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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刺梨产业现状梳理及思考
△

查钦１，张翔宇１，阮陪均１，马梦强２，樊旭３，邹涛１，柳敏１，成忠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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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刺梨是贵州省独具特色的药食同源类植物，刺梨产业是贵州省大健康产业的一部分，在精准扶贫、乡
村振兴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刺梨产业政策整理和分析、对刺梨产业现状进行梳

理，总结出果品和食品是刺梨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保健食品是刺梨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技术是刺梨产业发展的

核心要素，以期为刺梨产品研究及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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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梨是贵州省特色植物资源，具有药食同源属

性，因其营养价值、保健价值、药用价值明显，贵

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刺梨产业发展。

目前，贵州省刺梨产业已初具规模，成为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刺梨化学

成分［１］、药理作用［２３］、产品研发［４５］和产业现状［６７］

均有大量文献报道，但较为零星、散乱，未能找到

产业发展之路。本研究基于贵州省大健康产业优势，

从政策和产业２个角度对贵州省刺梨产业现状进行
梳理。政策方面对贵州省刺梨产业政策收集并进行

分析，产业方面阐述产品多维价值、产品概况，并

提出产业发展建议。通过对刺梨产业２个角度的分
析，阐明产业发展问题、总结产业发展规律，并结

合笔者思考，提出刺梨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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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刺梨的研究和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１　贵州省刺梨产业政策分析

刺梨是贵州省特有的经济水果植物，具有明显

且重要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保健价值。贵州省

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刺梨产业发展，出台了大量

支持刺梨产业发展的政策。经统计，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共颁布１７条有关刺梨发展的政
策和意见，其中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４日印发的 《贵州省

推进刺梨产业发展工作方案（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黔
府办函 〔２０１５〕１号），堪称刺梨产业重磅级政策，
该文明确了刺梨成为贵州省打造现代高效农业、实

现精准扶贫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点发展品种，这为

贵州省刺梨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对１７条政策仔细分析可知，其一，政府对刺梨
的定位为中药材、果品和食品。如黔府发 〔２０１４〕２４
号文中明确 “以天麻、杜仲、灵芝、太子参、刺梨、

石斛等药材为重点”，黔府办函 〔２０１５〕５３号文中指

出 “加快建设火龙果、猕猴桃、蓝莓、刺梨、葡萄等

果品基地”，黔府发 〔２０１８〕３３号文中表示 “大力发

展茶叶制品、果蔬食品、软饮料、刺梨制品、食用菌

制品等特色食品加工业”等，符合刺梨药食同源的性

质。其二，政府对刺梨产业的定位逐渐清晰。从颁布

时间和政策内容可知，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政策基本集中
于为药材种植方面；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刺梨被定位为果
品，并逐步推出大力发展刺梨药膳保健品和刺梨保健

饮料；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在刺梨基地建设的基础上，重
点发展刺梨果品和以刺梨原料为主的特色食品产业。

因此，果品和食品是未来贵州省刺梨产业发展的必由

之路。其三，政府对刺梨产业的规划和发展逐步提

高，如从政策内容中 “种植”“刺梨基地”“刺梨产

业带”“全产业链”等关键词中可以领会，见表１。
综上所述，贵州省委省政府对刺梨产业极其重视，每

条政策都是经过缜密思考、精心谋划、结合实际而制

定的，形成了兼顾刺梨药材、以刺梨果品和食品为重

点、产业链不断升级扩大的刺梨产业格局。

表１　贵州省有关刺梨产业政策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主要内容 发布时间

１ 关于印发２０１９年 《政府工作报告》重

点工作责任分工方案的通知（黔府办发

〔２０１９〕２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大力发展刺梨、猕猴桃、火龙果、百香果、蓝莓等精品水果，

实现规模化生产。

２０１９０２１５

２ 关于支持黔南自治州加快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生态之州的意见（黔府发 〔２０１９〕
３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省级财政从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每年安排农业专项资金给予支持。
大力发展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增加绿色、有机、安全农产品供给，实现茶园、

刺梨、精品水果、蔬菜、中药材、青梅等产业的提质扩面增效，

推动形成茶叶、刺梨、水果三大产业跨区域全产业链［８］。

２０１９０２０１

３ 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森林生态产业资源

大普查的通知（黔府函 〔２０１８〕２１４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重点发展刺梨、油茶、核桃、蓝莓、茶叶、三叶木通、茎花

山柚、青钱柳等本地优势品种。

２０１９０１０２

４ 贵州省十大千亿级工业产业振兴行动方

案的通知（黔府发 〔２０１８〕３３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大力发展茶叶制品、刺梨制品、食用菌制品等特色食品加工

