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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药鲜药保健品产业发展，本研究拟选取中国—东盟共有的传统药物作为原料药材，
以鲜药为应用形式，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探讨中药鲜药保健品产业发展策略。发展中国—东盟中药鲜药保健品产

业，既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又具有实践的可行性。本研究制定了实施策略和具体的实施办法，以期能为产业实际提

供指导，对促进中药鲜药保健品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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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东盟国家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凸显［１］。

基于相似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国与东盟国家

传统医药的交流与融合发展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世界普遍高度关注传统医药的背景下，更应加强

传统医药的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和产业合作。随着

东盟国家人民对中医药接受程度的提高，中药使用

量日趋增长，东盟对中国保健品需求呈急剧上升趋

势［２］。然而，目前中药的应用大多是以干品的形式

出现［３］，鲜药的应用并没有形成适应时代需求和中

医药特色的规模化产业［４］。尽管鲜药制剂已经取得

了一些喜人的成绩，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

要。如今，关于鲜药保健品开发尚未见相关报道，

大力开发鲜药制品、鲜药保健品并形成产业化生产

成为当务之急。中医药保健品开发，原料药材均来

自国内，未能实现中国与东盟各国传统药物资源的

共有、共享、共用。基于此，以中国—东盟共有的

传统药物作为原料药材，共用、共享中国—东盟 ２
个产地的药用资源，以鲜药为应用形式，在中医药

理论指导下，探讨中药鲜药保健品产业发展策略，

将极大地提升保健品的保健药效，缓解国内药用资

源的紧张状况，也使产品生产和销售更加便捷，成

本更加低廉，对推动中国—东盟中药产业发展具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

１　发展中国—东盟中药鲜药保健品产业的必要性

１１　充分发挥鲜药治疗保健作用的必然要求

鲜药是指 “原生药材”，这种原料药材未经任

何可能导致药材成分改变或损失的处理，在采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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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行使用［５］。鲜药大多拥有芳香清新的气味，具有

止渴生津、祛暑除浊、祛湿和中及滋阴凉血等功效，

在一些急症、热症和表证的治疗上也展现出了极其

独特的疗效，并且其作用非干品所能及［６］。鲜药是

传统中医临床上的特色用药之一，具有源远流长的

历史。在我国，有２０００多种常见及常用中草药，在
其传统应用方法中，鲜用为主的中草药高达 ４８６
种［７］。在古代，鲜药的应用曾到达了一个巅峰时期，

例如，明代时期所著作的 《本草纲目》中，使用鲜

药的附方达１１００多条。然而，目前中药的应用大多
是以干品出现，鲜药的应用并没有形成适应时代需

求和中医药特色的规模化产业，开发鲜药的相关产

品并形成产业化生产成为当务之急。鲜药应用方式

与中药材栽培规模化、生产工业化相结合，将为鲜

药的应用开辟出新的途径［８］。目前，人们已逐步认

识到鲜药的重要性，在鲜药的保鲜技术方面开展了

积极的理论和实验研究［９］。

１２　中药保健品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１２１　有利于药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中药资源有
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

用于防治疾病的药物的总称；狭义的是指中药材资

源。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在当代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给

后代留下发展的余地和空间［１０］。

中医药治疗慢性病疗效显著，这使得世界各国

对中药资源的需求迅猛增长。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导致我国野生中药资源急剧减少，生态环境迅速恶

化，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都遭到巨大破坏。据文献

报道，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和某些无序的开发利用

导致我国野生中药资源急剧减少，危及可持续发展。

比如野生甘草和麝香资源，目前的蕴藏量比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均减少８０％以上，野生人参、赛加羚羊等几
乎濒临绝迹，麻黄、冬虫夏草、豹、象、黑熊、棕

熊、马鹿、中国林蛙、蛤蚧、穿山甲、玳瑁等野生

资源的破坏也十分严重，以致在一段时期内无法提

供商品或只能提供少量商品［１１］。

中药资源的利用必须要兼顾环境承载力，既要

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要保证后代人的需求；既满

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者需求，又不影响其他国

家或地区消费者的需求［１２］。

要想实现中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下大力气开拓新的中药资源供给地，而东盟国

家幅员辽阔，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１３］。据统计，东

盟国家有显花类植物３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种，可作为中
药资源的植物种类更为丰富［１４］；而且，中国南方和

