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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矿物药资源是中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中医药临床中疗效确切，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但由
于矿物药相对植物药的使用量与产业规模不大，长期以来对矿物药的基础研究较少，有关矿物药资源调查与评估的

研究尚无统一的技术标准。本研究在江苏省矿物药资源调查实践的基础上，对药用矿物资源调查目标、任务、调查

方法、技术要点等进行整理，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我国药用矿物资源调查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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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药用矿物资源的研究与利用已有数千年的记

载，是中华民族先辈经过无数次尝试、观察而积累

的医疗实践和经验总结。这些源于自然的矿产资源

药物，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具有祛腐生肌、消肿

解毒、化痰止咳、收湿止痒、平肝息风、安神补益、

解毒杀虫、散瘀止痛、收敛止血、续筋接骨等多种

功效［１２］，其数量虽少，在临床广泛应用于内、外、

妇、儿、五官各科，历经千年实践，迄今仍极具特

色，临床疗效显著［３］。

自２０１１年８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中药
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以来，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第四次
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已覆盖２８５０个县级单元。随
着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的正式启动，为进一步丰富

中药资源调查的种类构成和数量，２０１８年初，江苏省
率先开展了区域矿物药资源调查的探索。同年，由内

蒙古民族大学牵头组织申请了 “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

普查矿物药资源普查项目”，并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在
内蒙古奈曼旗召开了专家论证会。本研究基于江苏省

矿物药资源调查专项的实践经验，结合 “全国第四次

中药资源普查矿物药资源普查项目”的相关要求，针

对我国矿物药资源调查目标、任务、调查方法、技术

要点等提出相关建议，为摸清我国矿物药资源家底提

供有益参考。

１　矿物药资源调查的准备工作

矿物药资源属于矿产资源中可供药用的部分，

也是中药资源重要组成部分，顺利获得矿物药资源

相关本底信息，对全面完成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

查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１明确目标任务及要求

围绕矿物药资源调查的工作，主要应实现下列

目标：１）调查掌握我国矿物药种类、分布、用途、
蕴藏量等基本情况；２）调查掌握我国矿物药使用历
史、传统知识、应用现状、炮制加工等基本情况；

３）调查掌握我国代表性少数民族地区矿物药使用等
基本情况。通过本次地调查，收集我国主要矿物药

（含原矿）样品，建成矿物药标本馆，并提出我国矿

物药资源的管理及开发利用建议。

１２统一规范矿物药资源调查要求与数据库

要想高质量完成矿物药资源调查，应在前期调

查基础上，结合区域特点完成整体调查方案设计。

需按照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技术规范，结合药

用矿物资源特点，规范工作流程和技术要求，提前

确定调查标准，并构建好与现有第四次全国中药资

源普查数据库相兼容的矿物药数据库［４］。

１３组织协调好技术力量

因中药资源领域技术人员的地质学相关（矿物

学、岩石学、矿床地质学等）知识背景普遍薄弱，因

此，在组织队伍时，要特别重视这方面技术力量的

补充。可在省级中药资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协调

下，和省级自然资源厅及地质学会、地质勘探队、

综合性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矿产资源博物馆等单位

进行对接，尽可能吸收地矿领域专家参与矿物药资

源调查研究。

２　区域矿物药资源调查工作实践

本团队在前期开展的江苏省矿物药资源调查实

践基础上，对区域药用矿物资源调查的工作流程加

以整理，为兄弟省区开展同类研究提供借鉴，也为

完善形成全国药用矿物资源调查技术规划提供参考。

２１基于文献整理区域药用矿产资源信息

在系统文献收集的基础上，汇总整理得出区域

药用矿产分布的情况，包括品种数、重点品种数、

分布区域等信息。开展江苏省矿物药资源调查过程

中，团队首先整理出全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时江

苏省２３种矿物药的分布情况；其次，对建国以来出
版的１８部有关矿物药专著进行整理，梳理了专著中
记载分布于江苏省的矿物药资源共９７种；第三，通
过对 《中药大辞典》 《中华本草》等权威综合性工