业；到２０２２年，生态特色食品产业产值达到１５００亿元［９］。
２０１８１２２４

５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森林扩面提质增效三

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贵州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建设刺梨、油茶、核桃、竹、花卉苗木及珍贵林木、木本中

药材、工业原料林、生态精品水果、生态有机茶叶、国家储

备林等十大林业产业基地。推进林业产业集聚发展，构建林

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和产业带，开发高端精品，拓展刺梨、

油茶、核桃等贵州特色生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２０１８１１３０

６ 关于支持安顺市大健康医药产业加快发

展的意见（黔府办发 〔２０１８〕３４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支持安顺市特色深加工企业以金刺梨、薏苡仁、金银花、桔

梗等药食同源原料研发药膳、药酒、药茶、保健品等产品，

创建一批具有安顺特色的国家 “健”字号品牌。

２０１８１０１２

７ 贵州省生态扶贫实施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的通知（黔府办发 〔２０１８〕１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刺梨、核桃、板栗、樱桃、猕猴桃等特色

产业，建成一批高标准、高质量的经果林基地，带动建档立

卡贫困户４１万户、１６４万人人均增收２０００元左右。

２０１８０１１５

８ 贵州省发展中药材产业助推脱贫攻坚三

年行动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通知（黔
府办发 〔２０１７〕４７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主要在黔西南州、黔南州，重点发展兴义石斛与金（山）银

花、安龙白及与金（山）银花、兴仁薏苡仁、龙里及贵定刺

梨、罗甸艾纳香、惠水皂角刺等；大力推动药食两用中药材

产业化生产，支持以天麻、太子参、刺梨、石斛、金银花、

艾纳香等为原料药食两用产品和养生保健品开发，推动中药

材种植基地建设与乡村旅游、文化推广、生态建设、健康养

老等产业深度融合。

２０１７０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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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文件名称 发文单位 主要内容 发布时间

９ 关于印发贵州省贯彻落实 《西部大开

发 “十三五”规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黔府办函 〔２０１７〕６２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优化精品水果种植结构和区域布局，重点发展火龙果、猕猴

桃、刺梨、苹果、蓝莓等。

２０１７０５０３

１０ 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黔府办发 〔２０１６〕３９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拓展以鱼腥草、金银花、刺梨、太子参等为原料的纯天然植

物保健饮料市场。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

１１ 关于转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扶贫办贵

州省中药材保护和发展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通知（黔府办函
〔２０１６〕９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挖掘和继承太子参、何首乌、淫羊藿、金钗石斛、头花蓼、

金（山）银花、刺梨、杜仲等道地中药材生产和饮片加工技

术，形成５～７种道地大宗优质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和产地加工
技术规范，加大在适宜地区推广应用的力度。

２０１６０１２６

１２ 《关于推进全省林业产业发展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黔府办发 〔２０１５〕４３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按照 “无公害、绿色、有机”标准，大力发展刺梨、蓝莓、

猕猴桃、葡萄、桃、李、苹果、杨梅、樱桃、石榴等精品特

色水果种植。以黔南州、安顺市、六盘水市、毕节市的１４个
县为重点，大力发展刺梨种植。到２０１７年，新建刺梨基地
６０万亩，使基地总规模达到１００万亩，加快刺梨饮料、冻干
粉等系列产品研发，促进精深加工，打造产业集群，实现刺

梨产业总产值达到５０亿元以上［１０］。

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１３ 贵州省医药产业、健康养生产业发展任

务清单的通知（黔府办函 〔２０１５〕４０
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大力发展药膳保健产品。重点打造以大方县、德江县为中心

的天麻种植区，以赤水市、独山县为中心的石斛种植区，以

龙里县、长顺县、兴仁县为中心的刺梨种植区［１１］。

２０１５０６０９

１４ 贵州省食物与 营养发展实施计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的通知（黔府办函
〔２０１５〕５３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加快建设火龙果、猕猴桃、蓝莓、刺梨、

葡萄等果品基地，推进优势果品向优势产区集中，优化果品

供给结构，提高高档果品比重。

２０１５０５０８

１５ 《绿色贵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的通知（黔府办发 〔２０１５〕
９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以坡耕地和立地条件较好的宜林荒山为重点，通过实施退耕

