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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甘肃省中药材种子种苗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繁育基地建设现状，提出了甘肃省种子种苗产
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指出甘肃种子种苗产业发展对策是：增加生产投入，扩大优质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加强

育种工作，加大良种宣传推广力度，提高良种覆盖率，制定种子种苗标准，完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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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eed and Seedling Industry of
Chinese Medical Materials in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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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dvantages of seed and seedl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status of breeding base in Gansu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o analyz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ed and seedling industry，countermeasures of
development of seed and seedling industry are proposed as well. Countermeasures include increasing the production input，enlarging
high-quality seedling breeding base；strengthening breek work，increasing the promotion of improved seed，improving coverage of
fine breed，setting out seed and seedling standard and perfecting administrativ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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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中药材大省，现全省有家种药材品种

110 多种，其中规模化种植品种 20 多种。中药

材产业也是甘肃省的优势支柱产业，在增加农民

收入和脱贫致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随着中

药材产业的快速发展，甘肃省中药材种植面积逐

年扩大 ［ 2］，对中药材优质种子、种苗的需求量也

越来越大。种子、种苗作为中药材产业的源头，

其品质是保证药材种质纯正和质量优良的关键因

素和先决条件，加强药材优质种子种苗的繁育和

药材种子种苗的管理，已成为甘肃中药材产业中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甘肃省中药材种子种苗产业发展现状

1.1 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1.1.1 中药材资源丰富，特色鲜明 甘肃省中药材

策［J］. 甘肃农业科技，2001（1）：42-43.
［2］ 吴建国，徐梦龙，李盛业，等. 甘肃省临潭县农业区

划汇编［G］. 甘南：甘南州农业区划服务部，1995：1-
4.

［3］ 卢仲善，李光滨，袁政平，等. 植物病理及农作物病
害防治［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138-144.

［4］ 孙振宇，曹世勤，金社林. 2015年甘肃陇南及邻近省

份小麦条锈病春季流行调查［J］. 甘肃农业科技，2015
（8）：5-7.

［5］ 浦崇建，陈 明，张新虎，等. 甘肃省农作物病虫害
综合治理研究进展［M］. 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0（1）：47-49.

（本文责编：杨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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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富。甘肃地形复杂，是一个狭长的高原山

