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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is paper current situatio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advantage and weak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 ndustry in Jiangxi were ana-
lyzed . It pointed out some detail measures such as development stratagemorientation, rational producing distributio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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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中药材产业现状

江西省中药资源比较丰富, 该省中药资源达2 061 种, 其

中药用植物1 901 种, 药用动物146 种, 药用矿物14 种。属全

国重点调查品种2 061 种, 其中属区域性新资源的有52 种。

据调查 , 植物类药材的年产量高达8 .77 万t 。但是江西中药

材生产的现状与省内丰富的资源不相适应。到目前为止, 该

省中药材种植面积不到2 万hm2 , 产值仅3 亿元。主要药材

生产基地为: ①杜仲、厚朴、黄柏基地。杜仲、厚朴、黄柏通称

“三木”基地, 为了满足“三木”药材的市场需求, 许多山区投

资兴建了“三木”基地, 并带动了一大批农民种“三木”, 包括

在山上营造和农户房屋周围与庭院内栽植。目前江西具一

定规模的“三木”药材达7 333 hm2 , 主要分布在井冈山、万栽、

新干、武宁、分宜、遂川、靖安、宁冈等地。②黄栀子、枳壳基

地。栀子为江西大宗药材品种之一, 成品皮薄、皮红、饱满、

品质优良, 素有“小红栀”的美称, 过去多以野生栀子收购为

主, 随着荒山的减少, 野生资源越来越少,20 世纪60 年代末

定南县进行了小面积老蔸变家种繁殖取得较理想的效果, 之

后20 世纪70 ～80 年代开始大面积的种子育苗繁殖, 目前面

积已达0 .23 万 hm2 。年购量( 包括收购野生栀子) 3 000 ～

5 000 t , 基地主要分布在吉安、宜春、赣州、抚州等地。江西枳

壳是全国重要的生产基地, 主要分布在樟树、新干等地。③

蔓荆子基地。蔓荆子主要在林区近水源的沙质壤土中生长 ,

是滨湖平原、低丘地区重要的药用植物, 主产于南昌、九江 ,

抚州、宜春等地也有少量栽培。过去蔓荆子主要以收购野生

资源为主, 随着低丘、荒滩的开发利用, 野生资源锐减, 致使

市场紧缺,20 世纪70 年代在南昌市的新建县进行野生转家

种试种, 随后又在都昌县、永修县进行人工栽培, 至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江西省蔓荆子种植面积已达1 333 余 hm2 , 产量

100 余t 。④茯苓基地。茯苓是一种兼性腐生真菌, 生长于海

拔200 ～1 000 m 的马尾松或针阔混交林中, 以林松中的纤维

素和木纤维素为主要原料。江西过去药用茯苓主要依靠采

挖野生和向外购进解决,20 世纪60 年代自外省引进茯苓种

后开始人工栽培;20 世纪70 年代通过进行茯苓组织分离, 开

始菌种生产 ; 目前多数山区县、丘陵县均有小规模的栽培基

地, 到20 世纪80 年代末产量已达200 万t 。⑤绞股蓝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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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股蓝是近年来出现保健食品热后被开发利用的 , 由于它富

含人参皂苷、氨基酸、微量元素 , 既有药用价值又是保健食品

的原料, 因此近10 年来, 已引起医药界的广泛关注, 被列为

国家星火计划中待开发的5 种中药材之首。这种山间林下

阴湿处生长的草本植物已从野生转为人工栽培, 目前乐安、

婺源、德兴等地已成为绞股蓝生产基地。

此外, 近年来在江西新干县已建立0 .07 万hm2 的黄姜生

产基地 , 呈现出很好的发展势头。

2  江西发展中药材产业优劣势分析

2 .1 有利条件

2 .1 .1  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为江西发展

中药材产业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江西地处我国东南部, 属

中亚热带地区,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较足、四季分明, 地

形地貌的多样性, 孕育了非常丰富的中药材资源, 加上丰富

的丘陵山区资源和良好的种植条件, 为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创

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2 .1 .2  明显的区位优势和低成本优势。这使江西中药材产

