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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湘九味”为代表的湖南省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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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湖南省中药材资源自然禀赋优越，但中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本文重点研究湖南 “湘九味”中药材

产业发展的思路与政策措施，从中药材产业链各环节推动部门联动，拟打造９个 “湘九味”品牌药材，培育６０家
中药产业链优势企业，搭建创新、流通、服务三大系列平台，着力构建形成集科研、种植、加工、制造、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中药产业链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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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ＪｉｕＷｅｉ”ｔｏａＨｕｎａ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Ｆｕｌ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ｈａ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Ｈｅｒｂｓ

Ｚ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１，ＣＨＥＮＳｏｎｇ２，ＸＩＡＮＧＢｏ３

［１Ｈｕ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ｎ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Ｈｅｒｂ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１２８，Ｃｈｉｎａ；
２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ｕｎａ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３Ｆｏｏｄ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ｕｎ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ｈｅｒｂ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ｒ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ａｎｄｒｉｃｈ，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ｓｌａｇｇｉｎｇ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ｄｅａ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ｈｅｒｂ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ｐｕｔｓｉｔｓｇｒｅａｔｅｆｆｏｒｔｉ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Ｘｉａｎｇ
Ｊｉｕｗｅｉ”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ｅａ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ｈ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ｈｅｒｂｓ．
Ｎｉｎｅ“ＸｉａｎｇＪｉｕｗｅｉ”ｂｒａｎｄｈｅｒｂｓ，ｓｉｘｔ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ｓｔｒｏ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ｈ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ｒｅｂｅｉｎｇｐｌａｎｎｅｄｔｏｂｅｃ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ｆｏｒｍ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ｃｈａｉ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ａｌｅｓ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ｈｅｒｂｓ；ｆｕｌ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ｈａｉｎ；“ＸｉａｎｇＪｉｕＷｅｉ”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１７．１０．００１

湖南省位于中国长江中游以南、南岭山地以北，

全境东、西、南三面山地环绕，其间丘陵和小盆地

起伏交错。由于这种特殊的地形，造就了优越的野

生中药材资源自然禀赋，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

查试点工作结果显示［１］，湖南省中药资源共计

４１２３种，其中药用植物３６０４种，药用动物４５０种，
药用矿物６９种。但湖南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并未
转化为产业优势，为促进湖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

由湖南省经信委组织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中医药

研究院等组成的专家团队起草、并于２０１４年９月以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８０号文件正式颁布了 《关于加快

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意见》（《意见》）［２］，正式提出培

育 “湘九味”品牌中药材的全产业链发展战略构

思，聘请曾建国等１５位专家组成湖南省中药材产业
专家咨询委员会。在湖南省经信委、科技厅等多个

部门支持下，咨询委员会围绕 《意见》中提出的中

药材产业发展目标，为落实２０１５年４月国务院转发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中药材保护与发展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国办发 ［２０１５］２７号）［３］，起
草并提出重点实施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湘产优质

·５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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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培育、中药材产业链技术创新、中药材农用

产品资源化利用、林药培育、中药材现代流通体系

建设等六大工程为核心的 《湖南省中药材保护和发

展规划（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５年）》（《规划》）［４］，并于
２０１６年６月由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中医药管理
局等 １２部门联合以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办发
〔２０１６〕４５号）文予以发布［５］，为落实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九号）［６］和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中发
〔２０１６〕２３号）［７］，湖南省人民政府还颁布了 《湖南

省中医药发展 “五名”工程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８］和 《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湘政办 ［２０１７］３５号）［９］。

１　科技引领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

为落实 《规划》中的产业链技术创新工程，

２０１６年湖南省科技厅委托专家咨询委员会组织顶层
设计并率先发布了 “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的创新

引导计划，决定５年投入１亿元资助中药材产业创
新发展，并已在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分别落实安排约
２０００万元经费。该计划设６个方向，共１８个任务，
展开全产业链研究，为湖海省中药材产业精准扶贫

