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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蒙古自治区蕴育着丰富的中蒙药资源，但近年来由于野生资源乱采滥挖严重、种植业小农经济和地
缘经济普遍、药材质量控制标准缺失、工业化生产水平不足等诸多问题的出现，使得内蒙古地区中蒙药资源保护及

开发利用存在诸多弊端，合理开发利用受到了很大程度限制。因此，本文通过对全区中蒙药资源现状进行分析，并

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内蒙古地区资源发展存在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旨在为内蒙古地区中蒙药资源保护体系及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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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的北部边疆，经纬度跨

越宽广，地理坐标为东经 ９７°１２′～１２６°０４′，北纬
３７°２４′～５３°２３′。全区地形多样，并以高原型地貌为
主，平均海拔１０００ｍ左右。区域主要以温带大陆性
气候为主，受到不同纬度和地形的影响，呈现出水、

热分布不均衡的鲜明特点，自东北向西南分布着湿

润、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和极端干旱等多样气候

区。热量差异呈现出纬向上的变化，年均气温由大

兴安岭北段的 －５℃以下，到阿拉善高原西部８℃
以上。土壤呈东北西南的地带性分布，分别为黑
土、黑钙土、栗钙土、棕壤土、黑垆土、灰钙土、

风沙土和灰棕漠土等，并以栗钙土为主。植被分布

也具有显著的地带性特点，自东向西分布着山地针

叶林和阔叶林、森林草原带、中温型典型草原带、

中温型荒漠草原带、草原荒漠带和荒漠带。东北部

地区山地针叶林和阔叶林带中蒙药资源多喜湿润、

耐寒性强，西南地区中蒙药资源则具有喜光、耐干

旱、适生性强的特点［１３］。同时，还广泛分布沙地植

被、低湿地植被等非地带性植被。

２　内蒙古自治区中蒙药资源现状

２１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现状

据 《内蒙古植物志》记载，内蒙古自治区有野

生植物２１７６种，分属于１３１科，７２０属。其中，包

括药用植物１１９８种［１］，蒙药药用植物５１１种，可大
规模开发的品种有２００余种。在第四次全国中蒙药
资源普查（试点）过程中，将１１９８种药用植物品种列
入调查范围，将９３种特色中蒙药资源作为重点普查
品种［４］。调查结果发现，野生中蒙药资源种类最丰

富的是大兴安岭、阴山山地和贺兰山地，药用资源

种类有赤芍、桔梗、北沙参、地榆、柴胡、升麻、

五味子、龙胆等；而大宗药材的主产区则主要集中

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广大草原和荒漠地带，如甘草、

黄芪、麻黄、肉苁蓉、锁阳等。

２２栽培利用资源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蒙药资源需求量的快速增长，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蕴藏量锐减，人工栽培逐渐成为

