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科学技术一中药现代化 ★中药材基地建设

企 皿 化 峨产是 中草秀

现 代化种 植 的 盛体

口 刘锡葵 杨崇仁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摘 要 从中药的发展
、

科研
、

管理
、

质量等角度时我国中药种植中的一些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讨论
,

提出我国中药现代规范化种植必须 以企业为主体
,

改变以往的分散个体式的传统经营种植
,

实行集约化
、

规模化
、

专业化的经营管理
,

从而推动我国中药现代化的进程
。

关键词 中药 规范化种植 现代生产基地 管理

近年来
,

由于全球气候发生变

化导致的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
,

以

及人们对中药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和

采收等因素
,

造成了许多中药资源

的枯竭和种质资源退化严重
,

使得

中药资源的质量很难得到保证
,

已

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高度重视
。

为了保证提供高质量的中药原

料
,

确保中药的疗效
,

在道地药材研

究的基础上选择品种并在最适宜生

长地域按照现代规范技术进行种

植
,

建设现代规范化种植基地是中

药现代化的前提和保证
。

早在

年
,

日本厚生省就已提出了《药用植

物栽培与品质评价 》标准
,

年

欧共体提出了 《药用植物和芳香植

物生产管理规范 》 年我国也
已开始制订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 》
,

这为我国的中药材现

代规范化生产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

现就我国中药现代规范化种植中的

企业间题和种植观念进行探讨
。

一
、

现代化中药生产的保证

科学的生产和管理是现代中药

生产的保证
。

中药材的种植不同于

一般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
。

中药种植的质量关系到人们的健康

和生命安全
,

它要求的技术含量高
,

必须根据每一种药材的生长特性进

行种植和管理
,

对环境
、

气候因子
、

采收
、

施肥的要求严格
,

如同样是桑

寄生 寄生于桑
、

柿
、

槐
、

荔枝
、

沙梨

等植物上的干燥带叶茎枝
,

含懈皮

素
、

醒蓄贰等成分
,

具有补肝肾
、

去

风湿
、

强筋骨
、

养血
、

安胎
、

降压的功

效 而寄生于马桑上的带茎枝叶因

含有马桑内醋等毒素
,

不可做马桑

人药 「 ,

只有根据特定的环境要求

进行严格的种植和管理
,

才能保证

药材的质量
。

因有中药的种植必须

有专业的人才和专家参与管理和经

肠而 反记 ,
“耐 几 入加 侧泞 翔肠山爪‘忍‘如 几记 痴 阴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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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

专业的人才和专家不可能依托

个体的
、

分散的经营与种植
,

只有

一定的组织和企业
,

才能发挥专家

的指导作用
,

企业的参与有利于促

进中药种植业的发展
。

有利于中药种植技术的推广和发

展
。

许可证制度有利于促进企业进

行现代化的生产控制和集约化经

营
,

促进中药现代化的发展
。

四
、

中药现代规范化种植的动力

二
、

中药规范化
、

现代化的甚础

集约化种植是 中药规范化现

代化的基础
。

分散的
、

零星的
、

各 自

为政的个体的种植方式早 已不适

应于现代中药材的发展
。

我们对薯

裁的种植研究分析表明 同样是产

在云南永胜的薯孩
,

由于种植户不

同
,

管理不一
,

薯技皂贰元的含量

相去甚远
,

高的可达 以上
,

低的

含量不足
。

长期以来
,

我国中

药的生产是以原始的
、

粗放
、

分散

的方式进行
,

大多都是凭经验进行

种植和管理
,

种植者与种植者之间

差异很大
,

缺乏统一规范的种植和

管理
,

批与批之间质量相差很远
。

单纯依靠市场进行调节
,

缺少规划

和调查
,

使中药的产量和市场变化

波动极大
,

很难进行有效的调控
,

也极大地损伤了种植者的积极性
。

中药要发展
,

要打破现有的状

况和格局
,

首先质量是关键
,

稳定

的和高等的质量来源于严格规范

的种植管理和技术
,

科学规范化和

集约化的种植和管理
,

是稳定生产

高质中药
、

减少变异的基础
,

集约

化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有利于新的

种植技术的发展和推广
,

进行现代

化的生产的控制 其次市场是保

证
,

中药的种植规划必须建立在市

场调查的基础之上
,

只有在广泛的

市场调查 中才能科学地规划种植

面积
,

既保证市场的供应
,

又不致

于供过于求而形成烂市
。

单一的个

体的分散的小面积的种植要实现现

代规范化的严格的种植和管理
,

对

市场进行广泛的全面的调查和规

划
,

几乎是不可能的
。

只有企业的

参与才有可能对中药的种植进行全

面的科学的规划与管理
,

严格执行

操作规程
,

实行 生产
,

保

证生产 日志的全面性和真实性
,

并

对市场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论证
,

严

格规范管理
,

保证质量和产量
。

三
、

中药现代化种植的皿要措施

生产许可证制和种植认证制是

中药现代化种植的重要措施
。

中药

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

既是经济作物
,

又是药品
,

关涉我国的国计民生
。

中药制剂
、

动物养殖
、

食品生产
、

药

材的经营和加工在我国早已实行生

产许可证制度
,

中药材作为药品的

一种原始形态的生产
,

至今缺乏规

范的管理章程和生产许可管理制

度
,

依然依靠分散的个体的生产方

式进行
,

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几

千年中药应用和生产的历史古国
,

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对于中药的发

展和进步也是完全不利的
。

生产许

可证管理和认证
,

是保证中药种植

规范化
、

现代化的基本措施
。

实行

中药种植许可证制度
,

有利于促进

中药种植业的发展和中药质量的保

证
,

防止劣质药材充斥市场 有利于

对 中药种植企业的规范管理和监

督
、

督促企业严格按照 操作规

程执行
、

全面实施 管理 有利

于对中药种植企业的资格和水平进

行评价和考核 有利于中药种植企

业的资格和水平进行评价和考核

科学技术是中药现代规范化种

植的动力
。

中药的种类繁多
、

生物

活性多样
。

中药材是中药的原料和

治病的物质基础
,

是一种特殊的商

品
, “

有效性
、

安全性
、

稳定性和质量

的可控性
”

