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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川产道地药材的研究

川产道地药材资源保障与高质量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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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四川省全国第４次中药资源普查最新数据，四川省中药资源数量达到７２９０种，有据可考的川产道地药材８６
种。川产道地药材品种数量约占全国１／４，居全国首位，具有品种多、分布广、产量大、质量优等特点。川产道地药材资源
保障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于保障和提升本地区中药材质量意义重大，更是在支撑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健康发展，满足人民

群众的健康需要，助力精准扶贫和生态环保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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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地药材是中医学在数千年临床实践中约定俗
成的优质中药材代名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定义的道地中药材，是指经过中医临床长期应用

优选出来的，产在特定地域，与其他地区所产同种中

药材比较，品质和疗效更好，且质量稳定，具有较高

知名度的中药材［１］。道地药材源自特定产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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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药效，需要在特定地域内生产，目前我国道地药

材产区可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

西北七大区域。道地药材作为中医药的精髓，是评

价中药材品质的综合性标准，兼具历史和文化属性，

又涉及遗传、环境及生产实践等多方面。２０１８年由
农业农村部等颁布的《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

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采取以“品种为纲、产地为
目”的方法，将定品种、定产地和定标准相结合，以

“有序、安全、有效”为方向，优化道地药材生产布

局［２］。四川省为我国著名的“中医之乡，中药之

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中草药资源极为丰富，川产

道地药材以品种多、分布广、产量大、质量优等特点

而行销海内外［３］。无川药不成方，“经营川广云贵道

地药材”在历史上已成为药铺的金字招牌［４］。根据

目前正在进行的四川省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最

新数据，四川省中药资源数量初步统计达到 ７２９０
种，有据可考的川产道地药材８６种［５］，均居全国前

茅，川产道地药材资源保障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１　川产道地药材的形成与发展
１１　道地药材发展源流　早在公元６８２年，唐代·
孙思邈著《千金翼方》，在“药出州土”章记载：“其出

药土地。凡一百三十三州，合五百一十九种。其余

州土皆有，不堪进御”，为我国最早归纳药材产地的

文献。１０６１年，宋代·苏颂《本草图经》首次在５５３
个药名前冠以１７２个地名，对道地药材做了进一步
筛选。１５０５年，明代·刘文泰等著《本草品汇精要》
在药物中专门列出了地产“地”项，并专门列出了

“道地”栏目，收载的９１５种植物药材中，有２６８种列
入“道地”范围，并注明何地产者“为良”“为佳”“为

胜”。１９８９年，胡世林主编《中国道地药材》介绍川、
广、云、贵、豫、浙等地的道地药材１５９种。１９９７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出版载药１２８０７种的中药
学巨著《中华本草》，在“中药资源”专论中按东北、

华北、华东、西南、华南、内蒙古、西北、青藏、海洋等

９大区域，列出道地、著名中药材２５０种。１９９８年，
胡世林主编《中国道地药材原色图说》，将道地药材

按传统产区分为关药、北药、秦药、怀药、淮药、南药、

广药、贵药、川药、海药、蒙药、藏药、维药等１４类，共
载入３２２种。２００３年，王强，徐国均主编《道地药材
图典》分为《华东卷》《中南卷》《西南卷》《三北卷》

四卷，共收载道地药材４０８种。２０１３年，彭成主编
《中华道地药材》品种篇收载川药、广药、云药、贵

药、南药、海药、怀药、淮药、浙药、关药、北药、秦药、

藏药、蒙药、维药３１０味道地药材［６８］。张小波等［９］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中药材，道地药

材、常用中药材、源于濒危物种的中药材及第三次全

国中药资源普查中统计数量的中药材名录，结果显

示１９７７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版《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收载中药材合计８９４种，《中国道地药
材》《生活中的 ３００种道地药材》《中华道地药材》
《道地药材图典》共收载道地药材４９５种，《中国常
用中药材》《常用中药材用法用量》共收载常用中药

材３２６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红皮书、限制进出口
等濒危中药材共２８０种，第３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中统计数量的中药材有３６０种。结合全国第四次中
药资源普查工作实际，提出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需

