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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中药资源产业化现状及发展对策

丛克强,郭玉莲,王 宇,罗 婵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150086)

摘要:黑龙江省的中药产业整体发展水平相比其他中药强省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全面推进中药资源产业的

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亟需解决的问题。为了促进黑龙江省中药资源产业化的加速发展,从黑龙江省中药资源

的概况入手,分析了其优势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黑龙江中药资源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包括推动

中药材种植标准体系建设、加强中药材加工能力建设、促进中药材企业做大做强以及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能

力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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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各地资源禀赋差异,中药资源从一开始就

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黑龙江省位于祖国北

方,属于寒温带,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

幅员辽阔,土地类型多样,土地肥沃,具有独特的自

然条件和生态资源优势。它是北方道地药材主产区

之一,药用动植物资源丰富,蕴藏量大,品质纯正,有

效成分含量高,绿色无公害。据全国第三次中药材

资源普查统计,黑龙江省现有野生动植物中药材种

类达到1120种,其中载入药典的约130种,大多生

长在大小兴安岭、完达山、老爷岭、张广才岭等山脉

地区和西部草原地带,适用于黑龙江省规模种植的

可选品种多,发展潜力大。人工种植的中药材有

50多种,是国内药材市场上北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药资源产业的发展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又一

增长点。“中药资源”所涵盖的内容目前不局限于中

药材的种植、采收、销售,还包括以中药材为原料进

行的中药化学制药、生物制药、保健滋补药及保健食

品的研制和生产[1]。

在国家发展中医药产业规划的指引下,以及农

业供给侧改革、林业结构调整(林下经济)、乡村振

兴、产业扶贫开发等相关政策的驱动下,黑龙江省将

发展中药资源产业作为战略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来重点扶持[2]。特别是在黑龙江省经济结构面临深

度调整和医药市场需求旺盛的形势下,黑龙江省发

展中药材资源产业的积极性非常高。结合国家出台

的产业扶持政策、监督管理政策,黑龙江省相应地制

定了《黑龙江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黑龙江省中

药材种业创新实施方案》《黑龙江省中药材生产基地

建设规划》等政策文件,对于黑龙江省中医药产业的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旨在找出

影响黑龙江省中药资源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

黑龙江省中药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在产业升级、

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环节提前布局,有效发挥各

级政府规划引领、政策保障与制度落实职责,以期为

全面提升黑龙江省中药产业竞争力提供借鉴。

1 黑龙江省中药资源产业发展现状和资源

优势

1.1 黑龙江省中药资源产业发展现状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产业的发

展,多次强调要“大抓、特抓”中医药产业。特别是在

2020年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将中医药产业确定为

29项突破性任务之一,并要求全省进一步统一思想、

强力推进。在2021年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又

明确要求“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各级政府部门严

格落实,共同推进中药材产业的发展[3]。

黑龙江省2020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17.33万hm2,产量52万t,产值104亿元[4]。2021年

全省完成中药材春播面积8.85万hm2,总面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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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黑龙江省中药资源发展优势

1.2.1 科研资源优势 黑龙江省拥有黑龙江中医

药大学、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东北农业大学、东北

林业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黑龙

江省农业科学院、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等历史悠久、
实力雄厚的相关领域科研教育机构。全省拥有10
余个中草药国家级实验基地和省级实验室,致力于

道地药材资源搜集、规范化种植、药物有效成分提取

分析等方面的研发,为黑龙江省中药材产业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先后与制药企业济

仁药业、同一堂、康宁药业等合作,研制开发了肝脾

康、排石饮液、刺丹冲剂等10多种产品。黑龙江省

中医研究院采用先进的中药提取、分离、制剂技术,
生产出技术含量高、质量稳定的优质产品,现有“卫
力”牌骨筋丸系列、“卫力”牌宁神灵系列、“黑中研”
牌感冒解毒系列等多个品类的产品。

1.2.2 企业资源优势 目前黑龙江省拥有中药生

产企业14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生产企业58家(饮片

加工企业11家,中成药生产企业47家)。2020年哈

药集团、葵花集团、誉衡集团、珍宝岛集团4家大型药

企进入全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全省拥有1000多个

中药品种,形成了以哈尔滨、牡丹江、大庆、鸡西等

中药加工产业集聚区。同时,各大中药生产企业

营销能力不断提升,品牌建设取得成效,其中哈

药、三精、葵花、友博、珍宝岛、黑宝、迪龙7个品牌

成为中国驰名商标。

1.2.3 道地药材资源优势 黑龙江省位于祖国

东北边陲,幅员辽阔,辖区面积4600万hm2,是
世界三大寒地黑土带之一,地处寒温带,气候冷

凉,雨热同季,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区域内

平原、丘陵、山地类型多样且集中连片,气候条件

和地理环境非常适合中药材的生长,全省野生中

药材资源丰富,资源深度开发潜力很大,相继出台

多部条例对开发野生中药资源进行合理规划。特

别在弥补野生中药材不足的情况下,发展绿色有

机药材生产条件得天独厚[6],已成为继“中华大粮

仓”之后,脱颖而出的又一张靓丽名片。其中铁力

平贝母、穆棱人参、清河五味子、林口黄芪、大同板

蓝根、依安防风、桦南紫苏、庆安刺五加、宁安苍术

等道地药材久负盛名,蜚声海外。黑龙江中药材

在全国中药市场份额不断提高,其中刺五加占

80%以上、人参占50%以上、板蓝根占50%以上、

平贝占40%以上、关防风占40%以上[7]。黑龙江

省适合中药材种植的区域大部分以传统的农业种

植模式为主,所以黑龙江省发展中药材产业还有

非常大的空间。

2 黑龙江省中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中药材产业政策执行不到位,金融政策工具

支撑不完善

  虽然黑龙江省近年来出台了关于中药材产业

发展的一些政策,但由于该产业相对于传统农业

发展较晚,这些政策的制定大量参照了传统农业

模式,不能完全适用于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此外,
中药材产业相关的管理部门和农技推广部门缺乏

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无法有效

执行相关政策和提供配套技术服务。一些地区的

管理者对中药材产业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盲目扩大

种植面积、低水平重复建设、简单初加工等方面。
尽管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呈井喷式增长,但是供需

关系错位,质量无法保证等问题也显现出来,由于

一些种植户盲目进行中药材生产,缺乏种植经验

和配套技术支持,最终失败离场,造成了不必要的

损失。中药材产业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种植周

期长、见效慢、风险大的产业,缺乏长期的资金支

持将影响其健康发展。由于中草药产业整体基础

仍然较薄弱,其规模小、信息不对称、经营风险高、
财产抵押难等原因,导致在种植、初加工、流通、企
业升级等环节较难得到金融部门的支持[8]。

2.2 中药材优良品种短缺,流通的药材种子资源

混杂

  中药材因为种类繁多,繁殖方式差异较大,因
此繁育技术千差万别。常用的人工栽培的中药材

约有50种,每种植物都有其特有的繁殖方式,所
以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与中药材生产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某产业领域、生产目的、采摘部位不同,因
而生产地域选择、生产方式、生产技术、采收时间、
加工贮存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别。黑龙江省道地

药材品种选育工作由于起步晚,落后于常规农作

物,本地培育的道地药材种苗成活率低,流通的药

材种子资源混杂,中药材品种选育工作处于初级

阶段,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人工过度采挖,野生中

药材资源流失严重,导致中药材种苗选育缺少优

良品种资源,特别是中药材品种登记工作上缺少

相关的管理办法,造成近些年在新品种选育上

处于空白状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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