业具备较强的竞争实力。

2 .1 .3  当地现代中药材工业发展较快。这为江西中药材生

产提供了有力保障。目前, 江西中成药品开发具有较强的实

力, 有江中制药厂、江西汇仁制药有限公司等多家全国知名

的中药工业企业。其中, 江中制药厂生产的草珊瑚含片、健

胃消食片, 江西汇仁制药生产的肾宝口服液等都成为全国知

名品牌药, 这些中成药品的开发, 需要大量的太子参、车前子、

草珊瑚、覆盆子、山药、何首乌等药材, 而这些药材大多适宜在

江西种植。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把现代中药作为主攻工业

的一个突破口来抓。江西现代中药工业的发展为江西中药材

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2 .2  制约因素

2 .2 .1 市场波动大。尽管社会对药材的需求量稳定增长,

而且药用植物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 , 但是药材的生产量

和收购量都呈极不稳定态势。当收购价提高时 , 人工栽培

和野生资源采收的就多 , 收购量就猛增; 当供应超过需求

量, 市场价格锐跌 , 甚至积压滞销, 于是人工栽培少了 , 野生

资源采收的也少了 , 致使次年的收购量锐减 ; 当货源供应不

足时 , 收购价又上升, 于是又出现过量生产和市场收购价再

次下跌的现象。如此反复, 使药材市场大起大落。

2 .2 .2 科学经营意识差。一方面表现在对于因地制宜、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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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适树缺乏应有的认识 , 存在盲目引进栽培, 结果往往产量与