还林、石漠化综合治理、扶贫专项、现代农业发展专项等工

程项目，连片推进，规模经营，结合地域条件，积极培育刺

梨、油茶、核桃、茶叶、木本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业；六盘水

市重点发展核桃、刺梨、红豆杉产业；安顺市重点发展金刺

梨、李等水果产业［１２］。

２０１５０２２７

１６ 《贵州省推进刺梨产业发展工作方案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的通知（黔府办函
〔２０１５〕１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重点在六盘水市、安顺市、毕节市、黔南自治州等４个产业
基础较好的市（州）、１４个县（区、特区）打造刺梨产业带，
建设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到２０２０年，全省刺梨
种植面积达１２０万亩（其中规划新造刺梨基地９０万亩），进入
盛产期后，年产鲜果１２０万吨，基本满足省内加工企业需要
和消费者需求；刺梨产业实现年总产值４８亿元，成为我省打
造现代高效农业，实现精准扶贫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

产业［１３］。

２０１５０１１４

１７ 《贵州省关于加快推进新医药产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贵州省新医药产业发展

规（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黔府发 〔２０１４〕
２４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推动贵州道地大宗药材进入新资源食品目录，以天麻、杜仲、

灵芝、太子参、薏苡仁、半夏、银杏、何首乌、桔梗、金银

花、刺梨、鱼腥草、石斛等药材为重点，开发药膳、药酒、

药茶、保健品等产品，打造知名品牌，实现 “蛙跳式发

展”［１４］。

２０１４０８２５

　　注：１亩≈６６６６７ｍ２。

２　刺梨产业现状梳理

２１　刺梨多维价值

２１１　营养价值　刺梨果实营养丰富，含多种维生
素、微量元素、氨基酸及其他重要的营养成分［１５］。

果肉富含维生素Ｃ、维生素Ｐ、维生素Ｅ，其维生素
Ｃ、维生素Ｐ及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在所有水果中
含量均处于最高位，享有 “三王水果”美誉。据研

究，每１００ｇ刺梨果肉含维生素Ｃ２０～２７ｇ，是苹
果、梨的５００倍，柑橘的１００倍，猕猴桃的３０倍。

刺梨果实还含丰富的铁、锌、硒、钙、锶、铜、锰

等多种微量元素，其中铁、锰、锌等大部分为人体

必需微量元素，对人体的生理活动和健康发挥重要

作用。刺梨果肉中含有的锶达７５×１０－６以上，能产
生很好的防癌作用。刺梨所含氨基酸种类较多，含

量也较高，且为人体必需氨基酸。如刺梨果实富含

十多种氨基酸，包括除色氨酸外的人体其他必需氨

基酸，且高于一般蔬果氨基酸的含量。此外，刺梨

果实中还含有 Ｂ族维生素、胡萝卜素、蛋白质、纤
维素等其他重要的营养成分。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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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保健品价值　刺梨的保健价值均有大量文章
论述，笔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归类。依据目前

的研究和文献报道［１６１８］，刺梨具有保健价值的主要

成分有刺梨多糖、刺梨黄酮、ＳＯＤ、刺梨多酚、刺
梨汁等，其主要集中在免疫调节、抗氧化、抗疲劳、

抗动脉粥样硬化、降血糖、抗辐射、抗癌、抗突变、

祛黄褐斑等方面，见表２。

表２　刺梨主要有效成分及作用
主要功效成分 作用

刺梨多糖 免疫调节（增强非特异性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

抗氧化、抗疲劳。

刺梨黄酮 辐射防护（对γ射线所致的辐射损伤有一定防护
作用）；美白；降血糖。

超氧化物歧化酶 抗氧化；对砷、铅、镉等重金属中毒具有保护

作用；祛黄褐斑。

刺梨多酚 降血糖。

刺梨汁 抗突变、抗癌（对强致癌物质Ｎ亚硝基脯氨酸在
人及动物体内合成有明显的阻断作用）；抗动脉

粥样硬化；抗氧化损伤；对砷、镉、汞、铅等

金属中毒的排毒作用；延缓衰老。

２１３　药用价值　刺梨的药用主要为民间习用，在
贵州地区非常流行，有 “刺梨上市，太医无事”的

谚语，暗示了刺梨具有很好的药用疗效，对人体健

康具有很好的维护作用。民间主要以刺梨的果实和

根入药，常用于消食健脾、收敛止泻和解暑，有时

还用于肿瘤的治疗。在 《宦游笔记》《本草纲目拾

遗》和 《中药大辞典》均有对其药用价值的记载。

如今，刺梨也被列入 《贵州省中药材、民族药材质

量标准》（２００３版）中作为少数民族药用药材。现代
研究表明刺梨具有抗氧化、抗癌防癌、调节机体免

疫功能、延缓衰老、解毒、镇静等药理活性［２］，在

心血管系统疾病（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消化

系统疾病（细菌性痢疾）、泌尿系统疾病（慢性肾脏

病）、皮肤病（黄褐斑）、肿瘤疾病（膀胱癌）、铅中

毒及失眠等方面有较好的临床疗效［３］。

２２　研发产品

２２１　食品　刺梨营养丰富，食用价值极其高，以
刺梨为原料的食品开发和生产呈现出一片蓝海，在

我国各地蓬勃兴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在贵州、四
川、陕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广西、云南