地省份，从东南到西北全长 1 665 km，全省大部

分地区气候干燥，属大陆性很强的温带季风气候

区，分属黄河、长江和内陆河三大流域，气候差

异大， 类型复杂 ［ 3］。复杂的气候类型和地貌特

征，使甘肃省具有丰富多样的药用植物资源。据

中药资源普查资料，甘肃有药用植物、动物、矿

物 1 527种，其中药用植物 1 270 种，进入流通

领域的约有 350种，属于国家 382个重点品种的

有 276种，可开发的资源蕴藏量约 27万 t ［ 4 - 5］。

并形成了陇南山地亚热带、暖湿带秦药区，陇中

陇东黄土高原温带半干旱西药区，青藏高原东部

高寒阴湿西药藏药区，河西走廊温带荒漠干旱西

药区等 4个中药材生态分布区域［ 6］。复杂多样的

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气候，使甘肃所产中药材具

有品质独特、特色鲜明的特点，经过多年来的发

展，形成了一大批传统名牌、特色中药材，在全

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5］。如当归，在汉代成书的

《范子·计然》中就记载“当归，出陇西（为泛指，

约在今甘肃定西市及其周边）。无枯者，善。”［ 7 - 8］，

当前更以“岷归”享誉海内外。此外党参、黄芪、

大黄、甘草等药材也产量大、品质优，这 5种药

材的出口量可占到全国同种药材出口量的 80%以

上［ 9］。

全省现有 6个中药材种植基地获得国家 GAP

基地认定，7 个基地通过农业部无公害基地认

证。岷县、渭源县、陇西县、西和县和民乐县分

别获得农业部“中国当归之乡”、“中国党参之乡”、

“中国黄芪之乡”、“中国半夏之乡”和“中国板蓝根

之乡”的称号。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优质的道

地药材，是甘肃省发展种子种苗产业的坚实基

础。

1.1.2 中药材种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前列 甘肃

种植药材主要以当归、党参、黄芪、红芪、板蓝

根、大黄、柴胡、甘草、枸杞、半夏、黄芩等获

得原产地地理标志认证的传统道地品种为主。

2014年甘肃省中药材种植面积 25.58万 hm2，其中

当归、党参、黄（红）芪种植面积在 3.5万 hm2以上，

主要分布在定西市和陇南市，两地中药材面积之

和占全省的 64.3%。2014年甘肃省中药材总产量

达 99.36 万 t，其中当归产量占全国的 80%以上，

党参、黄（红）芪产量占全国的 50%以上，柴胡、

板蓝根产量占全国的 30%以上。中药材种植规模

的增加，给种子种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

场。

1.1.3 中药材营销规模扩大，初加工和仓储能力

加强 甘肃省现有 40 多家中药材加工企业获得

国家 GMP认证，有 30家药材加工企业获得省级

重点龙头企业称号，全省年加工中药材约 20 万

t，加工产值约 25亿元。全省现已建成陇西县文

峰中药材市场、首阳中药材市场、岷县当归城、

渭源县“渭水源”中药材市场、宕昌县哈达铺中药

材市场和兰州“黄河”药材市场等 6家大型中药材

专业市场。有千吨以上的大型仓储经营企业 25

家，静态仓储能力 60万 t，年交易量 130万多 t，

交易额 230亿多元。陇西、岷县、渭源等地仓储

条件得天独厚，成为我国“南药北储、东药西储”

的天然仓库。全省有千吨以上的仓储物流企业

25 家，中国药材公司、广药集团等省外知名企

业现已在定西建立仓储中转基地。中药材营销规

模的扩大为种子种苗产业准备了良好的发展条

件。

1.2 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及种子种苗繁

育技术发展现状

在“十二五”期间，甘肃省政府先后出台《甘肃

省加快发展中药材产业扶持办法》、《关于加快陇药

产业发展的意见》和《甘肃省中医药产业发展先行

先试实施方案》等政策，通过政策倾斜和资金扶

持，促进了道地中药材原种繁育、优良种子种苗

繁育基地建设的发展。

2014年甘肃省在陇西、岷县、渭源、武都、

文县、礼县等 6县（区）的中药材最佳适宜区，共

集中建成道地中药材黄芪、当归、白条党参、红

芪、纹党参、大黄等原种繁育生产基地超过 16

hm2，主要繁育陇芪 1号、陇芪 2号、岷归 1号、

岷归 2号、渭党 1号、渭党 2号、武都地产红芪、

文县纹党、礼县铨水大黄等品种。在陇西、岷县、

渭源、漳县、武都、宕昌、西和、礼县、文县等 9

个县（区），共建成道地药材良种生产基地超过

1 333.3 hm2，重点繁育陇芪 1号、蒙古黄芪、岷归

1号、岷归 2号、渭党 1号、纹党、西和半夏、掌

叶大黄等中药材品种。在全省重点县（区）完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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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繁育生产基地超过 2 666.7 hm2。中药材道地中