和药农持续增收提供重要技术保障。

１１特色中药材种质创新

１１１中药材品质性状与调控技术的研究　随着社
会发展和对野生资源的保护，中药材原料来源将主

要依靠种植，研究品质性状形成的生物学机制，发

掘有育种价值的品质性状基因，用多组学现代生物

技术挖掘并指导品种选育。

１１２中药材高品质高产量新品种选育　对湖南省
中药材资源分布开展调查和种质的收集、整理与评

价，筛选并建立湘产特色药材种质资源圃，对特异

品质性状的资源进行品种鉴定选育、抗性（抗病、虫

及抗逆）研究，培育 “湘九味”品牌中药材。

１１３中药材生物转化与代谢工程研究　通过组织
培养（包括悬浮培养、器官培养）、新型植物生物反

应器、工程菌构建等生物技术高效获取中药材中的

功效成分和开发发酵中药产品。

１１４特色中药材种苗繁育技术与示范　为确保中
药材生产所需的优良种苗，开展种子直播育苗、扦

插或分株等无性繁殖育苗、组培快繁等中药材种苗

繁育技术研究，建设优良种子种苗繁育基地，推动

湘产中药材种业的良种品质化、繁育标准化、种植

规范化。

１２优质中药材栽培技术研究与种植推广

１２１特色中药材克服连作障碍关键技术研究　连
作障碍成为制约百合、玉竹等湘产中药材发展的重

要因素，开展引起连作障碍的因素研究，形成克服

连作障碍的关键技术，通过合理轮作（不同品种轮

作、水旱轮作、耕休轮作）、土壤有益生物群落恢复

等方法，建立解决连作障碍的方案和措施。

１２２花果药材营养及生殖生长调控技术　以枳壳、
吴茱萸、山银花等药材为对象，运用理想株型的修

剪技术手段，达到控制营养生长、促进生殖生长来

提高产量的目的，建立不同类型花果类药材（木本、

灌木、藤本、草本）规范化种植技术规程（ＳＯＰ）。
１２３农业投入品用中药材的标准制订与规范化种
植示范、推广　选择湖南省适宜的用于畜牧的兽医
用药材，建立畜牧兽医用药材标准。积极发掘高蛋

白的饲用植物（草）资源，建设饲用植物与兽医用药

材规范化种植推广基地。培育和开发兼具观赏和药

用价值的中药材品种，开发居室园艺中药材产品，

培育中药材应用于现代生态、休闲、景观、药膳、

养生旅游等新业态。

１２４特色中药材规范化种植与推广　开展湖南省
特色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关键技术研究，包括环境选

择、种植密度、耕作施肥、灌溉与排水、病虫草害

防治等各生产环节，制订规范化种植标准操作规程，

开展适宜中药材品种和种植基地的规划布局，提倡

“一县一品”的特色药材打造。开展湘产珍稀濒危

药材及其野生变家种技术研究，推广林下或林间药

材种植的林、药结合模式，实现植被保护和农民增

收有机结合，生态和产业并重。

１３中药材采收及产地初加工、提取物、中药饮片
生产质量提高研究

　　中药材生产在田间属于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干燥
后成为可流通的商品药材，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往往被

忽略，实际上它是中药材品质、溯源、形成 “集散

地”的重要保障，集约化和工业化的产地初加工应该

引起中药材产业的高度关注。提取物和中药饮片虽然

是中药材的加工产品，但仍属于中药原料范畴，因此

保证原料质量就是保障中药大健康产品品质。

１３１采收及产地初加工、仓储技术研究　开展最
·６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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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采收期和基于鲜药材的产地初加工技术研究，提