是其质量的基本保证
,

也

是现代中药的重要指标
。

同时
,

中

药材又是生物产品
,

是在一定的生

态地理环境下形成的生物产品 〔, ’。

自然条件或栽培条件改变
,

植物生

长发育及其药材形态结构
、

指标成

分常常发生改变
,

光照
、

温度
、

海拔
、

地形
、

土壤
、

水分
、

湿度
、

植被
、

肥力
、

微生物环境均可影响中药材质量的

变化
,

导致中药性味的变化
。

如产

在四川氓县的当归含钾量低
,

而生

在甘肃文县的当归则含钾量高 ‘ ,

因而氓县当归性温
,

文县当归性平
‘ , 。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
,

环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加速了中药的

变异进程
,

加大了中药质量控制的

难度
。

为了确保中药的稳定性
、

安

全性和有效性
,

必须加强中药种植

的科研力度
,

对中药种植过程中的

每一生产环节进行全面的深人的细

致的研究
。

优良的栽培技术是中药

品质的重要保障
。

个体的分散式的

种植方式不能也不可能对中药种植

进行全面的深人的研究
,

只有集约

式的规范管理种植才有可能对种植

的每一个环节
、

每一个因子进行全

面的深人的科学研究
,

从而促进中

协乞 冰 几 盯 拘肠山 ‘口盆 记 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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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种植业的发展
。

五
、

中药现代化种植的前题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是中药现

代规范化种植的前题
。

优质中药是

在一定的生态地理环境下形成的质

优效佳产品
,

质优是中药的表现型
,

它是由每一种药材基因型这个内因

与特定的环境饰变这个外因长期作

用的结果
,

特定的基因产生特定的

酶
,

进而调控次生代谢产物的反

应
。

变异是每一种 中药客观存在

的
。

自然条件或栽培条件发生改

变
,

植物生长发育及其药材形态结

构也随之发生改变
,

种质资源的退

化是每一种中药
,

尤其是种植中药

该存在的
,

也是不可避免的 「 , 。

种内

变异大多表现为有效成分在性质和

含量上的差异
,

优良的栽培技术是

最大限度防止中药品种的退化
,

并

培育出优良的种植品种
,

保持中药

的可持续发展
。

每一种中药均有其

最小的种群面积数
,

小于该面积要

保存其优良的特性和稳定的更新几

乎是不可能的
,

分散的小面积的种

植不利于中药品质的保存和持续发

展
,

只有一定的种群种植面积
,

才有

可能保持稳定的特性
,

营造其适合

自身发展最佳生存环境
,

并选育出

优良的品种 ‘, , 。

集约化的规模种植

有利于 自身优良品种的选育及中药

的可持续发展
,

并营造出其适宜的

生存环境
。

材 是在我国长期的

应用过程中形成的一定地域的优质

产品
,

虽然为医家所公认
,

疗效也

佳 但由于缺乏量的指标
,

给人非常

模糊的感觉
,

也很容易让人产生一

种错觉 即产在某地的中药就是道

地药材或优质药材
。

其实产在同一

地方的中药并不一定都是优质 中

药
,

同一品种不同居群 叩

之间质量差异也很大 ‘, 。

以产地而

定道地药材进行质量评价
,

很容易

以假乱真
,

甚至造成假劣中药充斥

市场
,

不利于现代中药的发展
。

创

建名牌中药材
,

就是要以现代规范

的种植
、

科学的量化指标
,

创建现代

优质中药品牌
,

提高中药的整体形

象
,

做到真正的优质高效
。

名牌的

认证和保护必须有一定的市场基础

和稳定质量指标
、

产量供应
,

否则名

牌就不成其为名牌
。

名牌战略
,

不

仅有利于提高中药的品质
,

促进中

药的发展
,

在行业中起到示范的作

用
,

同时有利于企业市场的开拓
。

但要创建名牌中药
,

传统的分散的

粗放式的种植肯定是不行的
,

只有

集约化的规模经营才有可能创建现

代规范的中药名牌
。

在中药现代化的影响下
,

目前

我国已进行了多种类型的中药生产

基地的探索
,

如
“

公司 农户
”

的重

庆石柱黄莲生产基地
,

上海西红花

生产基地
,

云南三七生产基地
“

市

场 农户
”

的四川三台县麦冬生产

基地
“

企业 农户
”

江西的草珊瑚

生产基地
,

重庆的南川金荞麦生产

基地 “‘。

这些中药现代种植基地的

发展上 总结了很多好的经验和成

就
,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

但是
,

就 目

前的状况来看
,

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

不管是用以上何种方式进行
,

均是

一种松散的结合
,

在某种长程上来

说虽然保证 了企业药材原料的供

应
,

但对于中药材的质量
、

规范化种

植和全面研究很难保证
。

中药的现

代化 首先 是 中药 的规 范化 种植
,

中药规范化种植必须向集

约化
、

科学化
、

现代化的管理和经营

靠拢
,

才能更好地保证中药的质量

和疗效
,

只有发挥企业在现代中药

种植业的主导作用
,

才可能更好地

促进我国中药的发展
,

提高我国中

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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