具书进行检索发现，《中药大辞典》［５］中记载分布于

江苏省的矿物药有 １４种，占收载矿物药总数的
１５２％，《中华本草》［６］中记载分布于江苏省的矿物
药有３３种，占收载矿物药总数２８９％。另外，对已
发表学术论文、专著、调查报告、地方志中记载矿

物药资源种类进行统计，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江
苏省地矿局区调队对江苏药用矿产资源情况进行了

分析，涉及近 ５０种药用矿产资源在江苏地区的分
布［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江苏省地质矿产厅对
江苏药用矿物资源进行调查［８］，并对石膏、石英、

方解石、云母等优势药用矿物资源进行了专项调查。

２２走访调研获得药用矿产资源分布及生产现状资料

一方面，从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等公开信息中，

获取最新的江苏省矿产资源储量统计表、江苏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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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勘查年报、江苏省矿产资源年报等资料，对目前

江苏药用矿产资源分布及资源储量情况进行总结分

析，得出有蕴藏量数据的江苏药用矿产资源品种数

近７０种［９］。

另一方面，通过对区域地矿学会、拥有地质专

业的高校科研院所、中药材专业市场中药用矿石专

营店、省内大型三甲中医院、长期从事矿物药生产、

鉴定、使用的老药工、老药农及民间医生的走访，

获取矿物药使用、销售、生产的路径信息。

２３实地调研重点矿区、生产企业并采集样品
在前期文献调研及主管部门、科研院所、药材

市场、医疗单位等调研的基础上，获得重点药用矿

物的产地信息、相关矿区联系方式等，可为后续开

展区域重点药用矿物品种及矿区、生产企业实地调

研提供帮助和便利条件。通过对省内芒硝、金礞石、

石盐、石灰岩、凹凸棒石粘土、膨润土等药用矿物

资源进行实地调研，查实相关药用矿物资源品种，

对相关药用矿物资源的开采、封存、储量、综合利

用等情况进行汇总整理，并按要求采集相关实物

标本。

２４完成药用矿物资源的分析评价并撰写调查报告
采用文献整理、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完成

区域矿物药资源的外业调查，以可公开的重点药用

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和潜力评价成果为基础，结合

最新储量管理信息，评估相关重点品种的储量。同

时，开展对重点药用矿产资源质量评价，分析其质

量特征，评估其开发利用前景，通过总结不同时期

区域药用矿物资源种类分布概况，基本梳理出本区

域药用矿产资源分布、生产时空变化情况，并完成

区域药用资源调查报告，为后续制定全国及区域药

用矿产资源发展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资料。

３　矿物药资源调查的技术要点

３１矿物药专著的收集整理

多数中药资源工作者的地质学、矿物学知识较

为薄弱，因此，在开始正式调查前，需对先对前人

有关矿物资源相关专著进行学习，如矿产资源基本

概念、性状鉴定、资源分布及分析评价等内容，这

也是开展矿物药资源调查的必备基础。建议有条件

的单位配备矿石标本或矿石图鉴工具书，用于人员

培训和研究参考。本团队在前期从事矿物药研究的

基础上，收集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版的

有关矿物药专著共约１８部，可用于整理不同时期各
区域矿物药品种分布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矿物药专著
序号 专著名称 主编　　 出版社 出版年份 收载矿物药数

１ 《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 王嘉荫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５７ １３１