倡基于鲜药材的产地质量评价和适宜品种的鲜药材

提取工艺开发；开展贮存方法和仓储技术研究，减

少存贮与物流环节对中药材品质的影响。

１３２中药饮片炮制技术及标准研究　合规性开展
产地趁鲜切片加工生产一体化研究与示范基地建设，

建立中药饮片的分级标准和制定中药配方颗粒的生

产工艺与质量标准。

１３３植物提取物产品标准体系构建与推广应用　
针对国际市场和日渐成熟的国内健康产品原料需求，

建立原药材与提取物产品 “二个标准”和采收与初

加工、提取工艺及检验过程的 “三个规程”，构建

“二个标准三个规程”的标准化生产体系。指导包

括农业部 《饲料原料目录》中１１５种饲用植物等提
取物的生产及标准化体系建设。

１３４中药材生产与初加工及中药饮片生产的装备
开发　为提高劳动效率和减少劳动强度，结合中药
材有效成分的化学特性，开发满足南方山区使用的

可移动式小型中药材耕作与采收机械、产地干燥设

备和自动化炮制生产线，及针对南方温湿天气的药

材仓储技术和设施。

１４大健康产品创制与示范

１４１功能成分发现及有效组分提制工艺研究与成
药性评价　立足湘产特色中药资源，筛选并挖掘新
的活性成分（群），优化活性成分提制工艺，并进行

成药性评价，为资源深度开发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１４２中成药、保健食品等大健康产品的开发与示
范　以百合、枳壳、龙脑樟、茯苓、白及、艾、山
银花、黄花菜、博落回等湘产特色中药资源为载体，

围绕大健康产品开展候选药物、新药、食品与保健

食品、化妆品、日用品和环境消毒剂、中兽药等大

健康产品的研发；同时选择湖南省优势中成药品种，

强化二次开发，培育大品种。

１４３植物源饲用抗生素替代技术及产品开发　重
点开展 “整肠、抗炎、促生长”的饲用抗生素替代

技术研究。探索调节肠道微生物和抗炎的作用机制，

阐明植物功能成分肠道微生物宿主机体抗病及抗炎
三者之间的关联作用机理。重点开发中兽药药物饲

料添加剂和饲用植物（粉及提取物）为主要载体的预

混合核心料，支撑绿色养殖并培育中药材新的需求

市场。

１５中药材物联网与市场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１５１湖南省中药材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构建　构

建中药材全产业链综合信息，通过大数据支撑管

理服务平台，包括能够采集、发布和展示湖南省

中药材资源分布、种植品种、种植规模与产量、

市场与技术需求、种植从业人员（含精准扶贫户）

的动态信息；开发中药材种植技术 ＡＰＰ指导系
统；研究并发展基于大数据的中药材种植计划与

市场需求匹配撮合，整合金融征信工具，提升供

给侧信息的获取能力；构建湖南省中药材全产业

链动态信息资源库，达到为产业预警和提供政府

部门制定产业扶持政策（含精准扶贫）的信息支撑

能力。

１５２湖南省中药材质量检测及产地溯源平台　结
合湖南省中药材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相关信息资源，

联合专业检验机构，在湖南省重要中药材市场建设

第三方中药材质量检测与质量信息和产地溯源平台，

建立电子化产地编码和溯源码编码体系。

１５３特色中药材全产业链研究开发与示范　选择
５～１０个重要湘产特色中药材品种，分项支持单味
药材就种质创新、栽培技术、中药饮片或提取物、

大健康衍生产品的全产业链开发，着力培育 “湘九

味”品牌药材。

２　以中药材为核心推进 “中药产业链”

为落实 《规划》中 “湘产优质中药材培育工

程”，湖南省经信委等８个部门制定了湖南省中药材
种植基地示范县认定办法，首批已认定隆回、邵东、

龙山、安仁、桂阳、新化、洪江、慈利８个基地县；
并建议成立县级中药材产业领导小组，加强集约化、

工业化中药材产地初加工从而推动一县一品，打造

标志性中药材集散地。更重要的举措是通过开发生

产大健康产品来培育和扩大种植药材的市场空间，

从而解决 “种什么、卖给谁”的问题。因此，围

绕中药产业链共性问题，以中药材为核心优化产业

要素配置，培育优势企业及产品，湖南省经信委组

织专家反复讨论拟推进实施 “９６３”工程（即打造
９个 “湘九味”品牌药材，培育 ６０家中药产业链
优势企业，搭建创新、流通、服务三大系列平

台），着力构建形成集科研、种植、加工、制造、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中药产业链产业体系，落实