东盟国家同属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植物资源和传

统药物方面具有诸多共同点，是理想的中药资源开

发地。

１２２　有利于提高东盟消费者的认知度　中药作
为我国传统的用药形式，一直为我国消费者所熟知

和使用。但因为中医药理论的独特性，哲学思维厚

重，难以被国外学者掌握，国外消费者也较少，中

药产品大多在国内进行销售。近年来，国外对天然

药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研究也越来越深入［１５］。

尽管如此，中药作为外来药，与当地民众仍存在巨

大的心理距离。因此，若能使用当地生产的或当地

有的药物作为原料，无疑使民众的接受度大大

提高。

２　发展中国—东盟中药鲜药保健品产业的可行性

２１　国内外鲜药制剂案例

鲜益母草胶囊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研发的产品，

他们通过大量的鲜品、干品药效比较研究，并利用

现代科技进行工艺革新研制而成。鲜益母草胶囊与

益母草胶囊、益母草膏、益母草流浸膏比较具有有

效成分含量高、药理作用强、临床疗效好的优点，

并且制剂工艺更先进、外形更美观、携带更方便、

服用量更少［１６１７］。

金水鲜胶囊和金龙胶囊为北京建生药业有限公

司所生产的鲜药制剂。金水鲜胶囊由鲜守宫、鲜金

钱白花蛇、鲜活蛤蚧、鲜冬虫夏草、鲜西洋参５味
中药组成，具有益气养阴、补肺益肾的功效，对肿

瘤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１８］。金龙胶囊以鲜守宫、鲜

金钱白花蛇、鲜蕲蛇等为原料，对多种血瘀郁结型

的恶性肿瘤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并且适用于肿瘤

治疗的各个阶段，如提高免疫功能、配合介入放化

疗、提高生活质量等［１９］。

国外科学家也开发了诸多疗效较好的鲜药制剂。

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德国、日本、法国等就有不
少关于鲜药制剂的专利［２０］，并且开发出了很多制

剂，如德国的ＩｍｍｕｎｏｐｒｅｔＥｃｈｉｎａｃｅａ制剂、Ｐｈｙｔｏｄｏｌｏｒ
Ｎ制剂、ＥｓｐａＩｍｕｎ滴剂、香天葵汁，日本的妥胃Ｕ片、
Ｒｅｓｐｌａｎｔ榨汁剂、ＡｅｓｃｏｒｉｎＮ软膏，法国的 ＳＩＰＦ制
剂等。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 ＡＲＤＥＶＡＬ试验药厂生
产的ＳＩＰＦ口服液，ＳＩＰＦ制剂含有新鲜植物药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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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目前已有黑加仑、缬草、欧山楂、蒲公英等

植物的ＳＩＰＦ制剂出现。

２２　本土化种植为中药鲜药保健品产业化生产提供
便利化

　　中国—东盟共有中药既可以在中国生产，也可
以在东盟国家生产。由于是共有药物，有条件的东

盟国家可以先行开展中药材的种植和生产，没有条

件的国家可以逐步创造条件。如果能在东盟国家生

产中药，则可以极大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可以

在最短时间内进行鲜药的加工处理，避免了鲜药因

运输造成的有效成分和药效降低。

２３　本土化种植可帮助中药鲜药保健品产业化销售
避开双边贸易壁垒

　　就地生产的保健品，既可以避免进出口贸易所
带来的繁琐程序，又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东盟国家

均对进口药品设置了不同程度的准入标准，而且目

前各国之间还没有形成互认机制，这严重阻碍了医

药双边贸易的平稳发展。泰国的药品质量标准通常

以泰国、英国、美国和国际药典为准，也适当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 《日本药局方》；新加坡