２ 《矿物药与丹药》 刘友睴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６２ ６７

３ 《中兽医矿物药与方例》 戚厚善等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７９ ７１

４ 《矿物药浅说》 李涣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１ ７０

５ 《中国矿物药》 李鸿超 地质出版社 １９８８ ５４

６ 《矿物药》 刘玉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１０１

７ 《中国矿物药研究》 孙静均、李舜贤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９ ７５

８ 《中药矿物药图鉴》 杨松年 上海科学院上海自然博物馆 １９９０ ９７

９ 《中国矿物志》 秦淑英等 地质出版社 １９９２ ２６

１０ 《矿物本草》 郭兰忠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１０８

１１ 《矿物药的沿革与演变》 王水朝、吴焕才 青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６２

１２ 《矿产本草》 王敏 中国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８６

１３ 《矿物药》 张保国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４８

１４ 《本草古籍矿物药应用考》 滕佳林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９０

１５ 《中国矿物药集纂》 尚元藕、尚元胜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６０２

１６ 《矿物药及其应用》 高天爱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１１０

１７ 《矿物药检测技术与质量控制》 林瑞超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２１

１８ 《矿物药真伪图鉴及应用》 高天爱、马金安、刘如良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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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地质资源信息的收集整理

十八大以来，自然资源部快速推动地质资料的

信息化管理和社会化服务，其网站可免费下载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的年度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各省

自然资源厅网站也可查阅区域地址勘查年报、矿产

资源年报及部分矿产资源储量统计表。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研发的 “地质云 １０”于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正式发布并上线服务，实现了国家层面
十大类７５个地质调查数据库、八大类２３８２个地学
信息产品，以及部分软件系统和信息化基础资源的