《规划》，实现 “１１１”，目标即产业链规模达到
１０００亿元，实现规模化、品质化中药材种植基地
１００万亩（１亩 ＝６６６６７ｍ２），产业链综合实力跻
身全国十强（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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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湖南省中药产业链推进图

３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在湖南省科技厅关心下，批准成立了由湖南农

业大学牵头，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省中药研究院、

湖南农业科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千金药业、

汉森制药、九芝堂、紫光古汉、廉桥中药材市场等

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参与的湖南省中药材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简称 “联盟”）；２０１７年５月在湖
南省经信委的支持下，由湖南省民政厅在 “联盟”

的基础上批准成立了湖南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现已

有超过５００个会员单位，预计全省会员达万人。就
湖南省中药材产业（联盟）协会秘书处的建设，湖南

农业大学专门在国家中药材生产（湖南）技术中心标

本园基地提供办公场所，开发了 “湘九味”微信公

众号和网站。协会秘书长单位由启迪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与原华为精英团队投资组建的湖南湘九味中药

材开发有限公司担任， “湘九味”公司积极构建湖

南省中药材技术信息、种植信息、市场信息等的服

务平台，为实现平台造血功能，后期将进行市场交

易平台构建。积极组织社会资本参与基地县的中药

材初加工园区的建设，目的是培育形成湘产标志性

药材的集散地。湖南省中药材产业（联盟）协会积极

推动县一级中药材产业协会的成立工作，先后在新

化、慈利、龙山、桂阳、安化等１０个县市成立协会，
预计在２０１８年底超过５０个县成立县级协会，将为摸
清湖南省中药材产业家底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

在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研究

专业委员会的支持下，在湖南设立了 “湘九味中药

材论坛”，为湖南省中药材产业与全国同行交流提供

了一个互动的平台，现已成功举办了三次 “湘九味

中药材论坛”，每届论坛推出 ２个湘产中药材为主
题，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湖南省中药材产业（联盟）

协会联姻 《潇湘晨报》在一年时间内报道 ５０期
“湘九味”培育品种，已报道１０多期， 《中国现代
中药》亦将成为 “湘九味”品牌培育的主要技术

平台。

４　 “湘九味”的愿景

“浙八味”、“四大怀药”都是几百年积淀形成

的道地药材品牌。谁是湘九味？我们目的是在湖南

千百年来已经拥有 “湘莲”、玉竹、茯苓等５０多味
大宗中药材基础上，通过１０年的产业链打造、培育
９个为国内公认有影响力的品牌中药材，它既是个
实数（１０年内认定９个）但也是个虚数（形成一批品
质化栽培的湘产药材）。“湘九味”应具备的四大要

（下转第１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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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国家地理等标志认定；单味药材在全国市场的

占有率优势；历史人文基础或公认的品质优异；湖

南在该资源的现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成果显著。

通过聚焦特色品种培育，期待规模化品质化种植特

色药材，夯实与湖南省中药资源自然禀赋相对应的

中药材产业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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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１０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ｎａｎ．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５ｘｘｇｋ／ｆｚ／
ｚｆｗｊ／ｓｚｆｂｇｔｗｊ／２０１６１０／ｔ２０１６１０３１＿３４０３１３８．ｈｔｍｌ．

［９］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
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７
０４）［２０１７０７０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ｎａｎ．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５ｘｘｇｋ／
ｆｚ／ｚｆｗｊ／ｓｚｆｂｇｔｗｊ／２０１７０７／ｔ２０１７０７０６＿４２９６８６９．ｈｔｍｌ．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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