要统计资源量的中药材５６３种，需要进行资源变化
情况监测的中药材４５７种，需要进行濒危情况评价
的中药材２８０种。可见，比较公认的我国常用道地
药材数量约３００种。其中，８５％以上的道地药材和
常用中药材被药典收载过，８０％以上的常用中药材
为道地药材［９］。

１２　川产道地药材主流品种的形成　川产道地药
材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在我国最早的《诗经》

所载８８种药用植物中，有２８种产自四川［１０］。介于

早期的马王堆医书和中国首部医学典籍《黄帝内

经》之间的成都西汉时期《老官山医简》中就有了

“蜀椒”“姜”等川药记载［１１１２］。《神农本草经》《图

经本草》《本草纲目》《本草经集注》《本草品汇精要》

《药物出产辩》以及多个地方志，均有川产道地药材

的记载。其中，以《本草经集注》《本草品汇精要》记

载的川产道地药材最多，《本草经集注》记载了川产

道地药材１５种（菖蒲、升麻、黄连、生姜、牡丹、天雄、
大黄、厚朴、巴豆、蜀椒、黄芪、杜仲、白鲜皮、苦菜、甘

草），《本草品汇精要》有２６８种列入“道地”范围，其
中川产道地药材５２种（独活、羌活、芎隱、蘼芜、郁
金、升麻、黄连、巴豆、附子、乌头、侧子、檗木、大黄、

厚朴、猪苓、仙茅、续断、使君子、五倍子、蜜蒙花、牡

丹、楝实、黄芪、杜仲、骨碎补、狗脊、蜀漆、常山、当

归、羊桃、莽草、荠絇、紫参、茴香子、地肤子、蔓荆实、

巴戟天、白鲜、木兰、鼠李、木鳖子、枇杷叶、李核仁、

芥、苦菜、盭摩勒、茗、枸杞、地骨皮、萆、麻黄、草

蒲）［１３］。四川历史上还诞生了多部本草著作，具有

地方特色的古本草有五代韩保癉所著《蜀本草》、北

宋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北宋杨天惠所

著《彰明附子记》、清朝刘兴所著《草木便方》。《蜀

本草》在《新修本草》的基础上增补了大多四川特产

或四川有分布的药物，如地不容、山胡椒、金樱子、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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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苋、续随子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作者由于

曾经在四川生活，对四川道地药材的记载最为翔实；

《彰明附子记》则详细记述了附子的栽培方法、植物

形态、药材鉴别等内容［１４］。

１９８９年，胡世林主编首部道地药材专论《中国
道地药材》介绍道地药材１５９种，其中川药２１种（川
芎、川贝母、附子／川乌、黄连、石菖蒲、姜、川牛膝、常
山、丹参、麦冬、川楝子／川楝皮、青皮／陈皮／橘红、补
骨脂、使君子、巴豆、花椒、厚朴、黄柏、麝香、虫白蜡、

硼砂）［１５］。２００３年，王强、徐国均主编《道地药材图
典》共载入３２２种，其中《西南卷》收载川产道地药
材３６种（干姜、大黄／药用大黄、川乌、川木香、川木
通、川贝母（川贝母、暗紫贝母、梭砂贝母）、川牛膝、