互联互通与共享，并向社会提供 “一站式”查询、

浏览、下载服务，目前已更新到 “地质云２０”版
本。该网站可供利用的内容十分丰富，有部分重要

矿产资源分布、储量、丰度、开发利用程度等的本

底资料也已经获批，可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申请获取。

全国地质资料馆可提供电子借阅服务，近期新

增２６４份地质资料，涉及到湖南、内蒙古、青海、
湖北、贵州、陕西、山西、四川、新疆等地区诸多

矿种的调查报告、资源综合利用报告等，目前资料

还在不断丰富。

矿物种信息网可提供６７种药用矿物在全国的分
布信息及分布图，以及各品种产地、化学式、药物

名称、成因类型、药材特征、性味功效等信息，为

我们便捷掌握药用矿物资源资料提供了十分便利的

条件。

３３调查及取样要求

３３１记录标准　矿物药不同于植物药和动物药基
原清晰，其品种数量与分类方法密切相关，矿物药

的品种和分类记述标准亟待规范。矿物药应首先确

定品种的组成、范围，再研究如何分类，如主含卤

化物类的石盐族有大青盐、珍珠盐、光明盐、黑盐、

白盐等，必须通过深入比较，对照标本，明确统一

规范的正品。

３３２取样标准　为保障调查结果的一致性，在开
展药用矿物资源调查时，其标准和规范应注意一致。

对于野外原矿样品采集，可由熟悉工区地质情况的

地质专业人员完成，或可参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

调查技术标准进行，如 《岩矿石物性调查技术规

程》（ＤＤ２００６３）等［１０］，根据药用矿床实际情况，

可选择刻槽法、刻线法、网格法、点线法、捡块

法、打眼法、劈心法不同采样方法。每种矿物药必

须要有实物凭证提交给国家，并对样品量提出明确

要求。

３３３专用工具　根据药用矿物资源调查特点和样
品采集需要，在外业调查时应补充必要的取样工具，

如配备合适规格的地质锤、地质镐、矿石研钵、硬

度笔等；一些使用次数不多且价格较贵的专用取样

设备，如取样刻槽机、岩芯取样钻机等，可酌情借

用或租用。

３４矿物药生产应用情况调查

应重点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矿物药生产、应用情

况的调查，尤其是藏族、维族、蒙古族，传统有长

期使用矿物药的习惯，且矿物药品种极为丰富。贾

敏如等［１１］在编撰 《中国民族药辞典》过程中对民

族矿物药进行过系统整理，但尚有为数不少的矿物

药基原不清。本次调查过程中，应做好各地区、各

民族矿物药生产应用情况调查，详细记录其颜色、

形态、气味、质地等外观特征，并收集制法、用法

信息，并采集实物样品，为后续深入研究打下良好

基础。能体现矿物药生产、应用过程中发现的新的

差异、新的方法、新的用途，包含炮制方法和病种

范围，也应该作为矿物药传统应用情况调查的

重点。

注意将当前少数民族所使用矿物药与汉族目前

相应品种相比较，还应关注各少数民族间应用同一

矿物药的情况。哈萨克族使用的矿物药塔斯马依

（Ｔａｓｍａｙｉ），是夏天天气变热时从山的岩缝里流出的
一种淡褐至黑色脂状物，常被哈萨克医应用于骨折

及多种炎症性疾患。根据所含金属的种类不同，哈

萨克族将塔斯马依分为含金塔斯马依、含铜塔斯马

依、含银塔斯马依和含铁塔斯马依４种。根据来源
不同，又可以分为石油塔斯马依、植物塔斯马依、

鼠粪塔斯马依３种［１２］。有研究报道，应用历史已有

１３００多年的藏药渣驯（Ｚｈａｘｕｎ），是在一定自然条件
下，含金、银等多种金属的矿石发生溶解和再凝结

所形成的矿物药，主要用于治疗诸热症，是大量藏

成药的原料药材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

标准》藏药分册中所收录的３００种藏成药中，就有
４２种含有渣驯［１３］。有研究考证发现：塔斯马依

（Ｔａｓｍａｙｉ）、渣驯（Ｚｈａｘｕｎ）和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中
的喜来芝（ｓｈｉｌａｊｉｔ）等其实都是同一类物质［１４］。在调

查过程中应广泛收集类似品种有关信息及标本，以

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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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矿物药生产应用情况调查研究

本团队前期对北京、辽宁、江苏、安徽、青海、

新疆、广东等地 ６０家大中型医疗机构（含蒙古族、
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医院）、１２家规模中药饮片
（含配方颗粒）生产企业的矿物药生产和使用情况进行

问卷调查，发现不同区域矿物药使用各具特点，且同

一地区医疗机构和饮片生产企业的矿物药产销情况并

不一致。详见表２～３。究其原因，相较于其他药物资
源，矿物药资源类群少，生产相对集中，流通过程中

具有 “以销定产”和 “一地生产供应全国”的特点，

这些情况在进行矿物药资源评价时尤其值得关注。后

续各地在不断完善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可开展不同区

域矿物药使用情况分析比较及流行病统计相关大数据

挖掘研究，为实现矿物药资源有效保障提供参考。

统计中发现，龙骨、龙齿等化石类药材在多数地

区医院的矿物药使用量排名靠前，但其生产经营受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实施办法》影响，同时，野生

资源日益枯竭，部分地区的医疗机构已不能正常付

药，因龙骨、龙齿等在镇静安神及情志类疾病临床治

理中有其独特疗效，此类化石类矿物药资源供应问题

值得关注。

３６药用矿物资源评价

开展矿物药资源评价是调查工作目标之一，但

因可直接参考的研究报道很少，本地资料缺失等原

因，导致开展矿物药资源评价研究难度很大。本团

队基于前期实践发现，矿物药资源评价应参考 《固

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ＧＢ／Ｔ１７７６６１９９９）及相关
文献［１５１７］，以可公开的重点药用矿产资源储量数据

库和潜力评价成果为基础，结合最新储量管理信息，

参考药用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公示相关信息，并以是

否符合药用标准为依据，开展全面调查、核查和评

价，掌握药用矿物资源家底和变化情况。

表２　我国代表性省区中医院矿物药临床用量排序
省区 品名

辽宁省 龙骨 芒硝 石膏 滑石 赭石 磁石 浮海石 赤石脂 硼砂 紫石英

北京市 龙骨 石膏 滑石 赭石 磁石 龙齿 紫石英 浮海石 芒硝 伏龙肝

内蒙古自治区 白矾 白石脂 琥珀 赤石脂 大青盐 雄黄 磁石 龙齿 龙骨 赭石

江苏省 龙骨 石膏 磁石 赭石 紫石英 龙齿 滑石 枯矾 赤石脂 青礞石

福建省 朴硝 龙骨 芒硝 明矾 滑石 石膏 琥珀 鹅管石 花蕊石 浮石

陕西省 芒硝 龙骨 石膏 磁石 赭石 滑石 赤石脂 浮海石 青礞石 自然铜

甘肃省 紫石英 磁石 赭石 龙骨 阳起石 自然铜 石膏 朱砂 雄黄 芒硝

青海省 龙骨 石膏 赭石 磁石 赤石脂 滑石 芒硝 —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青礞石 自然铜 白矾 紫石英 白石英 磁石 石膏 赭石 滑石 硫磺