缓解药材需求矛盾的主要途径，导致中蒙药种植规

模不断扩大，栽培药材逐步成为主流商品。据不完

全统计，全区现有中蒙药材种植面积达６６７万余公顷，
种植品种有甘草、麻黄、肉苁蓉、水飞蓟、防风、

黄芩、黄芪、桔梗、五味子、板蓝根、知母、赤芍、

紫苏、苍术、白术、款冬花、牛膝、红花、沙棘、

山沉香、灵芝、山沉香、苦参、棘豆、生地、枸杞

和白鲜皮等４０余种，其中我区大宗药材蒙古黄芪、
水飞蓟、枸杞、赤芍、北沙参、桔梗等种植面积均

达５万亩以上。其中 “牛家营子北沙参”、“牛家营

子桔梗”、“河套枸杞”、“河套肉苁蓉”等药材品种

先后获批为地理标志产品。内蒙古自治区中蒙药资

源种类及分布见表１。

表１　内蒙古自治区中蒙药资源种类及分布
药材产区划分 区域分布 野生中蒙药材品种 种植（养殖）中蒙药材品种

山地地带

大兴安岭北部、大兴安岭

北段东坡、燕山山脉北部、

阴山山地及贺兰山山地

防风、穿山龙、银柴胡、甘草、赤芍、黄芪、黄岑、桔

梗、党参、人参、北沙参、白头翁、龙胆、远志、玉竹、

紫菀、知母、拳参、威仙灵、紫草、山豆根、升麻、秦

艽、篙本、菟丝子、淫羊藿、五味子、柏子仁、香加皮、

麻黄、金莲花、百合等

水飞蓟、防风、黄芩、黄芪、桔梗、

五味子、板蓝根、知母、赤芍、紫

苏、苍术、白术、白鲜皮、返魂草、

柴胡、白芷、鹿茸等

丘陵平原及草

原地带

大兴安岭西部的山前丘陵、

乌兰察布高原、蒙古高原

草原、西辽河平原草原的

区域、燕山北麓丘陵平原

及阴山南部丘陵草原

赤芍、防风、知母、麻黄、黄芩、甘草、远志、龙胆、郁

李仁、蒲黄、桔梗、酸枣仁、苍术、柴胡、秦艽、黄芪、

苦参、车前子、茵陈、蒲公英、穿山龙、益母草、苍耳

子、地榆、沙蒿、锦鸡儿、地肤子、沙棘、蓄、瞿麦、

薄荷、山杏、侧柏叶、马勃、金莲花、红花、枸杞子等

赤芍、防风、知母、麻黄、黄芩、甘

草、桔梗、苍术、柴胡、小秦艽、黄

芪、肋柱花、香青兰、桔梗、北沙

参、牛膝、党参、板蓝根、荆芥、红

花、枸杞子等

荒漠地带
鄂尔多斯高原中西部至阿

拉善的整体区域

肉苁蓉、锁阳、甘草、麻黄、紫草、罗布麻、沙棘、黄

芪等

肉苁蓉、锁阳、甘草、麻黄、紫草、

黄芪、山沉香、沙棘等

３　中蒙药资源保护及利用存在问题

３１野生中蒙药资源破坏严重，保护意识不足

近年来，随着中蒙医治未病能力的不断增强，

健康服务能力的持续发展，国际崇尚天然药物热潮

的兴起，中蒙药作为中蒙医药事业和相关产业发展

的重要物质基础，市场需求量逐年攀升。但出于对

产量和经济效益的急切需求，大量的破坏式采挖已

逐渐成为导致全区野生中蒙药资源锐减、土地荒漠

化的重要因素。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距今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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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余年，如今中蒙药资源分布及蕴藏量等都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已无法为野生资源的保护及开发利用

提供科学合理的信息依据。以麻黄药材为例，据

《中国中药区划》中记载，科尔沁丘陵平原区、乌

兰察布荒漠草原区和鄂尔多斯西部区均为大宗麻黄

药材产区，年收购量麻黄可达５００ｔ左右。但是由于
长期大量、无节制的采挖，导致目前内蒙古野生麻

黄草面积、产量和质量均严重下降，同五十年代相

比，产草面积和亩产量均下降了近５０％。原料的缺
失导致区内麻黄素生产车间开工率只有 ３０％。另
外，“斩草除根”的采收方式，也严重破坏了生境

的草原植被［５６］。

野生药材资源的衰减已经成为目前各区域的普

遍问题，过去的蒙古黄芪、甘草、赤芍等野生资源

面积均已大幅缩减。目前，全区野生中蒙药资源保

护主要通过珍稀濒危物种立法保护和保护区建立等

方式开展，发布 《内蒙古重点保护草原野生植物名

录》，加强对１３１种中蒙药资源保护。另外，内蒙古
地区建立８９个国家和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９６个市
县级保护区，保护区的建立对野生中蒙药资源保护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一些保护区中重视不足、管