的药品注册主要是按照 《药品法》的规定实施；越

南对医药行业的监管政策较模糊，虽允许国外企业

在其境内设立办事处，直接进口药品，但禁止在国

内分销药品；马来西亚对生产商、批发商、进口商

实行许可证制度管理，所有生产、进口、销售的药

品及化妆品都要登记注册。

２４　东盟国家的中药保健品市场需求为中药鲜药保
健品产业化销售提供消费基础

　　早在秦汉之际，中医药就已走出国门，随着华
人的移居被带到东盟国家，并开始传播［２１］。随着人

们崇尚自然思想的兴起以及化学药物的诸多不良反

应频发，以天然药物为主的中药制剂受到越来越多

的患者欢迎。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中药出口量呈

大幅增长趋势，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均保持快

速增长［２２］。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

坡、泰国和菲律宾是中国在东盟的六大医药出口国，

占出口总额的９６７２％。其中，东盟国家对来自中国
的保健品需求量与日俱增，已成为我国医药产品出

口最具发展潜力市场。近１０年间，中国与东盟之间
的医药产品贸易规模日益增大，东盟已成为中国医

药保健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场。同时，东盟国家强烈

希望中国医药保健品公司前去投资。柬埔寨政府进

一步完善了医疗保健相关政策，欢迎中国医药保健品

进入柬埔寨；泰国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传统医药产品质优价廉，在泰国也拥有大量消

费者。

３　实施策略

３１　查询中国出口到东盟国家的保健品清单及其相
关数据

　　访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网，其原材料模块里
有保健用品的详细分类，如免疫调节，抗疲劳，延

缓衰老，改善视力，调节血脂、血糖、血压，改善

记忆与睡眠，改善胃肠功能，促进生长发育，视力

保健用品，减肥用品等。同时，还可访问中国自由

贸易区服务网，可查询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等内容；具体的出口产品数据可查阅国

家统计局网站。

３２　确定需要优先开发的保健品种类

根据上述保健品清单及数据，选取前５位的保
健品品种作为优先开发的种类。

３３　筛选中国东盟共有药物中常用的鲜药品种

以 《中国—东盟传统药物志》为文献来源，该书

是第一部由中国—东盟８国专家共同完成的学术专
著，系统介绍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常用传统药物，全

书共收入中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泰国、

缅甸、越南、老挝８个国家常用的传统药物１０４个科
３５０种，高清彩色图片共７４６幅［２３］。每种药物在中国

有分布，在东盟某一个或多个国家也有分布。根据药

物的使用方法，筛选在临床常以鲜药入药的药物。

３４　拟定中国—东盟共有传统药物的鲜药保健品

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按照保健品所属功效与

用途，挑选相应的鲜药，按照方剂配伍规律及保健

品本身的用药特点进行组方，并确定用法、用量。

４　具体实施办法———以马来西亚为例

根据马来西亚全国健康调查显示，马来西亚成

年人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病率分别为 １４６％和
４６２％，２５５％的人常年吸烟，１４％的人过度肥胖，
４３７％的人运动不足。马来西亚人民患有糖尿病、
高血压、痛风、骨关节炎和癌症的危险因素逐年上

升，但随着马来西亚医疗成本的上升，越来越多的

人转向了服用保健品的食补之路。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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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访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网，发现马来西

亚是东盟第四大保健品市场，市值达２２亿美元。马
来西亚的保健品市场在过去１０年迅速成长，从６４
亿美元增长到了２２亿美元，增长了２倍多。马来西
亚保健品市场包括维生素、膳食补充剂、减肥产品

和中药，其中维生素与膳食补充剂是最畅销产品，

占保健品整体销售的４３％。
传统天然药物在马来西亚医药市场上占有一席

之地，市场占有率约为 ２０％，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马来西亚是我国在东盟最大的中药出口国，占我国

中药出口额的１／４。根据出口到马来西亚的中药保
健品清单及数据，排在前５位的保健品品种分别是
调节血糖、调节血压、改善胃肠、减肥用品、视力

保健用品。

根据 《中国—东盟传统药物志》的内容发现，马

来西亚药用植物资源与我国湖南、湖北、广东、广

西、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等省相似，蕴藏量较

大。例如穿心莲遍地皆是，其他如菊花、葛根、五味

子、荷梗、芦根、枸杞子、党参、金银花、连翘、香

薷等都很丰富，且都可以作为鲜药使用。保健品生产

者可以选取鲜党参、鲜枸杞子、鲜菊花、鲜葛根、鲜

五味子，可益气养阴、生津止渴，用以调节血糖；也

可以选取鲜白菊花、鲜地黄、鲜芦根、鲜香薷等，以

滋肾平肝、生津利尿，用以调节血压等；还可选取鲜

五味子、鲜白菊花等，用以补肾养肝明目［２３］。

总之，以中国—东盟共有传统药物作为原料药

材，共用、共享２个产地的药用资源，以鲜药为应
用形式，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探讨中药鲜药保健