　　注：从左到右，用量由大到小。—表示无统计数据。

表３　我国代表性省区中药饮片企业（含配方颗粒）矿物药销量排序
省区 品名

北京市 赭石 石膏 磁石 龙骨 大青盐 青礞石 滑石 — — —

湖北省 龙骨 石膏 滑石 磁石 赭石 紫石英 龙齿 阳起石 朱砂 白矾

江苏省 龙骨 石膏 芒硝 赤石脂 明矾 龙齿 滑石 玄明粉 枯矾 赭石

安徽省 龙骨 石膏 滑石 紫石英 磁石 龙齿 赭石 青礞石 阳起石 硼砂

浙江省 龙骨 龙齿 石膏 磁石 自然铜 滑石粉 琥珀 浮海石 阳起石 赭石

四川省 石膏 龙骨 龙齿 滑石 芒硝 赭石 磁石 硫磺 雄黄 朱砂

广东省 石膏 龙骨 滑石 芒硝 赭石 琥珀 磁石 紫石英 龙齿 海浮石

甘肃省 针铁矿 紫瑙砂 龙骨 火硝 赭石 松耳石 瑙砂 磁石 寒水石 金礞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红宝石 琥珀 金箔 银箔 珊瑚 — — — — —

　　注：从左到右，销量由大到小。—表示无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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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查明药用矿物资源储量　采用文献和实地调
研相结合的方式，获取准确翔实的各类重点药用资

源储量、质量、结构、空间分布和占用情况等基础

数据，具体可包括：矿区储量估算范围、药用资源

储量，矿山占用、未占用、消耗、勘查新增、闭坑

等资源储量变化情况，以及压覆资源储量、未登记

入库资源储量、政策性关闭矿山残留资源储量等

情况。

３５２查明药用矿物资源可利用性　综合考虑药用
矿物质量等级信息、应用开发历史，以及地质条件、

技术及经济因素，开展药用矿物资源技术经济评价。

主要包括勘查程度与类型、埋藏深度、选冶难易程

度、开发条件及开发前景等情况。

３５３进行品种供应的预测　结合储量、现有开采
量、药材质量、品牌效应等信息，以及对现有药用

矿产资源渠道、供应、采购等环节进行系统梳理，

理清矿物药购销脉络，并进行市场和供应的预测，

判断其稳定供应能力，为开展矿物药及含矿物药的

中成药资源评估提供参考依据［１８］。

４　展望和建议

４１各地应积极争取开展区域特色优势矿物药资源
调查研究

　　目前启动的 “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矿物药

资源普查项目”专题，旨在全国范围内集聚前期在

矿物药资源研究方面有一定积累的技术力量，开展

方法学探索，并在相关区域开展专项调查，其实践

探索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性技术参考。各省、市、

自治区中医药专管部门应会同相关技术单位，以矿

物药资源调查为契机，针对本区域特色、优势矿物

药资源，提出调查研究计划，并给与经费支持。

同时，各地可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５版）收载的２５种重点矿物药：白矾、赤石脂、
磁石、大青盐、（煅）石膏、红粉、花蕊石、滑石

