省另一个北苍术道地
药材产业大县，与青龙相比，隆化北
苍术种植面积更大。

“从2020年开始，隆化北苍术种
植面积猛增，从原来的几千亩一跃到
目前的近5万亩，是隆化种植面积第
一的药材。隆化也是全省最大的北
苍术种植基地。”隆化县农业农村局
中药材服务中心主任牛杰说。

牛杰介绍，最近10年，随着北苍
术野生资源越来越少，人工种植面积
逐年增加，近两三年的市场需求加速
了这一扩张进程。隆化北苍术品质
好，市场供不应求，采购价格也比其
他产区高，不少种植者赚到钱以后，
开始扩大种植面积，高额的收益也吸
引了很多新种植户加入。

虽然北苍术目前行情不错，但近
一轮激增需求毕竟是偶然因素。北
苍术的生长期长，等到新栽下的苗子
长成药材，进入市场的时候，那时的
市场需求如何，价格怎样，还是一个
未知数。

对于未来市场行情，青龙和隆化
两地的种植大户、相关公司以及政府
部门开始预见到，随着市场供应量增
加，需求量减少，价格回调是大趋势，
当前，应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市场的
不确定性。

上游发力
提质增产应对市场变化

4月21日，隆化县八达营村占海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种质资源圃内，几
名工作人员手持农具，一板一眼地除
草、松土，悉心照管着圃内的北苍术
幼苗。

该资源圃面积约3亩，培植的都
是野生北苍术种苗，包括取自承德各
县区的野生北苍术种源 32 份，隆化
县各乡镇的野生北苍术种源20份。

“燕山地区是北苍术的道地产
区，野生资源丰富、种质优良，但近年
来野生资源越来越少，我们把不同株
型、不同性状的野生北苍术移植过
来，形成一个资源库，把野生种源保
护起来。”牛杰说。

种质资源圃的意义不止于此。
随着北苍术种植面积扩大，种源也开
始多种多样，导致出产的药材品质参
差不齐。为此，资源圃将优质野生资
源加以选育、复壮，再移植到大田中，
使优良品种“血统”得以延续，道地性
得以保持。

在种质资源传承上，青龙同样利
用野生北苍术资源，并引入工厂化育
苗手段。

“我们采集野生北苍术资源，用
它的根、茎、叶细胞进行组织培养，培
育出可供大田种植的种苗。虽是人
工培育，但种苗的遗传基因来自野生
北苍术，确保了种源的道地性。”4月
19 日，青龙同盛医药有限公司的现
代化育苗工厂内，一株株待出售的北
苍术幼苗在温室内整齐排列，长势良
好，公司副总经理潘英军一边查看幼
苗生长情况，一边向记者介绍。

“北苍术的主要有效成分为苍术
素，同盛公司培育的种苗长成的药材，
苍术素含量超过0.4%，与野生北苍术
比并不逊色，高于国家药典规定的含
量不低于0.3%的标准。”潘英军说。

牛杰认为，在面对市场的不确定
性时，无论是隆化还是青龙，最大的
优势是道地优势、品种优势。“说白
了，将来即使价格回落，其他产区的
北苍术比如卖 50 元一公斤，燕山产
地的北苍术种源纯正、品质好，就可
以卖七八十元一公斤。”牛杰说。

潘英军表示，工厂化育苗还有额

外好处，即解决了种源纯正性问题，
随着工厂式标准化育苗大规模铺开，
一地出产的药材品质也将逐步走向
统一化、标准化。

在保证北苍术道地性、好品质的
同时，隆化、青龙在提高产量上下功
夫，努力做到质与量共同提升。

种质资源圃其实只是隆化中药
材科研试验基地的一部分。这片占
地 60 亩的实验基地，除了用于北苍
术种质资源保护和品种选育，还开展
包括北苍术在内的多种中药材的机
械播种、育苗移栽、肥力试验和病虫
草害绿色防控等技术试验。通过试
验研究，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在国家和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中药材创新团队专家指导
帮助下，目前我县北苍术的培育、种
植、管理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产量有
了大幅提升，现在亩产普遍在300公
斤以上。”牛杰说。

在青龙，农业技术的投入同样不
遗余力。技术加持下，一些种植户种
植的北苍术亩产可以达到 400 公斤
至500公斤。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目前北
苍术种植的机械化率已经达到一定
程度，这对提高生产效率作用很大。

在陈英负责的种植基地的一个
地块上，记者看到，密布田间的水肥
一体化微喷灌溉系统正在运行，黑色
胶质管中涌出携带水肥的细流，为北
苍术幼苗提供滋养。另一个地块，在
动力装置牵引下，机械正在进行旋
耕、开沟、覆膜一体化作业。