药材原种繁育、优良种子、优质种苗繁育基地建

设为甘肃省中药材种子种苗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

了保障。

根据甘肃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地方标准公

告，截至 2015 年 11 月，甘肃省共发布了当归、

甘草、黄芪、红芪、党参、黄芩种苗，山药种薯，

天麻、当归种子，半夏种茎等 10项有关中药材种

子种苗（薯、茎）培育技术规程。

2 存在的问题

2.1 种子种苗繁育基地规模不足

近年来，甘肃省十分重视中药材种子种苗繁

育基地的建设，建成了一定面积的基地，但是相

对于 2014年 25.58 万 hm2 中药材种植面积来说，

约需 2 666.7 hm2 的中药材优良种子繁育基地和

6 666.7 hm2 的优良种苗繁育基地才能满足生产需

要。在“十三五”期间，甘肃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还将

逐年扩大，预计至 2020年，全省中药材面积将达

到 26.67万 hm2左右，目前种子种苗繁育基地规模

面积远远满足不了生产需要。

2.2 先进技术、新品种普及推广力度不够

近年来，在中药材种子种苗培育和新品种选

育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如当归熟地育苗、设施

育苗，黄芪地膜覆盖栽培，党参间作等，同时在

当归、党参、黄芪等药材中选育出了很多品种。

但是因为政策和资金支持不够，宣传和示范推广

力度不足，使这些先进技术和药材新品种的推广

进度比较缓慢。很多落后的生产技术，如当归生

荒地育苗等能造成环境恶化的技术在一些地区仍

在应用［ 10］，药材新品种也只在小范围种植，大

部分药材栽培区品种混杂、退化现象严重［ 11］。

由于种质混杂，导致种子种苗难以建立统一的质

量标准，严重阻碍了种子种苗产业化生产优势的

形成。

2.3 无种子种苗专业市场，种子种苗生产流通缺

乏监管

药农对药材种子种苗的需求量很大，市场空

间广阔，但是专业的种子种苗市场缺乏，药材种

子种苗的交易多在一些地方的药材集散地市场进

行，如陇西文峰、首阳药材市场。药材种苗多为

药农自己繁育出售，药材种子则由药材集散地个

体性质的种子商出售，规模小，种子多是由药农

自繁自育或采自野生药材资源，没有品牌，也没

有正规包装，基本没有售后质量保障。

高品质的种子种苗是中药材品质的保证，但是

中药材种子种苗的培育和流通环节缺乏有效的管理

制度和管理机构。与中药材种子种苗生产经营有关

的《种子法》主要面向农作物种子的管理，而中药材

种类多，涉及油料、蔬菜、林木等多个学科，且每

种药材的种子交易量相对农作物来说要小得多，应

用《种子法》有局限性。虽然 2003年开始施行的中

药材 GAP认证虽对种子种苗基地建设有要求，但

中药材 GAP认证只要求企业自愿申请，非强制执

行，企业建 GAP基地也基本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

由于中药材种子种苗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缺口，导致

种子质量监督、检验和管理机构缺位，中药材种子

种苗市场混乱局面一直难以改善。市场所售药材种

子种苗常存在产地不明，品种混杂的问题，有些种

子种苗更是多个产地混合组成，甚至有掺假和掺杂

现象，给药农带来不可弥补的经济损失。如市场上

的当归苗质量良莠不齐，药农因购买来源于欧当

归、大独活、早薹当归种子等的伪劣当归种苗而导

致损失惨重的事件时有发生 ［11］。因为没有制度保

障，发生伪劣种子种苗坑农事件后，无法追溯源

头，给维权索赔带来了诸多不便。

3 发展对策

3.1 增加生产投入，扩大优质种子种苗繁育基地

针对种子种苗繁育基地规模不足的现状，政

府部门应加大政策倾斜力量和资金投入，增加对

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的补贴标准，因地制宜通过

企业 +农户、建立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等模式，在

各中药材栽培区建立道地药材和大宗药材的种子

种苗繁育基地，扩大种子种苗繁育基地规模；合

理安排轮作倒茬，坚持年年繁种，以满足中药材

生产的需要。有条件的企业可依托种子种苗生产

基地建立中药材种子种苗产业化体系，包括种植、

繁育、加工、包装、贮藏、推广、销售、售后服

务和信息服务等，走向产业化和集约化。

3.2 加强育种工作，加大良种宣传推广力度，提高

良种覆盖率

新品种选育可提升产业优势，也是中药材种

子种苗市场化、品牌化的基础。当前经过科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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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努力，虽然已选育出了多个品种，但这

些品种都集中在当归、党参、黄芪上，相对于

甘肃省 20 多种规模化种植的中药材来说，还远

远不够。应鼓励中药材产区和科研机构、大专

院校合作，除采用常规选育的方法选育中药材

品种外，可应用组培技术、辐射育种、设施农

业技术等开展新品种选育工作，培育出更多市

场竞争力强、品质优、效益高的新品种。对已

选育的品种还应重视品种的提纯、复壮，防止

种子、种苗变异退化。重视中药材品种的示范

宣传和推广工作，对已选育的优良品种给予补

贴，鼓励推广部门和经营单位建设良种生产基

地，以“新品种展示区（点）”的形式，集中种植展

示新品种，加快品种的示范推广，提高良种的

覆盖率 ［ 12］。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可借鉴蔬菜种

子的营销模式，对中药材良种进行工商登记，

注册包装，打造自己的品牌，提高甘肃中药材

品种的知名度，以利推广。

3.3 制定种子种苗标准，完善管理制度

加快制定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对中药材优

良品种和种子的特征特性、种子生产加工、种子

质量、种子检验方法及种子包装、运输、贮存等

方面作出科学明确的技术规定，并制定一系列可

行的技术标准，包括良种标准、良种种子生产技

术规程或种子良繁标准（种子基地标准、种子基地

管理标准、种子田去杂去劣标准）、种子种苗质量

分级标准（主要依据种子的净度、纯度、发芽率、

水分等指标确定相应等级）、种子种苗检验规程或

标准（种子田间检验、种子室内检验）、种子收获

加工包装与贮藏标准、品种中间试验记载项目标

准等［ 13］，为建立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监督体系奠

定基础。

要随着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化繁育基地的建

设，建立专门针对中药材种子种苗的管理条例或

办法，制定行业内部的行为准则，建立自我约束

机制，组建中药材种苗、生产、初加工、药品质

量检验的监督机构，分区域建立中药材检测中心，

对大宗药材和道地药材的种子种苗生产和经营逐

步实行抽检制度和生产经营许可制度，实现药材

种子种苗专营，解决当前中药材种子种苗交易缺

乏监管的问题。

4 结语

中药材种子种苗产业体系的建立和健康发展

是中药材产业实现产业优势，保持可持续发展

的前提。在人们对中药材药效和质量安全要求

越来越高的今天，从源头上开始规范中药材生

产过程已刻不容缓，希望通过政府、企业和药

农的共同努力，尽早实现中药材种子种苗的统

一供应，完善种子种苗管理制度，实现种子种

苗市场专营，使甘肃省中药材在保证质量稳定、

突显地域特色和增加药农收入方面更上一个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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