川芎、川楝子、升麻（川升麻）、丹参、巴豆、甘松、石

菖蒲、龙胆（坚龙胆）、仙茅、芒硝、花椒、佛手、羌活、

补骨脂、青蒿、郁金（黄丝郁金）、使君子、金钱草、胡

芦巴、枳实、厚朴、姜黄、党参（川党参、素花党参）、

黄连、黄柏（川黄柏）、常山、银耳、魔芋、麝香）［１６］。

２００５年，万德光、彭成、赵军宁主编《四川道地中药
材志》收录川产道地药材４９种（川芎、川贝母、川木
通、川牛膝、川明参、川射干、川楝子、川乌、干姜、大

黄、天麻、丹参、石菖蒲、石斛、仙茅、白芍、白芷、冬虫

夏草、半夏、虫白蜡、红花、麦冬、赤芍、花椒、杜仲、吴

茱萸、牡丹皮、羌活、佛手、补骨脂、附子、郁金、金钱

草、金银花、鱼腥草、使君子、泽泻、栀子、厚朴、姜黄、

秦皮、桔梗、党参、黄芪、黄连、黄柏、银耳、续断、麝

香）［１３］。２０１１年，彭成主编《中华道地药材》收载有
３１０味道地药材，其中川产道地药材８４种（川芎、丹
参、白芷、白芍、麦冬、川楝子、红花、附子、干姜、姜

黄、郁金、使君子、天门冬、栀子、半夏、黄精、白及、枳

壳、石斛、仙茅、陈皮、泽泻、吴茱萸、佛手、秦皮、天花

粉、密蒙花、通草、海金沙、菊花、巴豆、蟾蜍、厚朴、石

菖蒲、川乌、桔梗、土茯苓、川木通、花椒、杜仲、黄柏、

五倍子、淫羊藿、鱼腥草、金钱草、金银花、山茱萸、魔

芋、灵芝、银耳、钩藤、狗脊、独活、柴胡、乌梅、虎杖、

黄连、川牛膝、天麻、金果榄、骨碎补、何首乌、天南

星、麝香、冬虫夏草、川贝母、黄芪、大黄、川射干、川

赤芍、川续断、羌活、升麻、甘松、党参、藁本、秦艽、川

木香、猪苓、葛根、益母草、补骨脂、牡丹皮、重

楼）［１７］。２０１９年，我们通过对川产道地药材进行资
源普查和本草考证研究，言道地必有据，组织编撰

《川产道地药材生产区划》，收载品质优良、历史悠

久的川产道地药材８６种，并列入《四川省中药材产
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５］。见表１。可见，川

产道地药材具有品种多、分布广、产量大、质量优等

特点，道地药材品种数量约占全国 １／４，居全国
首位。

表１　四川省道地药材名录（８６种）

产地 道地药材

四川 巴豆 白及 白芍 白芷

半夏 补骨脂 柴胡 蟾蜍

陈皮 川贝母 川赤芍 川楝子

川明参 川木通 川木香 川牛膝

川射干 川乌 川芎 川续断

重楼 大黄 丹参 党参

冬虫夏草 独活 杜仲 佛手

附子 甘松 赶黄草 干姜

藁本 葛根 钩藤 狗脊

骨碎补 海金沙 何首乌 红花

厚朴 虎杖 花椒 黄柏

黄精 黄连 黄芪 姜黄

金果榄 金钱草 金银花 桔梗

菊花 灵芝 麦冬 密蒙花

魔芋 牡丹皮 羌活 秦艽

秦皮 山茱萸 麝香 升麻

石菖蒲 石斛 使君子 天门冬

天花粉 天麻 天南星 通草

土茯苓 乌梅 吴茱萸 五倍子

２　川产道地药材资源保障研究现状
２１　川产道地药材种质资源及种质资源库　四川
省“十二五”对川产道地药材优质种质资源整理，累

计收集中药材种质资源 ８００余份，其中金银花、柴
胡、波棱瓜、大黄、独一味、瓜蒌等种子果实类、全草

类、根茎类、花类特色中药种质资源１６３份；秦艽、红
景天、重楼等濒危中药材种质资源１８６份；川半夏、
川附子、川白芷、川芎、川麦冬等川产道地中药种质

资源２４９份；收集和引进灵芝、云芝、羊肚菌、猴头
菌、蛹虫草等菌类药材种质资源 ３７属 ２１５份［１８］。

见表２。
　　“十二五”以来，针对２４个川产道地、特色（菌
类）药材，累计选育出具有突破性的新品种３５个。
见表３。选育出２个品种以上的药材有川芎、附子、
丹参、蓬莪术、石斛、柴胡、天麻、灵芝、云芝；对多基

原药材柴胡进行了选育，柴胡 ２个品种“川红柴 １
号”“川北柴 １号”分别来自狭叶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柴胡 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在选
育新品种的同时，各选育单位对新品种的生长发育