理不善、监管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自然保护区内

违法违规开发问题仍然多见，资源保护意识及立法

督查有待进一步加强［４］。

３２人工栽培盲目性强，缺乏科学引导

中蒙药材种植作为缓解野生资源压力的主要方

式，也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改革突破和富民富乡

的重要手段，特色药材种植在内蒙古自治区得到了

越来越深远与广泛的认识和政策支持。但目前中蒙

药材种植推广存在以小农户的分散种植为主，种植

面积小、科技含量低、基础设施薄弱、地域边缘化

严重、引种随意性强、投入品施用规范性差、育种

和种植技术的不成熟等问题，导致的中蒙药材品质

和产量逐年下降、重金属及农药残留量超标、土壤

微环境恶化，这些问题正在成为限制我区药材种植

规范化、产业化的主要矛盾。另外，由于良种选育

的基础研究不足和种子市场缺乏规范管理，导致种

质来源混乱、质量不稳定、优质性状缺失也是影响

中蒙药材种植质量的限制性因素［７８］。此外，由于中

蒙药材多为多年生药用植物，缺乏对市场流通量、

储备量及价格信息的正确认识和分析，盲目扩建种

植基地规模，造成的中蒙药市场供大于求现象，将

严重损害药农的经济利益和种植信心。以道地药材

蒙古黄芪种植为例，据统计，２０１６年全区蒙古黄芪
种植面积已有６６６６７公顷以上，主要集中在武川
县、固阳县、土右旗等地，但随价格波动，药农种

植范围变动较大。老产区的重茬栽培导致蒙古黄芪

根腐病日益严重，种植技术和采收加工水平良莠不

齐，严重影响了蒙古黄芪的产量和质量，因此，当

务之急是进行科学的种植引导和生产适宜技术的推

广，以促进当前产业的持续良好发展［９］。

３３中蒙药质量控制技术及相关标准欠缺

质量是中蒙药产业化发展的生命线，但由于中

蒙药材来源复杂、成分多样，中蒙药质量控制的基

础研究欠缺，相关标准的不完善，极大地限制了中

蒙药产业的发展。目前，虽然药材种植产量得到了

有效提升，但人工繁育品与野生品的品质比较研究

仍处于初步阶段，两者间的差异性与等同性仍有待

商榷。另外，当前对药材、饮片质量控制的质量标

准水平仍相对较低，药材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与市

场流通及临床使用的需求脱节。因此，如何将现代

化分析技术与临床及实际用药经验相结合，制定既

可指导生产实践，又可满足中蒙药制剂疗效的质量

检测方法，保障药材质量安全成为中蒙药现代化发

展的重点［１０］。除此之外，蒙药材及复方制剂标准缺

失，也是限制中蒙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据调查，

《内蒙古蒙药材标准》（１９８６年版）、部颁蒙药（１９９８年
版）仍是当前重要的蒙医药参照标准。其中，《内蒙

古蒙药材标准》收载蒙药材３２２个，部颁蒙药收载
蒙药材５７个、蒙成药１４５个，但随着蒙医药事业发
展的日益更新，目前的蒙药药材标准已远不能适应

新形式的需求。由于地区用药差异所导致的同名异

物和同物异名的混乱现象也十分普遍，如 “巴沙

嘎”类蒙药，在不同地区分别选用闹羊花、瞿麦、

齿叶草、婆婆纳等多基原药用资源入药，极大的干

扰了临床正常用药。当前，我区中蒙药质量控制技

术的基础性研究有待加强，新技术、新方法应用需

不断提升，适宜性技术和标准应进一步修订和建立，

以不断推进我区中蒙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１１］。

３４中蒙药工业生产水平有待提升

随着 “十五”期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将生物

医药列为自治区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并将蒙

药列为重点支持领域，中蒙药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取得了一定成绩，蒙药的市场份额不断

·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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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目前已拥有３００余种蒙药制剂品种，１１种蒙
药剂型，并创造出 “红城”、“丹神”等特色蒙药品

牌。尽管如此，中蒙药产业发展仍有许多现存问题，

例如：中蒙药生产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部分

企业生产方式落后，极大地削弱了企业在国内和国

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且蒙药流通主要集中于蒙古族

人民，据孙畅教授调查，全国７３％的汉族人民并不
经常接触蒙药，另有２５％的人完全不接触蒙药，消
费者对蒙药疗效机理认识的缺乏，致使蒙药流通量

和需求量减少。虽然，蒙医药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和悠久的历史传承，但现今对传统医药的继承和现

