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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梳理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的类型和概念，总结了林草中药材种植的发展现状，认为林草中药材

生态种植具提高中药材质量和安全性、缓解耕地“非粮化”紧张局面、扶贫脱困效果显著的优势，指出林草中药

材生态种植存在生态优先原则有待进一步落实、生态种植模式和配套技术有待完善、道地药材意识有待加强的问

题，建议开展适宜中药材的生物学特性及生产适宜性区划研究、开展适宜中药材的种质资源收集和新品种选育研

究、研发适宜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的小型机械、加强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技术研究和推广、开展林草中药材资源

循环利用与产业绿色发展研究，促进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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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summarizing the concept, type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ecological planting of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in forests and grassland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such ecological planting hel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relieve the tense of cultivated lands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grain production", and

get rid of poverty. Besides,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continue to prioritiz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erfect the

ecological planting mode and supporting technologies, and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Dao-di herbs. It is also advised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roduction suitability,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new variety breeding of

suitable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develop small machines suitable for the ecological planting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forests and grasslands, and strengthen the study and popularization of ecological planting technolog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cyclic utilization and gre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uch ecological pl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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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对林草产业发展日益重视，林下

经济产业和草产业逐渐发展壮大。2010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种养业；

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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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意见》，随后，原国家林业局发布《全国集体

林地林药林菌发展实施方案 （2015—2020） 》；

2018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挂牌并于 2019年发布

《关于促进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

“巩固提升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培育壮大草产

业” [1]；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关于开展

第五批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认定工作的通知》中

提出“为推进林草中药材高质量发展，鼓励支持林

草中药材生态培育” [2]。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动

下，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成为

促进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中药材质量的重要

抓手。

森林、草原等林草资源具有广阔的空间及特有

的生境，使林草中药材迅速发展。当前形成的各类

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模式在中药材生态种植中展现

出巨大的优势[3-5]。但总体来看，林草中药材生态种

植的研究和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如何规范发展显

得尤为重要。本文梳理了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的概

念及模式，分析了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促进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以期

为研究和实践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提供思路和借鉴，

从而进一步规范和引导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有序

发展。

1 林草中药材的概念和发展现状

1. 1 林草中药材的概念

森林、草原、荒漠、湿地等都是重要的林草资

源。作为林草中药材的主要生境，森林和草原的含

义较为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019年修

订版中规定“森林，包括乔木林、竹林和国家特别

规定的灌木林”，同时，还要求国家统筹城乡造林绿

化，组织在宜林荒山荒地荒滩开展造林绿化[6]。

《“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的规定》（试行）中

指出“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特指分布在年均降

水量 400 mm 以下的干旱 （含极干旱、干旱、半干

旱）地区，或乔木分布（垂直分布）上限以上，或

热带亚热带岩溶地区、干热（干旱）河谷等生态环

境脆弱地带，专为防护用途，且覆盖度大于 30%的

灌木林地，以及以获取经济效益为目的进行经营的

灌木经济林” [7]；《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规定

“草原，是指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天然草原包括

草地、草山和草坡，人工草地包括改良草地和退耕

还草地，不包括城镇草地”[8]。可见，林草中药材是

指生长在森林、草原、荒漠、湿地等生态系统，以

及宜林荒山荒地荒滩、退耕还林地等区域的中药材。

1. 2 林草中药材种植的发展现状

据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

为 7475万亩 （1亩≈666. 67 m2）。其中，云南、广

西、贵州、湖北、河南 5个省、自治区面积为 500~

800万亩，湖南、陕西、广东、四川、山西 5个省为

300~500万亩，河北、重庆、山东、内蒙古、甘肃、

吉林、安徽、辽宁、黑龙江、海南、宁夏 1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为100~300万亩。

结合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相关岗站对林地

面积较大的 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研和第九

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等数据发现，全国林草中

药材种植总面积在 1000万亩以上，主要包括木本中

药材和林下草本中药材。2019年，全国药用林总面

积为 663万亩，面积排前 5位的依次是四川、河南、

湖南、陕西、江苏，其中前 3位的省份面积分别为

102、82、82万亩。单树种面积前 3位的是厚朴、银

杏、杜仲，依次为 200、92、78万亩。2018年，林

下草本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超过 400万亩，涉及 30余
种常用中药材。其中，林下人参种植面积>270万
亩，是中药材林下生态种植中发展规模最大的一类