“北苍术从播种到收获，大部分环
节都实现了机械化。我们使用的机
械，有些还是技术专家根据燕山一带
的地理环境专门研发的，这些机械的
使用，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陈英说。

在隆化，种植大户的基地占据了
北苍术总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这些
大型种植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完
备，除了除草等个别环节，基本都是
机械化作业。而农民分散种植的地
块，也在旋耕、开沟、打垄、覆膜等环
节实现了机械化。

下游谋划
变产地优势为产业优势

4月21日，隆化县经济开发食品
药品工业园内，承德泰晟药业有限公
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为即将建成
的药材仓库做扫尾工作。

“仓库的硬件建设基本完工，预
计今年秋天药材就能入仓。现在主
要是对仓位进行划分，依据本地不同
种类药材的产量，规划仓储空间。”公
司总经理刘志祥说。

为应对药材市场价格波动，隆化
依托泰晟公司谋划建设产地仓。产
地仓投入使用后，本地收获的北苍术
等药材可以先入仓库，再根据市场价
格变化调整供货量，以此起到市场调
节的作用。

事实上，产地仓不仅仅是一个仓
库那么简单。

“产地仓为种植户提供仓储服
务，所有种植户的药材都可以入仓，
但事先要接受产地仓的溯源管理。”
刘志祥解释说，产地仓通过数字化手
段，对种植户进行监管，从药材种植
的土壤、水质、种源到投入品使用、机
械化实施，实行全链条监测，保证入
仓产品的标准化和高品质。

“隆化中药材种植以北苍术为
主，面积 50 亩以上的种植户有 202

户，目前已经有 162 户参加溯源管
理。不在溯源范围内的，也可以入仓，
但入仓前要强制检测。”刘志祥说。

产地仓的另一个功能是中药材
加工，利用仓储药材制作中药饮片、
颗粒等。

产地仓还兼备销售功能，种植户
之间可以相互交易，也可以向药企销
售。刘志祥表示，公司已经和大型药
企有过沟通，药企对产地仓模式很感
兴趣，认为这种模式可以有效把控药
材品质。

“产地仓一端连接产地，一端连
接销售，是一个集标准控制、收购、仓
储、销售功能于一体的平台。”牛杰
说，产地仓在隆化之外还计划设置分
仓，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未来，产地
仓带动的不仅是隆化以及承德区域，
还将辐射秦皇岛、张家口，甚至辽宁、
内蒙古等地，成为一个区域性药材仓
储集散中心。

牛杰认为，借助产地仓平台，可以
将产地优势转化成平台优势，进而转
变成产业优势，这将使得隆化在产品
标准制定、市场定价上拥有话语权。

将产地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青
龙也有自己的做法。

青龙同盛医药有限公司在工厂
化育苗业务之外，也开展中药材初加
工，主要是将药材加工成中药饮片，
供给药材市场以及中医院、中药房等
使用。

“既然自己生产中药饮片，何不
更进一步，直接加工成中药汤剂、颗
粒，供给周边医院使用。”潘英军说，

“医院设置中药制剂室，要耗费很大
的人力物力。而我们有产地优势，原
材料都是现成的，完全可以根据医院
的药方，加工成中药制剂，再为医院
配送。目前我们正在筹备建设秦皇
岛区域的中药制剂中心。”

在利用产地优势发展北苍术深
加工、延长产业链方面，青龙、隆化两
地都做出了一些探索。

当前，青龙同盛医药有限公司与
燕山大学等机构合作，正在研发含北
苍术成分的茶饮和食品，据潘英军介
绍，这些茶饮和食品具有北苍术的功
效，有养生保健功能，契合大健康背
景下消费者的需求。

而隆化的产地仓对中药材进行
加工时，除了制作中药饮片、颗粒，北
苍术的秸秆还可制作饲料，北苍术的
须子等下脚料可制作香囊，具有醒脑
的功效。以上这些北苍术衍生产品，
隆化正在开发和拓展市场。

将药材中的有效成分提取，制作
成品药物，是不是发展深加工的一条
路？对此，不少采访对象表示，像大
型药企那样对药材提纯加工，生产成
品药，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科技实
力，县一级企业经济实力比较薄弱，
走这条路还需要持续加力。

围绕北苍术等中药材产业，丰富
经营业态，让多方增加收益，隆化为
此规划了多条路径。

“隆化是中药材大县，有种植管
理经验，有产业优势，未来还可能成
为区域性中药材中心，借此优势，发
展培训教育产业，将隆化打造成全国
中医药产业培训教育中心；中药材有
健康调理之效用，以此为依托，可以
发展康养产业；很多中药材有观赏
性，开花时美不胜收，可以借此发展
文旅产业。”牛杰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河北日
报记者魏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