质量都得不到生产经营者的要求; 另一方面表现在, 对药用植

物栽培加工的高技术性认识不足, 苗木繁育、田间管理、病虫害

防治以及采收和加工的整套生产技术普及率不高, 从而影响了

药材的产量与质量。

2 .2 .3 资金投入不足。人工栽培药用植物是一种精细作

业的生产 , 需要投入较多的劳力和资金, 但是当前江西药材

生产和经营主体没有足够的资金 , 因此在中药材开发规模

上、档次上显得力不从心。江西中药材生产大多还处在零

星分散的开发状态。

2 .2 .4  信息不灵。江西中药材出口量较少, 还是以国有中药

材企业经营为主, 销售渠道较单一, 中药材生产主体生产规模

开发能力弱, 信息不灵, 往往存在跟风和盲目生产现象。

3  江西中药材产业发展的主要对策

3 .1  明确江西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

3 .1 .1 发展特色药材和地道药材, 培育“名牌”药材。江西

的地道药材有枳壳、车前子、江香薷、蔓荆子、泽泻、广昌白

莲、泰和乌鸡等; 特色药材有草珊瑚、菊三七、夏天无等。今

后5 ～10 年江西可选择一些品种进行重点种植开发 , 形成

规模 , 培育出2～3 个名牌药材, 形成3 .33 万～5 .33 万hm2

地道药材和特色药材生产基地。

3 .1 .2  结合中药产业化开发 , 发展中药材生产。通过对国

内外中药市场情况的调研 , 作出实现中药产业化开发的决

策, 形成药材种植基地、中药材加工的产业化模式。如可实

现黄姜产业化开发 , 首先进行农业开发, 建立黄姜药材生产

基地 , 再建立薯蓣皂素提取厂, 进行工业开发。欧美国家流

行的植物药如七叶树、水飞蓟、黄姜、甘草等可考虑选择作

为产业化开发品种 , 实现基地化生产和规模化开发, 形成中

药生产的产、加、销一体化。

3 .1 .3  结合中药制药企业和外贸出口需要, 发展中药材生

产。规模化的中药材生产基地可作为企业生产的第一车

间, 为企业生产优质中药材。江西江中制药厂生产的“健胃

消食片”产值逾亿 , 需大量的太子参药材, 太子参适宜在江

西山区生长, 曾有较大面积种植 , 价格已由1998 年的25 元/

kg , 涨至50 元/ kg 以上。因此可考虑建立规模化的太子参

生产基地 , 为江中提供优质药材 ,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江西

汇仁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肾宝口服液”, 产值5 亿元以上, 需

大量的车前子、覆盆子、山药、何首乌等药材 , 这些药材可作

为中药材生产基地选择种植的品种。

3 .2  确定科学合理的生产布局  按照一县一业、区域布局

原则, 在今后10 ～20 年内, 将在江西建成5 大中药材生产

基地。

3 .2 .1 赣北鄱阳湖平原中草药区。以武宁、修水县为主,

在丘陵岗地等林业用地内和林中空地发展金银花、辛夷花、

葛根、板蓝根、黄柏、厚朴、杜仲、草珊瑚、银杏等种植 , 建成

1 .33 万hm2 平原区中药基地。

3 .2 .2 赣西北丘陵山地中草药区。以樟树市、分宜县、宜丰

县、奉新县、芦溪县为主, 主要发展黄栀子、桔梗等草本药材和

黄柏、杜仲、厚朴等草木药材种植, 重点发展当地名贵地道药材

辛夷花、黄连等种植, 建成1 .33 万hm2 药材产业基地。

3 .2 .3 赣中丘陵山地中草药区。以井冈山、新干、永丰、安

福等地为主, 该区不仅森林资源丰富 , 而且农民大多有种植

药材的传统。重点发展杜仲、厚朴、三尖杉、红豆杉、肉桂、

黄姜、天麻、竹节人参等品种 , 建成2 万 hm2 的地道药材和

珍贵药材基地 , 其中建立0 .67 万hm2 的黄姜生产基地。

3 .2 .4 赣南山区丘陵中草药区。以安远、安义、寻乌、宁都

为主 , 重点发展杜仲、厚朴、田三七、银杏等药材种植。同

时, 为促进该地区资源发展 , 建立赣州市峰山、崇义天台山、

安远高云山、宁都录华山、全南云峰药材资源保护区, 有计

划地开发中药材资源。

3 .2 .5 赣东北山地丘陵中药材区。该区今后应重点保护

药材自然资源, 保持生态平衡 , 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 实行

封山育林、封山育药、林药间作 , 促进药材产业的发展 , 以葛

根、金银花、银杏等品种为主, 重点在德兴、婺源、浮梁、横峰

等山区县建设中药材生产基地。

3 .3  制定适宜的宏观调控措施

3 .3 .1  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成立中药材开发领导小组,

设立药材产业开发办, 加大政府对药材产业的扶持力度。

3 .3 .2 制定详细的种植发展规划。中药材是一种特殊的

农产品, 不同的中药材品种对生态环境要求不同, 不能盲目

选择药材品种, 必须适应生态环境要求, 科学决策, 做好江

西发展中药材总体目标规划和区域布局规划。

3 .3 .3 制定优惠政策。给予一定的财政资金扶持和减免

税等。充分利用农业开发、老区扶贫、以工代赈、退耕还林

等项目在那些适宜中草药开发的县( 市) 大力扶持中草药产

业的发展。

3 .3 .4 加强信息研究。中药材是特殊商品, 少了是个宝, 多了

是堆草, 产销价格波动大, 应加强信息指导, 避免盲目发展。

3 .3 .5 拓宽销售渠道。要打破药材市场由国有公司垄断

经营的局面 , 建立多方位的销售网络, 或与省内、县内药材

企业挂钩生产药材 , 或与外贸企业挂钩生产出口药材 , 也可

与主要专业市场挂钩, 从而建立稳定、多元的产销渠道。

3 .3 .6 积极引导中药材生产实现高效益。通过产前优良

品种开发、产中种植技术推广和产后加工技术相结合的综

合配套技术推广扩大中药材生产规模 , 降低单位成本 , 增加

总收益 ; 通过间、套作蔬菜、粮食作物 , 提高土地复种指数,

增加耕地的生产效益, 以提高药材开发的综合效益。同时,

应按照GAP 方式组织中草药生产, 以实现江西中草药的标

准化生产 , 开发无公害符合有机农产品标准的中药材产品,

提高江西中草药产品的档次和出口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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