药材[9]。由于近 2年林草中药材林下种植的热度持续

提升，林下种植的面积大幅增加。例如，四川省广

元市 2019年建成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 6. 4万亩，

2020年达到 20万亩，辐射带动 3万余户林农，户均

增收2000元以上[10-11]。

随着林草中药材种植面积的不断增加，林草

中药材的产量和产值得到了大幅提升。由于以往

没有林草中药材全面的统计数据，仅以历年《中国

林业年鉴》中的“森林中药材”数据（主要包括林

木中药材、林下中药材） 为例进行分析 （表 1）。

2018年，全国森林中药材产量为 364万 t，2011—
2018年年均增长率为 14. 17%。同时，全国森林中

药材种植业和加工业产值双双突破千亿，2018年森

林中药材种植业产值达到 1 066. 6亿元，占经济林

产品种植和采集总产值的比重由 2011年的 6. 47%

增 长 到 7. 36%， 2011—2018 年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14. 68%；全国森林中药材加工业产值在 2018年

首次突破千亿，达到 1 087. 4亿元，是 2013年的

1. 5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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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的概念和现状

2. 1 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的概念

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是在稳定生态系统结构和

功能的前提下，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以保障中药

材质量和安全为目标，在森林、草原、荒漠、湿地

等生态系统，以及宜林荒山荒地荒滩、退耕还林地

等区域，采用生态种植方式，实现生态与经济良性

循环发展的中药材培育经营模式。

我国广阔的森林、草原等林草资源为林草中药

材生态种植提供了各类适生生境，加之大量的药用

植物和藻菌类中药材在长期适应森林、草原等独特

生境的过程中，与栖息地的各类生物协同进化，形

成了其独特的生理生态学习性。郭兰萍等[12]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15年版中药用植物和藻菌类