代医药理论的创新开发仍显不足，关键技术自给率

低，自主知识产权缺乏，无法为产业生产提供有效

技术支撑。全区除医药工业之外，虽然还有一些特

色资源以礼品、食品和化妆品形式输出，但基本处

于小规模、单一品种的发展状态。特色蒙药资源也

是以原料药输出为主，经济附加值低，阻滞了中蒙

药产业体系的整体发展水平［１２１４］。

３５人才缺失阻碍中蒙药事业前行

人才是中蒙药资源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的决定因

素，人才匮乏一直是困扰中蒙药健康发展的重要问

题，由于中蒙药的复杂性，需要大量既具有中药学

蒙药学专业知识、传统理论，又熟悉化学、农业、

信息、管理等相关学科，能开展研制的专业技术人

才。然而当前中药学蒙药学专业建设过程中知识结

构凌乱、实践适应能力差、人才培养定位不明等问

题十分显著［１５１６］。由于种植、加工、质量检测等相

关科技人员的缺乏，使得中蒙药材在农业、工业生

产中基础性研究相对薄弱，导致中蒙药材种植适宜

技术、采收加工及质量控制标准等方面的研究严重

缺失，无法为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提供合理、科学

的技术指导。再加上全区从事中蒙药栽培的科研单

位和中蒙药质量检测平台不多，相关专业人员更是

寥寥无几，而针对基地建设所需的中蒙药大田栽培

技术人员更是奇缺。目前，内蒙古自治区中蒙药药

材种植还是以农户为主，以传统种植观念进行种植，

种植方法不科学，过程不规范，对种质繁殖材料的

鉴定和田间管理等无章可循，对中蒙药生物学特性、

病虫害防治技术、栽培技术等方面都不了解，出现

为了经济利益而随意缩短生长年限、提前采收、滥

用化肥与农药等现象，在药材采收加工过程中出现

由于药材贮存不当导致的有效成分流失，水分、灰

分超标以及二次污染等问题。除此之外，在中蒙医

药工业生产中，由于科研人员、经费投入不足，所

导致的产业生产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均较低，产业

竞争力缺失，也严重妨碍了中蒙药产业的发展。

４　中蒙药资源保护及利用对策分析

４１加强中蒙药资源保护工程建设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 “开展中药民族药资源普

查”的相应政策，建立健全内蒙古自治区中蒙药资

源保护工程，分别于呼伦贝尔、赤峰、通辽、呼和

浩特、包头、阿拉善等１１个盟（市）的３４个旗（县）
展开中蒙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对中蒙药资源种类、

分布、蕴藏量、传统知识、栽培现状、收购量等信

息展开调查。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普查试点工作已进入
全面验收阶段，并为逐步推进全方面、多层次的中

蒙药资源普查工作奠定了经验基础和队伍基础［１７１８］。

自２０１４年起，建立了现代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
技术服务中心乌拉特前旗站及喀喇沁旗站，开展中

药材产地、市场、集散地调查，加强产地适宜技术

指导，并辅助建立全国范围的信息动态监测系统。

中蒙药资源基本情况，为中蒙药资源科学管理提供

了依据，支撑建立适时、适度的保护体系，并为中

蒙药资源库、信息数据库等建设提供了工作基

础［１９］。依照 《内蒙古自治区蒙药材中药材保护和发

展实施方案》发展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内蒙古自
治区中蒙药材资源保护与监测体系基本建立，资源

监测站点和技术信息服务网络覆盖８０％以上的旗县
级中蒙药材产区。同时，结合种质资源库、种质保

存圃、药用标本库及药用动植物园等开展更广泛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科普宣传，增强公众的资源保护

意识也作为中蒙药资源保护的重要建设内容。

４２探索中蒙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实现大宗药材的产业化、规范化、规模化、产

品化道路，是现代中蒙药种植生产的必由之路。针

对解决我区小农经济和地缘经济所导致的诸多问题，

应加强科研机构及高校同企业的合作，以科学理论

促生产实践，以创新思路谋共同发展，实现 “产学
研”的综合能力提升。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实现规范

引导和优化布局能力，从道地药材品质出发，综合

利用各种区划方法，实现对区域中蒙药材产量、品

质和适应性区划的指导水平提升，最终形成综合性

的生产区划建设蓝图。通过鼓励大中型生产企业、

·８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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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和中蒙药材协会等组织机构，

以土地承包和合租等方式，积极由分散生产向规模

化的生产模式改良［２０２１］。

建立以生态农业为种植产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

路，开发符合我区生产实际的生态农业模式，如

“黄芪土豆畜产品”的生态模式中，将道地药材与
农牧产品生产有机集合，采用黄芪和土豆轮作，并

将豆科植物黄芪的地上部分作为牛羊饲料的方式，

在实现了氮素高效利用和作物高产的同时，还延长

了食物链长度，提高了生物能的利用率。同时，在

内蒙古自治区森林区所实行的林下经济和荒漠区的

沙产业作为满足自然生态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和国

家政策导向的生态生产模式，值得在相似区域推广

并争取更多创新模式的开拓发展。另外，我区具有

广泛的植物源农药资源，利用产地资源优势开发植

物源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增加多来源、多

剂型探索，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化学农药及生长调节

剂使用，推广兼具营养、改良土壤、防虫抑菌为一

体的生态环保型药肥，在保障药材安全和生态环境

的同时，也将迎来植物源农药的发展契机。

构建中蒙药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将围绕中蒙

药农业的多功能开发及产业价值链的伸长结合发展，

有效实现产业组织的专业化和社会化，产业要素的

高级化和集约化，产业体系的一体化和网络化，产

业功能的多元化和复合化，产业利益分配的市场化

和契约化。内蒙古自治区中蒙药的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探索，当以中蒙药的优势特色为积淀，加强社会