等省争相建厂、办企业，开发出大量的刺梨系列产

品。其中食品类有刺梨干、刺梨果脯、刺梨软糖、

刺梨糕／蛋糕、刺梨夹心饼干、刺梨云片糕、刺梨蜜
饯、刺梨果酱、刺梨罐头、刺梨饮料、刺梨糯米酒、

刺梨醋、刺梨小香槟、剌梨浓缩汁、刺梨柠檬汁、

刺梨酸奶、刺梨茶等，基本形成刺梨饮品为主的食

品格局。

２２２　保健食品　刺梨的保健价值明显，但国内目
前以刺梨为原料研发的保健食品仍然较少。据文献

总结，目前市场上以刺梨为主的保健食品有刺梨口

服液、刺梨冻干粉胶囊、刺梨复合维生素 Ｃ及刺梨
胶原蛋白果汁等［１６］，基本是以饮品为主。同时，经

笔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信息平台查

询，发现已注册的以刺梨为原料的保健食品有 １５
个，时间均在２０１１年以前。剂型有胶囊剂、片剂、
口服液、果汁、颗粒剂，以胶囊剂居多。保健功能主

要集中在调节血脂异常、调节免疫力、改善胃肠道功

能、美容（祛黄褐斑）、延缓衰老等方面。因此，刺梨

保健食品表现出产品少、开发程度不够的特点。

２２３　中成药　刺梨虽然在贵州地区民间药用历史
悠久，属于民族药，但缺乏相应的中医药理论，因

此，以刺梨为原料的中成药也较少。目前，对刺梨

药用阐述比较认可的为 《全国中草药汇编·卷二》

记载的刺梨的性味归经，论述为：“刺梨，味酸、

涩，性平，归脾、肾、胃经，适用于食积腹胀、痢

疾、腹泻、自汗盗汗、遗精、月经过多、痔疮出血

等症”［１９］。市场上已取得国药准字的品种有金刺参

九正合剂、血脂平胶囊、康艾扶正胶囊、小儿消食

开胃颗粒、益肾健胃口服液、仙人掌胃康胶囊、消

癖和胃胶囊７个，主要用于癌症、血脂异常、慢性
胃炎、消化不良等疾病的治疗。

２２４　化妆品　刺梨化妆品的研究和开发不及食
品、保健食品和中成药。据笔者查阅文献，其化妆

品开发和研究方面几乎没有文献报道。但目前市场

上已有刺梨面膜，用的主要成分是刺梨果提取物，

注重补水。实际上，刺梨富含维生素 Ｃ、ＳＯＤ和黄
酮等成分，这些均有显著的抗氧化作用。因此，刺

梨化妆品的研发有待引起重视。

２３　产业发展建议

通过查阅文献，共收集到１０篇关于刺梨产业发
展建议的文章。对产业建议整理如表３所示。通过
分析，产业建议基本类似，且覆盖了刺梨全产业链

的方方面面。从政府（加强政府政策扶持和引导）、

技术（提高科技含量、倡导产品深加工）、招商（强

化招商引资、拓宽招商渠道）、市场（规范经营加工

市场）、产品（加快产品结构升级）、企业（培育龙头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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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品牌（加强品牌打造）、文化（打造刺梨文

化）、宣传（加强宣传力度）以及产业融合（因地制宜

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和刺梨产品综合开发）等角度均

有相应的发展建议，首先强调最多还是政府方面，

强调政府要加强政策扶持和引导作用；其次是技术

方面，建议提高科技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因此，

政策和技术可能是刺梨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３　思考

３１　保健食品是刺梨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从贵州省委省政府近６年对刺梨产业政策发布
的内容分析可知，保健食品（果品和食品）是刺梨未