中药材的统计表明，自然情况下 42. 53%的药用植物

和藻菌类中药材自然生境为林缘/林下，43. 78% 的

自然生境在路旁、山坡地、荒地/沙地，只有 0. 94%

的药用植物以大田栽培为主。这提示在自然条件下，

林草中药材是中药材的最重要来源，且模拟原生境

的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在中药材生产中具有巨大的

优势。

目前，常见的林草中药材生态模式包括林木复

合种植、林下种植、野生抚育、拟境栽培 4种类型，

在保障中药材品质的同时，产生了较好的生态和经

济效益。

2. 2 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的常见类型

2. 2. 1 林木复合种植 木本中药材之间或木本中药

材与非药用木本植物之间形成混交林，称为林木复

合种植模式。适宜的中药材有厚朴、银杏、杜仲、

黄柏等木本中药材。此类中药材种植技术成熟，供

需相对平衡，种植面积大。

林木复合种植是黄柏、杜仲、厚朴（简称“三

木药材”）的常见栽培模式。“三木药材”生态习性

相似，可相互复合种植。其中，厚朴林木复合种植

模式的探索相对较多，其可与杉木、油茶、毛竹、

马尾松、红豆杉等复合种植[13-17]，产生了较好的生态

和经济效益。林木复合种植模式具有多种优点：

1）增加生物多样性，抑制病虫害。杉木和厚朴复合

种植可以明显改善林分空间结构，显著提高林下植

物的丰富度和多样性[16]。厚朴和水杉、杜仲和栎类

等其他阔叶林复合种植，厚朴藤壶蚧平均有虫率仅

为 10. 34%，低于纯厚朴林的 92. 50%[18]。2）改善土

壤状况。凹叶厚朴和马尾松复合种植，林地土壤有

机质、全氮、碱解氮、有效磷及速效钾等养分含

量，比纯马尾松林提高 31. 03%～117. 89%[19]。杉木

和厚朴 3∶1复合种植，0～20 cm 土层土壤容重较

纯杉木林降低 11. 30%，总孔隙度提高 14. 08%[20]。

3） 提升产量和品质。林木复合种植能使厚朴的生

长更加迅速 [21]，如柳杉和厚朴 1∶1复合种植后，两

者能互相促进生长，同时产投比为 5. 6∶1，高于纯

厚朴林的 4. 6∶1[22]。厚朴和杉木复合种植模式下，

厚朴皮内的酚类物质含量高于厚朴和绿竹、厚朴和

油茶的复合种植模式[21]。

2. 2. 2 林下种植 在林下、林缘开展中药材种植称

为林下种植。适宜的中药材通常在长期适应弱光环

境中形成了独特的药性，市场需求稳定，如人参、

三七、重楼、天麻、淫羊藿、黄精等。

多花黄精林下种植模式的应用十分广泛。多花

黄精主产于湖南、贵州、安徽、浙江、福建等地，

生林下、灌丛或山坡阴处[23]。研究表明，林下多花

黄精具有以下优点：1）综合品质较优。锥栗林下种

植的多花黄精，其浸出物、黄精多糖、总黄酮、总

皂苷含量均高于大田种植的黄精，并且品质也优于

毛竹林、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下的野生黄精[24]。

2）适应性强，林分选择范围广。多花黄精林下种植

是在分布区域内利用林地造就的湿润荫蔽、土层深

厚肥沃的自然环境来进行。实际生产中，多选择杉

木、楠竹、猕猴桃、锥栗、油茶、毛竹等林分，如

湖南洪江市宜选择楠竹、猕猴桃、杉木等林分，福

建丽水市宜选择锥栗、板栗、杉木、竹子等林

分[25-26]。3）经济和生态效益突出。林下黄精种植无

表1 2011—2018年全国森林中药材产量和产值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产量/万 t
144.0
129.9
139.0
170.9
245.0
279.3

364.0

种植业产值/亿元

408.8
507.8
597.0
684.6
839.1
913.9
1 006.7
1 066.6

加工业产值/亿元

718.1
815.0
1 017.5
1 037.8
985.1
1 087.4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林业年鉴》《中国林业和草原年鉴》；
数据包括银杏 （白果）、苦杏仁、杜仲、黄柏、厚朴、山茱萸、枸
杞、沙棘、五味子及其他森林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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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建造遮阴棚，既不占用农田，又利于林地资源的

高效利用。例如，锥栗林下种植多花黄精，结合整

地、覆盖稻草等措施，3年的总收入是普通锥栗林

的 2. 78～5. 29倍，并能显著减少林地泥沙流失量，

改善林地耕作层土壤的理化性质[27]。多花黄精的林

下种植在浙江省已有 20多年的历史，种植规模达到

1. 5万余亩。该模式在湖南、安徽等地得到推广，

已发展成为多花黄精的主要栽培模式。

2. 2. 3 野生抚育 野生抚育是根据中药材生长特性

及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在其原生或相类似的环境中，

人为或自然增加种群数量，使其资源量达到能为人

们采集利用，并能继续保持群落平衡的药材生产

方式[28]。

甘草的野生抚育在西北地区得到了大力推广。

甘草道地产区包括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陕西

和新疆等干旱地区的温带荒漠和温带草原区域。由

于多年掠夺性采挖，甘草野生资源日趋枯竭，栽培

甘草已经成为商品药材的主要来源。甘草栽培技术

虽日渐成熟，但栽培品的质量远不及野生品。甘草

野生抚育模式能很大程度解决甘草资源供需矛盾和

质量下降的问题，具有明显优势。1）质量与野生

甘草相近。在甘草常规集约化栽培中，实现甘草酸

平均质量分数稳定在 2% 存在一定困难，但野生抚

育 3年后甘草不定根中甘草酸质量分数可达 3. 03%，

地下茎中甘草酸质量分数可保持在 2. 12%，质量与

野生甘草相近[29-31]。2） 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

人工补苗和围栏管理是甘草野生抚育的关键。通过

人工补苗可提高原生境植被覆盖面积，达到防风固

沙的效果。另外，通过封育、轮采等措施，既能提

高野生甘草产量，还可提升资源蓄积量。该模式已

获得大规模的应用，如截至 2020年初，甘肃省靖远

县累计示范和推广面积近 6万亩，示范区甘草的种

群密度由每平方米 1. 5～3. 2 株增加到 2. 4～4. 1
株[32]。此外，内蒙古鄂托克前旗，新疆阿克苏、喀

什及宁夏灵武、盐池等地已经形成大面积的甘草野

生抚育区。

2. 2. 4 拟境栽培 拟境栽培是指中药材种植过程

中 尽可能模拟药用植物野生生境，尤其是模拟道地

药材原始生境，完成药用植物整个生长发育周期的

栽培模式[12]。此模式适宜范围广，在中药材种植区

均可采用，如在退耕还林地、宜林荒山荒地荒滩等

区域开展，还能够促进植被恢复。

霍山石斛的拟境栽培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霍山石斛主要有设施栽培、林下种植和拟境栽培