品产业发展策略，既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也具有操

作的可行性，只要按照既定策略开展研究，必将取

得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对推动中国—东盟

友好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社会意义和经济

价值。

参考文献

［１］　庄雪雅．中医药走东盟，市场潜力大［Ｎ］．中国中医药
报，２０１３１０２１（００３）．

［２］　马述昆．东盟成为中药产品出口最具发展潜力市场［Ｊ］．
法制与经济，２０１１（１２）：１３．

［３］　陈坤全．中药鲜药的应用探讨［Ｊ］．海峡药学，２０１８，３０
（７）：４１４４．

［４］　郭建华，田成旺，张铁军．鲜药研究的状况与展望［Ｊ］．药

物评价研究，２０１１，３４（３）：２２０２２３．
［５］　曾建国．基于鲜药材的中药现代炮制技术［Ｊ］．中草药，

２００９，４０（１）：１．
［６］　梁友强，王抗战．中药新鲜药物的特点和应用［Ｊ］．甘肃

中医，２０１１，２４（２）：６２６３．
［７］　谭芳，彭勇．鲜植物药归类分析及其化学成分研究思路［Ｊ］．

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１３，１５（１）：１４１７．
［８］　孟祥才，王喜军．鲜药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的思考［Ｊ］．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２００９，１１（５）：６７９６８３．
［９］　曹冠华，邢瀚文，李泽东，等．中药鲜药保鲜技术研究进

展［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１７，２８（２）：４２６４２９．
［１０］　人民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４２７）［２０１９０５
２６］．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５／０４２７／
ｃ７０７３１２６９１３１０２．ｈｔｍｌ．

［１１］　詹亚华，黄必胜，杨红兵，等．野生中药资源科学保护与
合理利用———从归真堂风波中应得到的启示［Ｊ］．中国
现代中药，２０１３，１５（４）：２７０２７３．

［１２］　陈吉炎，杨光义，于萍，等．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
遵从中药资源的自然属性［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０９，２０
（９）：２２８１２２８２．

［１３］　侯小涛，郭超峰，黄克南，等．构建中国东盟药用植物
信息库的意义和设计思路探讨———以“中泰药用植物

专业数据库”为例［Ｊ］．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３，３１（８）：
１７３６１７３８．

［１４］　严崇潮．东南亚的植被类型和分布规律［Ｊ］．生态学杂
志，１９８４（５）：２８３２．

［１５］　秦鹏，胡豪，王一涛．中药企业国际化策略案例比
较［Ｊ］．中国医药工业杂志，２００８（１１）：８７４８７６．

［１６］　王梦溪，吴启南，乐巍，等．中药鲜药的应用与现代研
究［Ｊ］．中草药，２０１５，４６（２０）：３１２５３１３０．

［１７］　杜双有，杨明华．从鲜益母草胶囊的研制谈中药鲜品的
开发［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２，２７（１０）：８６８７．

［１８］　郝仙娣．金水鲜胶囊的命名与抗癌功效探讨［Ｊ］．首都
医药，２０１０，１７（７）：５６５７．

［１９］　李丹，刘延庆．金龙胶囊抗肿瘤的研究进展［Ｊ］．湖北中
医杂志，２０１８，４０（８）：５７６０．

［２０］　张新国．法国药用植物开发的新进展［Ｊ］．国外医学：植
物药分册，１９９２，７（２）：５７．

［２１］　王锐，申俊龙．浅析中医药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发展［Ｊ］．
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５，１０（１２）：１９７６１９７９．

［２２］　周贻刚，邓兰凤，卢冬梅．立足优势，开拓东盟中草药市
场［Ｎ］．广西日报，２００５０１０６（００６）．

［２３］　邓家刚，侯小涛．《中国—东盟传统药物志》［Ｍ］．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９：５２９１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２６　　编辑：周鹭）

·７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