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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资讯

大资源期待大产业 

        “产地甘肃的当归原材料一斤只卖十几元，而外省生产的当归全归片的价格则高达40元，如果加工成

礼品盒，价格将达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  

        省工信委经济运行处处长何在描述我省中药材产业链现状时，这样评说。  

        我省是全国中药材主产地，每年中药材种植面积在260万亩、产量60万吨、产值40亿元左右，位居全

国前列。纵使如此， 陇药“大资源、小产业”的局面依旧存在，经济总量小、基地标准化水平不高，新

产品研发滞后、缺乏大品种大品牌、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依然存在。  

        如何将这一优势资源转换为富民产业、强势产业？撬开陇药发展之门的钥匙又在哪里？带着这些问

题，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生产规模化发展，地道药材品种优势明显  

        甘肃是全国中药材优势主产区之一，也是国家重要的中药原料生产供应保障基地。全省现有药用资源

品种1527种，其中传统地道品种当归、党参、黄（红）芪、甘草、大黄等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岷县

当归等12个品种获得国家原产地标志认证。  

        岷县已发展各类中药材加工企业124户，形成了以中药材饮片、药片、中药提取物、化妆品及保健食

品为主的产品格局。中药材产业项目的建设实施，延伸了产业链条，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已成为岷县提

升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助推器”。  

        尝到发展中药材产业“甜头”的不止岷县，目前全省有20多个县（区）中药材种植呈现规模化发展态

势，主要分布在定西、陇南及河西部分地区。其中陇西、岷县、渭源、武都、宕昌等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超

过20万亩，漳县、瓜州、民乐等县种植面积达10万亩以上，靖远、景泰、玉门、民勤等7个县区枸杞种植

面积达到35万亩。  

        为了提升陇药产业发展水平，加快推进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近期，有关部门讨论通过了《陇药产业

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发展规划》，《发展规划》明确，到2020年，全省地道药材种植规范化程度普遍提

高，品种结构得到优化，质量标准显著提升，加工能力及产品开发实现新突破。力争建设100万亩标准化

生产基地，集中力量打造4-6个地道药材品牌，把甘肃建成全国一流的现代化中药材产业生产基地。  

        仔细阅读《发展规划》，核心内容是，着力把中药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业内人士指出，壮大

陇药产业，关键是发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种植资源。  

        提高标准化水平，陇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虽然我省中药材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前列，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

在：一是标准化生产水平低，无公害生产技术推广普及率不高，规范化基地发展滞后。二是质量安全隐患

依然存在，农药、化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不合理使用，过量使用硫黄熏蒸，重金属、农残及二氧化硫超

标等导致药材品质下降。三是组织化程度不高，栽培技术沿袭传统耕作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四是产

 



后加工层次低，产地初加工标准缺失，管理滞后。中药材产后初加工量不足总产量的30%，转化增值能力

弱。五是产业链条短，以地道药材为原料的药品、健康产品开发能力弱。六是科技支撑能力较弱，质量标

准、新药研发高级人才和新技术推广专业人员缺乏，难以支撑产业向高层次方向发展。  

        缺乏龙头企业的支撑也成为陇药产业无法快速发展的瓶颈。  

        长期关注陇药产业发展的兰州大学药学院教授罗臻认为，我省大部分中药制药企业的营销资源捉襟见

肘，整体上看，处于“三少”局面，即差异化产品少、钱少、人少，必须集中精力专注于特定品种的开

发。只有通过打造强势品种，才能在整体资源的分配上，创造局部竞争优势。大品种是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的加速器，也是制药企业突破营销资源限制的一把尖刀。  

        改进生产管理模式，让陇药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  

        化解产业发展的难题，陇药产业成长为真正的富民产业，还要走多长的路？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除了提高产量外，陇药产业还需改进中药材生产组织管理形式，支持组建专业合

作社，引导加工企业、种植基地开展农业合作，通过土地流转、租赁、承包等多种方式，采取“公司+科

研机构+专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具有一定种植规模的乡、镇建立以现代企业制度为

核心的中药材产业化公司。  

        质量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应该加强中药材质量标准研究，联合国内外科研机构，加大对当归、党参、

黄（红）芪等地道药材质量标准的研究，通过技术攻关，达到国际质量标准，增强我省中药材在国内外市

场的竞争力。  

        陇药产业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在研究产业规划时也提出，要进一步强化科研开发支撑作用，开展中药材

品种选育等关键环节技术攻关，提高中药材标准化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综合开发利用能力。推动中药材产

业深度开发，大力促进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积极发展高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围绕当归、党参、黄

（红）芪、枸杞等优势药材，开发中药保健食品、药妆等健康产品，提高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  

        下一步，陇药产业将重点发展生物医学工程等五大产业，着力推动技术创新及新产品开发，强化产业

升级技术改造，支持龙头企业做特做优做强。构建现代化仓储物流交易平台，形成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

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预计2013年实现规模以上陇药工业增加值增长30%，使陇药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

业、强势产业。  

信息来源：中国药材GAP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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