3种栽培模式。其中，拟境栽培模式利用逆境效应，

在道地产区完全模拟霍山石斛的野生生境开展栽培，

包括环境选择、移栽、养护等技术要点，生长过程

几乎无人工干预。同林下种植、设施栽培相比，综

合投入成本低，同时拟境栽培的霍山石斛具有“优

形、优质、优效”的特性。“优形”指霍山石斛茎明

显变短，汁液含量显著提高，植株形似“蚱蜢腿”，

形态与野生型极为相似；“优质”指 3种次生代谢产

物的含量显著高于林下栽培和设施栽培，总多糖含

量分别是两者的 1. 26和 1. 44倍、总生物碱含量是

1. 74和 2. 54倍、总黄酮含量是 1. 57和 1. 76倍；“优

效”指霍山石斛具有更好的对环磷酰胺所致肝损伤

的保护活性，只有拟境栽培的霍山石斛能够显著抑

制小鼠肝组织中丙二醛（MDA）含量的升高[33]。虽

然，拟境栽培模式的霍山石斛产量低于设施和林下

栽培，但由于其质量好，单价分别是两者的 1. 5倍
和2. 4倍，投入产出比最低，经济效益显著。

拟境栽培作为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的核心模式，

与野生抚育存在显著的差异。野生抚育主要是依靠

自然条件，在中药材原生境中辅以轻微干预措施，

维护自然群落动态平衡，避免过度干扰造成破坏，

主要有封育、轮采、密度优化等模式。拟境栽培是

模拟中药材野生生境气候及土壤因子，利用区划技

术筛选适宜栽培地，并利用科学设计和巧妙的人为

干预形成适合药用植物生长的小生境，其本质是一

种人工种植模式。拟境栽培通常要利用种植模式设

计、科学灌溉、免耕或少耕、杂草管控、枝叶修剪

等管理方式，达到不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植

物膨大剂的目的，通过保持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

相对稳定，实现中药材的生态种植。

2. 3 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现状

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决定了不同产区的林草中

药材生态种植各具特色。各地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

的生态种植模式和配套技术，根据国家中药材产业

技术体系相关专家的调研，情况如下。

在东北产区，吉林、辽宁的人参林下种植面积

合计超过 270万亩，天然林和阔叶林下五味子种植

面积超过 10万亩。其中，人参林下种植通过模拟野

生人参生长环境，使其在乔灌草组成的针阔叶混交

林中自然生长，契合了人参喜冷凉湿润气候、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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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直射的生长特性[34]，目前，人参已发展成为林草

中药材生态种植中发展规模最大的中药材。据笔者

课题组调研，以人参林下种植生长周期 20年计算，

每亩年均净收益为 14 950元，比园参高 12 994元，

实现了产品的优质优价。林下种植人参已成为优质

人参药材的重要来源。

在华北产区，利用灌丛、天然林下、人工林下

和荒坡地种植连翘、酸枣、黄芩、金银花等。山西、

河北等地种植面积合计超过 110万亩。其中，河北

在荒坡地等区域推广连翘野生抚育、拟境栽培等生

态种植技术，亩产青翘可达 70～80 kg，林下同时散

养家禽，经济效益大幅提高[35-36]。

在华东产区，浙江、安徽、山东、福建在灌丛

或林下种植三叶青、石斛、金银花、灵芝、金线莲

等，合计超过 7万亩。其中，安徽六安等地开展霍

山石斛的拟境栽培，所产药材质量接近野生品，已

推广示范2000余亩。

在华中产区，湖北、湖南、河南等地林下的黄

连、湖北贝母、黄精等合计超过 6万亩。与大田种

植相比，黄精林下种植无需搭建遮阴棚，可以高效

利用林地资源，综合效益显著[37]。

在华南产区，海南的橡胶林下益智种植面积约

为 15万亩，是海南推广面积最大的农林复合模式之

一，种植益智后对杂草抑制率达到 75. 2 %，显著提

高了胶园的经济收入，间作 2年后经济收入增幅达

到64%[38]。

在西南产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天麻、

黄连、重楼、铁皮石斛等林下种植面积合计约 11万
亩。其中，林下种植是重楼最主要的栽培模式。保

持重楼遮光率维持在 50%～80%，可以满足其“宜

荫畏晒，喜湿忌燥”的生物学特性。同时，采用黑

光灯或人工捕捉害虫等生态防治技术，重楼亩产可

达120 kg以上，产生了较高的生态和经济价值[39]。

在西北产区，主要采用梭梭林、柽柳林下种植

肉苁蓉模式。在内蒙古西部、甘肃等地种植肉苁蓉

约 97万亩。该模式适宜在沙土或半流沙荒漠地带发

展。梭梭林能够防风固沙，有利于林草植被复壮更

新，保护荒漠生态，所产肉苁蓉质量接近野生品，

价值较高，增加了当地农牧民的收入，如内蒙古阿

拉善地区肉苁蓉种植面积达到 70万亩以上，年产值

超过3亿元。

3 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的优势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 1 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的优势