分工和多产业合作，开发文化旅游、生态保护等多

元化功能，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现代农业科技

为支撑的产业体系［２２］。

４３加强中蒙药基础研究，建立现代化质量控制
体系

　　中蒙药质量从单一的性状、鉴别、检查、含量
等方面的控制方法，已逐渐演替成涵盖感官评价、

化学评价和生物评价等多元化模式的现代化质量控

制方法。除了显微鉴别、理化鉴别和色谱鉴别手段，

更引入基于中蒙药指纹图谱、代谢组学、一测多评

等技术体系的质量控制思路，中蒙药质量控制逐步

由单一化指标成分的含量测定向 “中蒙药质量药
效”、“中蒙药组分药效质量”等多元化评价模式
转变［２３］。

除了质量控制水平的提高，中蒙药产业引入第

三方检测，也将极大程度的规范药材、饮片及制剂

产品的质量监管问题，解决在种植、流通各环节中

的以次充好、掺杂使假的现象。通过第三方检测机

构的建立，将不断规范中蒙药药材产业标准，提高

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为中蒙药的现

代化和国际化铺就道路［２４］。

建立质量追溯体系，支持第三方追溯平台建设，

进一步保障中蒙药质量的安全性，实现中蒙药来源

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达成中蒙药药材从产

地到消费终端的全过程追踪和监管。并逐步发展为

７ｓ道地保真体系，可以通过扫描产品二维码，了解
产品的功效、产地、加工、包装、仓储等系列信息，

建立可追溯、可分析的物联体系［２５２６］。

４４构建 “大中蒙药”的特色产业集群

大中蒙药产业是以中蒙药农业为基础，中蒙药

工业为主体，中蒙医药健康服务业为导向，中蒙药

商业为枢纽，中蒙药知识产业为动力的现代产业体

系。中蒙药农业以大宗药材繁育、种植、产地加工

和稀缺濒危药材野生抚育、人工驯化为主要内容。

中蒙药工业以饮片炮制加工、成药制剂生产、保健

品生产为主要内容，还包括中蒙药提取物、辅料、

制药机械及包装包材等相关产业。中蒙医药健康服

务业主要涵盖中蒙医药预防保健、中蒙医药健康养

生、中蒙医药旅游及其他健康产业和服务，中蒙医

药健康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有利于推广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 “治未病”的健康理念，发挥中蒙医药特

色优势，探索建立中蒙医药文化产业及旅游业。中

蒙药商业以饮片、药材、成药、保健品的市场供应

为主要内容，及其相关的仓储、运输、服务业等。

中蒙药知识产业主要包括教育、科研、信息、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等重要内容，是实现新产品、新工

艺、新技术、新设备研究开发及生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蒙药产业集群的建立将加强技术创新和共享

力度，减少经营成本，提高整体运作效率，有效增

加产品竞争力，增进产业的盈利能力。通过集约化

的经营模式，我区将形成具有自主设计、开发、生

产能力和知识产权的簇群，打造推动经济增长和社

会发展的重要产业集群［２７２９］。

４５培养多层次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加强对相关行业优秀外籍专家的引进，牢牢把

握外国专家在中蒙药材生产、经营管理、市场渠道

和国际化视野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以提升我区中蒙

·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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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为全面建设内蒙古中蒙医药

发展提供海外人才引领和智力支撑。加强国内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搭建 “产学研”交流
平台。加强基层中蒙药材生产流通从业人员培训，

提升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充分发挥我区高校、科

研院所的作用，培养中蒙药材资源保护、种植养殖、

加工、检验等技术和信息服务人才。引进产业创新

型领军人才、复合型人才、应用型技术人才，加强

中蒙药材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建立一支具有

扎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实验和实践技能、专业化

思维和方法的人才队伍［１５］。针对种植基地的基层人

员，应当定期的开展短学制中药材种植加工等相关

培训，针对无学历人员开展实践性的非学历职业技

术培训，不断的培养和发展更多高水平、高素质、

高能力的综合性人才。

５　讨论

中蒙药资源保护和发展具有深刻的传承意义和

现代化创新特点。保护、开发及利用三者环环相扣，

互为凭仗。虽然当前各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

在全区政策的支持下，依靠科技力量、产业支撑、

法律保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中蒙药生物多

样性保护，合理开发及可持续利用，建立中蒙药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达成中蒙药产业集约化发展，使

中蒙药产业成为保障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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