（粉）、金礞石、硫磺、炉甘石、青礞石、轻粉、雄

黄、玄明粉、禹余粮、皂矾（绿矾）、赭石、钟乳

石、朱砂、自然铜、紫石英、芒硝、蒙脱石、硼

砂，或龙骨、龙齿、阳起石、紫石英、琥珀、海浮

石、寒水石等目前临床使用量较大的矿物药品种，

以及少数民族特色矿物药开展系统深入的专项研

究，为实现药材基原准确鉴定及药材标准提升创造

条件。

同时对药用矿物资源进行详细地调查与评价，

理清各区域矿物药的产地、成矿条件、分布规模、

蕴藏量、质量、产量等资源评估所需基础信息，为

矿物药及含矿物药原料的中成药研发应用奠定基础。

４２聚焦产业需求，提升矿物药标准研究

目前，对我国药用矿产资源的认定和评价标准

尚不统一，标准工作基础薄弱。近两年，《道地药材

辰砂》《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石膏》《中药材商品规

格等级琥珀》《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炉甘石》《中药

材商品规格等级龙骨》等一批矿物药团体标准通过

审定，引起行业关注。这些标准是在本草考证、市

场及产地调查的基础上，基于感官性状指标及市场

流通习惯制订。但更多的矿物药质量标准难题还有

待深入研究，如麦饭石等矿物颜色不同，则其组成

不一样，其化学特征和生物效应是否有区别？雄黄、

雌黄其元素价态、矿物质组成、晶型结构差异如何

评定？又如自然铜，现代方法仅能鉴定其为黄铁矿，

但黄铁矿有沉积型、火山岩型、热液型等多种成因

类型，分布区域广泛，且结构状态、共生矿物、伴

生元素多种多样，有学者对不同产区自然铜样品进

行矿物学对比分析［１９］，但其药用依据的判断标准究

竟是什么？亟待系统性回答。在矿物药研究中，还

应在其性状鉴定、炮制加工优选、元素价态分析、

成分构型分析等方面，加强显微成像技术、热分析

技术、Ｘ射线衍射技术、多光谱技术（红外光谱、吸
收光谱、荧光光谱、拉曼光谱等）等多种技术的联

合［２０２２］，并结合药效学评价研究，以提升矿物药安

全性及质量控制水平。

此外，针对雄黄、朱砂、炉甘石、硫磺，以及含

砷中成药的质量评价问题［２３］，应充分利用此次调查

过程中收集到的大量不同产区、背景信息清晰的珍贵

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努力提升矿物药标准研究水

平，保障临床用药安全。

４３抓住机遇，加快矿物药研究领域人才培养和学
科建设

　　矿物药资源的深入开发和利用依赖于更广泛的
学科交叉，需要地质学和中医药学人才的有机融

合。通过开展药用矿物资源调查，组建形成一支汇

聚药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学科人才的队伍，在

工作中增进感情、交流合作、相互学习，选择药用

矿物研究中的关键疑难问题进行联合攻关，逐步培

养出一批既懂矿物学又懂中医药学的复合型人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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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为矿物药资源的深入研究、开发利用提供专业

人才储备，有力推动药用矿物学学科方向的高质量

发展。

同时全国范围内矿物药资源调查相关项目实施

过程中，普查队培训、矿物药标本馆建设等工作的

顺利推进，将为方向人才培养提供必要的条件建设

和经费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药用矿物资源相

关基础性信息、实物标本资料，可为今后一个阶段

研究提供十分宝贵的素材。

４４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构建药用矿物经济新
业态

　　我国地质条件复杂多样，药用矿产资源十分丰
富，各民族、各地区矿物药应用各具特色，但目前

药用矿物资源研究和开发的程度较低，开发利用潜

力巨大［２４］。对药用矿物资源优势产区，有关地方可

抓住机遇，对药用矿物资源开发进行整体规划，以

促进地方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开辟特色资源产业

发展的新途径。如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利用当地丰

富的麦饭石资源，努力打造形成集原石开采、工业

原料加工、工艺品制作、医药产品精深加工等长产

业链。又如江苏省盱眙县有丰富的凹凸棒石粘土及

伴生膨润土，除了开发色素吸附剂、肥料粘结剂等

传统产品，还打造成以膨润土为主要原料的吸附性

止泻药品（“必奇”“思密达”）主要原料生产基地，

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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