3. 1. 1 提高中药材质量和安全性 由于林草中药材

生态种植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和生长调

节剂，通过增加林地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采用

物理、生物等绿色防控技术，有效防止病虫害爆发，

从根本上解决了因使用农业化学投入品引起的中药

材重金属、农药残留超标等安全隐患，同时保护了

土壤健康，克服了药用植物的连作障碍，极大保障

了中药材的安全性。适度的环境胁迫会刺激药用植

物次生代谢产物即药效成分的积累[40]，如 80% 光照

强度下茅苍术生物量和挥发油含量都显著高于全光

照组，而且随着光强的减弱，生物量及挥发油含量

逐渐降低[41]。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让中药材回归原

生境，经受弱光、干旱、高温、严寒、病虫害、养

分缺乏、昼夜温差等模拟自然生境下的逆境胁迫，

有助于促进药效成分的积累，使中药材质量接近野

生品。最重要的是，很多中药材质量下降的重要原

因是栽培年限不够，由于林草中药材种植不占用耕

地，在地成本低，可有效防止农民对中药材提前采

收，对保障中药材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3. 1. 2 缓解耕地“非粮化”的紧张局面 根据第九

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2018年全国森林面

积 33亿亩，实现了 30年来连续增长。其中，天然林

21亿亩（占63. 70%），人工林12亿亩（占36. 30%）。

同时，荒山荒地、沙荒地等宜林地面积达到 7. 50亿
亩，占全国林地总面积的 15. 44%。我国还将进行大

规模国土绿化行动，预计每年完成营造林 1. 1亿亩，

到 2035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26%。然而，我国

耕地面积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

调整等原因，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2017年末，全

国耕地面积为 20. 23亿亩，比 2010年减少了 563万
亩[42-43]。面对如此趋势，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反观中药材种植面积，近 30年来从零星种植到大面

积连片发展，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2019年，中药

材种植面积接近 7500万亩，比 2010年几乎翻了一

番[42]，“粮改药”趋势明显。因此，大力发展林草中

药材生态种植、一地多用，是防止耕地“非粮化”

趋势的有效措施。

3. 1. 3 扶贫脱困效果显著 多数贫困地区林地、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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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资源丰富，发展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可以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发挥重要作

用。全国53%的贫困县具有发展中药材产业的条件。

截至 2019年初，全国约有 44%的贫困县开展了中药

材种植[44-4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数据显

示，2019年贫困地区中药材种植规模达 2130万亩，

年产值 695亿元，较 2015年分别增长了 74. 53% 和

91. 40%，共带动 222万贫困人口增收。本课题组调

研发现，相较于常规种植，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可

以明显提升经济效益，如厚朴林下种植魔芋，年均

增收可达 2500～4500元/亩；林下种植白及年均增收

2800～4500元/亩。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已成为部分

贫困地区的脱贫主导产业。例如，2019年湖南省新

化县、安化县、洪江市发展多花黄精林下种植超过

6. 4万亩，其中新化县脱贫攻坚村级主导产业中有

35个黄精产业项目，与 4501户贫困户 15 915人建立

利益联结机制，带动2360户9430人脱贫[46-47]。

3. 2 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中存在的问题

3. 2. 1 生态优先原则有待进一步落实 目前，林草

中药材生态种植系统的生态化程度之所以较低，其

本质原因在于没有满足原有生态系统功能稳定和产

出优质中药材的双重要求。种植过程中，大面积土

壤翻耕、清林过重现象普遍，甚至出现林下、荒坡

等灌木与草本植物几乎全部被清除的现象，造成水

土流失加重，生物多样性降低。只注重中药材产量，

忽视林木的经营管理，出现损毁树木的现象。这些

做法均导致森林生态功能的降低，违背了以森林生

态完整和多样性保护为主要目标的林下种植原则。

同时，缺少系统科学的规划，对林下种植原则、利

用范围、种植要求、种植管理与监测等方面缺乏规

定，仅有少数地区（如云南、广东等）出台过林下

种植相关规范，林农或企业无规范可依，导致无序

发展。

3. 2. 2 生态种植模式和配套技术有待完善 林草中

药材生态种植相应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以林草中

药材林下种植为例，根据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仅有 6项生态种植相关的林

业行业标准，以及黑龙江、四川、云南等 18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发布的 50项中药材林下生产技术规