来发展的重点方向。２０１５年及２０１５年以前，刺梨的

发展定位是中药材，政策内容均以中药材种植为主。

２０１５年以后，政策内容发生变化，刺梨从中药材转
为食品发展，论述较多的是刺梨果品、刺梨制品和

保健品等。可以明确地看出政府对刺梨保健食品发展

方向的倾斜。原因可能是，其一，刺梨本身是药食同

源药材，有食用历史和价值；其二，随着现代深入研

究，刺梨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价值突显；其三，相对于

药品来说，发展保健食品方向，其受众面更广、市场

更大；其四，随着 “健康中国”行动的推进、大健康

产业的兴起以及贵州省在大健康产业固有的优势，健

康产品市场呈现一片蓝海，而刺梨正是生产健康产品

很好的原料。因此，从事刺梨研究的机构和生产的企

业，应着重围绕刺梨保健食品为重点开发相应产品。

表３　文献报道有关刺梨产业建议梳理
序号 产业建议 参考文献

１ 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集中力量扩大刺梨资源发展；强化良种培育，加快资源开发；强化招商引资，壮大刺梨产业；

加强技术支撑；培育龙头企业，强化品牌打造；加强宣传力度，突出市场竞争。

［２０］

２ 增加科技含量，大力发展刺梨产业；科学合理规划布局、进一步规划刺梨产品经营市场；完善刺梨产业加工体系，优

化刺梨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加快升级刺梨产品的结构。

［２１］

３ 加大政策扶持与科技投入，加强野生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积极培育与引进适合本地区生长的优良品种；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和刺梨田间栽培技术管理；积极实践推广立体化种植模式，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借助国家退耕还林、植被恢复、

石漠化治理等林业工程，积极栽培刺梨；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强化产业深加工基地及配套周边建设，积极构建产销一

体化格局；打造刺梨文化，建设现代化农业观光旅游基地，多渠道、多元化促进刺梨产业快速发展。

［２２］

４ 健全黔南州刺梨产业发展服务组织机构；制定相应的土地流转扶持政策；加强标准化体系建设，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拓宽投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抓好园区建设，提高刺梨的附加值。

［２３］

５ 加快刺梨的身份认证；加快刺梨鲜果保鲜存储等技术的研究；加大对适宜区刺梨基地及原料保存技术的投入力度；加

强对刺梨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优化生产布局，突出规划引领。

［２４］

６ 发挥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加强基础设施改进。 ［２５］

７ 加强政府的组织领导和宏观调控；积极筹措资金，拓宽资金来源；做好原料生产基地建设，优化配置刺梨资源；突出

科技创新的先导作用；改进产品结构和营销模式，加强市场开拓；建立深加工体系，提高刺梨综合利用率。

［６］

８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大力发展刺梨产业；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规范刺梨产品经营加工市场；充分发挥全县刺梨资源

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和刺梨产品综合开发等。

［２６］

９ 提高科技含量；科学合理规划布局，规范刺梨经营产品；完善加工体系，升级产品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 ［７］

１０ 提高科技含量；集约经营，提高刺梨生产力；科学合理规划布局，规范刺梨经营产品；建立刺梨资源深加工体系；加

快刺梨产品结构升级；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降低生产成本。

［２７］

３２　食品形式的刺梨保健品是刺梨产业发展的必由
之路

　　刺梨是国家卫健委公认的普通食品，因其具有
很高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价值，以刺梨为原料的保健

食品的开发和研究成为刺梨产业的热点，尤其是大

健康产业的兴起，更加助推了保健食品行业的崛起。

然而，通过对刺梨已有保健产品的分析，其剂型多

为胶囊剂、片剂、颗粒剂、口服液等，与药品剂型

一致，从产品外观上给消费者的感觉就是用于治病

的药品，严重阻碍了刺梨保健产品的发展。而以食

品形式的的保健品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和消费

者的认可，如江中集团的猴菇饼干、浙江尖峰集团

的蓝莓软糖、碧生源的常润袋泡茶等，符合保健品

是食品和能够预防疾病这一属性。同时，也被称为

“第５代保健食品”［２８］。目前，食品形式的刺梨保健
品几乎没有；未来，同样可以出现刺梨饼干、刺梨

软糖、刺梨面包等食品形式。因此，以食品形式的

刺梨保健品是刺梨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３３　技术是刺梨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技术是提高产品附加值，形成产品市场竞争力

的核心要素。纵观目前刺梨产品，以饮料居多，其

余均为初加工产品，技术含量低，大部分作为原料出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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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而这些国

家以贵州省出口的刺梨初加工产品为原料，加工成果

汁饮料、保健品、日化产品等，占据刺梨高端产品市

场，致使国内刺梨产业难以发展壮大。究其原因，主

要是缺乏技术研究、应用和创新。目前，国内呈现出

对刺梨产品加工技术升级、创新，产品深加工呼声高

涨的局面。因此，建议政府主管部门以立项的形式，

加强刺梨产品技术研究与开发，并应用于产业，让贵

州省刺梨产业在大健康产业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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