程地方标准，涉及三七、重楼、天麻、人参等 32个
中药材。其中，部分标准列入了化学农药的使用，

不符合生态种植的要求。适宜在林下/林缘种植的药

用植物多达 407个，多数适宜开展林下种植的林草

中药材尚缺乏林下种植技术规程。另一方面，对于

多数已有模式和技术尚未开展系统性研究，评估指

标和方法尚无研究数据，不能评判其合理性和可行

性，对病虫草害防控、废弃物综合利用等关键或配

套技术研究和实践不足，导致技术的可复制性、可

操作性不强，加之中药材生长周期长，林农、果农、

企业等从业者不敢轻易尝试，中药材生态种植在推

广中受到了限制。

3. 2. 3 道地药材意识有待加强 道地药材是我国传

统优质药材的代表[48]，在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中尤

其重要。目前，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发展中，普遍

存在滥用道地药材称呼、非适宜区无序引种和扩种

道地药材的现象。在实际生产中，对区域气候资源，

以及林地的土壤、遮阴度、坡度等立地条件不进行

分析，盲目引进市场热度高的中药材，造成所产中

药材的质量良莠不齐，发挥不了道地药材的品质特

性。为解决道地药材选择难题，2019年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组织制定了 156种道地药材标准，

已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标准对道地药材的生境

特征进行了描述，涉及茅山苍术、川黄连、宁夏枸

杞、滇重楼、密银花、铁皮石斛等多种林草中药

材[49]，为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的品种选择提供了依

据。但是，上述标准仅为非强制性的团体标准，缺

乏法律的约束力。

4 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可持续发展建议

2020年，陕西、云南、甘肃、福建等地陆续出

台举措，深化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推进中药材生态种植。作

为中药材生态种植最重要的模式之一，林草中药材

生态种植在“十四五”期间如何可持续发展显得尤

为重要，现提出以下发展思路。

4. 1 开展适宜中药材的生物学特性及生产适宜性区

划研究

研究适宜中药材的发育规律及生物学特性，明

确其生态主导因子和限制因子，以及最适的生态特

征；针对不同自然气候类型区、不同生态环境，按

照适宜中药材向最佳适宜区集中的原则，科学界定

优势布局区域，明确林地适合开展林草中药材生态

种植的区域，因地制宜发展；开展林草中药材生态

种植对中药材品质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加强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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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及水土流失影响的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综

合分析。

4. 2 开展适宜中药材的种质资源收集和新品种选育

选择大宗常用林草中药材，以种质资源收集与

保存为重点，以评价和利用为核心，借助第四次全

国中药资源普查、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等平台，

全面、系统收集优质种质资源，做好就地保护和异

地保护。对于濒危野生林草中药材，在原产地建立

种源保护区，进行保护和资源恢复。建立高效完善

的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体系，深度发掘优质种质资源，

选育出具有品质佳、药效好、适宜机械化等目标性

状突出的中药材新品种。

4. 3 研发适宜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的小型机械

丘陵山区耕作机械化是我国农机化发展的瓶颈，

这决定了中药材机械应以小型化为主。基于特定中

药材的生产特性，遵循农机农艺融合和生态化生产

的原则，利用现代农机技术储备和先进的信息技术、

设计技术及制造技术，以降低生产成本、突破地形

地貌制约为目标，开发各类“轻便上山”的耕种、

植保、采摘等重点环节所用的小型机械设备。

4. 4 加强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技术研究和推广

选择区域特色突出的常用林草中药材，系统构

建以农业措施、生物防治等综合技术为主体的林草

中药材生态种植模式和技术，开展实用性及经济效

应评估，形成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技术单元；明确

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最适宜的规模或尺度，摸清各

种模式在不同区域的变化规律及原因，制定相应技

术标准及规范，开展全链条质量追溯；加大宣传教

育，普及生态种植理念，面向适生地区示范推广；

政府部门建立和健全优惠政策。

4. 5 开展林草中药材资源循环利用与产业绿色发展

研究

以循环经济与中药绿色产业发展为引导，重点

关注大宗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中产生的副产物和中

药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药渣等固体废物和副产物，

开展系统深入的资源化利用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推

广中药资源经济循环发展模式和适宜技术，形成一

批可用于医药和轻化工的原料、饲料添加剂及替抗

产品、功能性药茶及食品、生物农药等再生资源性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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