特性、繁育方法、水肥管理、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

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建立了相关配套栽培技术，为

四川省道地药材和特色优势药材新品种选育、示范

推广和产业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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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川产道地药材种质资源收集情况

川产道地药材资源 收集保存单位

金银花（５６份）、麦冬（４１份）、柴胡（１０份）、白芷（７０份） 四川农业大学

半夏（５１份） 成都中医药大学

附子（４３份） 西南科技大学

花类：杭菊（１份）、毫菊（１份）、怀菊（１份）；
根及根茎类：川明参（３份）、丹参（１１份）、芍药（４份）、东当归（１份）、日本川芎
（１份）、黄精（２份）、郁金（３份）、白芷（２份）、桔梗（１份）；
种子（果实）类：牛蒡子（１６份）

四川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低海拔特色资源圃

根及根茎类：红景天（５份）、秦艽（７份）、重楼（４份）、羌活（２份）、黄芪（１份）、
大黄（２份）、珠芽蓼（２份）；
全草类：独一味（１份）、翼首草（１份）；
种子类：波棱瓜（３份）

四川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高海拔藏药资源圃

重楼（１５０份） 四川大学

秦艽（２０份） 电子科技大学

菌类药材种质资源３７属（２１５份）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川芎（４２份）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新绿色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瓜蒌（３０份）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回春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表３　“十二五”以来四川省选育中药材新品种情况一览表

编号 药材 基原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选育方法

１ 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ｅｌａｔａＢｌｆｇｌａｕｃａＳＣｈｏｗ 川天麻金乌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１００１
西南交通大学、乐山市金口河区森宝

野生植物开发公司、乐山市金口河区

生产力促进中心

系统选育

２ 丹参 Ｓａｌｖｉａ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Ｂｕｎｇｅ 川丹参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１００２ 四川农业大学 系统选育

３ 灵芝 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ｌｕｃｉｄｕｍ（ＬｅｙｓｓｅｘＦｒ）Ｋａｒｓｔ药灵芝２号 川审药２０１１００３ 德阳市食用菌专家大院 系统选育

４ 紫苏 Ｐｅｒ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Ｌ）Ｂｒｉｔｔ 川紫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１００４ 四川农业大学 系统选育

５ 川芎 Ｌｉｇｕｓｔｒｉｃｕｍ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Ｈｏｒｔ 绿芎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１００５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农业大学 系统选育

６ 白芷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ＦｉｓｃｈｅｘＨｏｆｆｍ）
ＢｅｎｔｈｅｔＨｏｏｋｆｖ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Ｂｏｉｓｓ）ＳｈａｎｅｔＹｕａｎ

川芷２号 川审药２０１２００１ 四川农业大学 系统选育

７ 川牛膝 Ｃｙａｔｈｕｌ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Ｋｕａｎ 宝膝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２００２
四川农业大学、雅安三九中药材科技

产业化有限公司
系统选育

８ 丹参 Ｓａｌｖｉａ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Ｂｕｎｇｅ 中丹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２００３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系统选育

９ 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ｅｌａｔａＢｌ 川天麻金红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３００１

西南交通大学；乐山市金口河区森宝

野生植物开发有限公司；乐山市金口

河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四川千方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

系统选育

１０ 麦冬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ｓ（Ｌｆ）ＫｅｒＧａｗｌ 川麦冬２号 川审药２０１３００２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代代为本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四川千方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

系统选育

１１ 藁本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ｓｉｎｅｎｓｅＯｌｉｖ 诚隆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３００３ 四川诚隆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系统选育

１２ 蓬莪术 ＣｕｒｃｕｍａｐｈａｅｏｃａｕｌｉｓＶａｌ 川蓬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３００４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金土地中药材

种植集团有限公司
系统选育

１３ 红花 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Ｌ 川红花３号 川审药２０１４００１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育种栽

培研究所
系统选育

１４ 川芎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Ｈｏｒｔ 新绿芎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４００２
四川新绿色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系统选育

１５ 川射干 ＩｒｉｓｔｅｃｔｏｒｕｍＭａｘｉｍ 川射干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４００３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系统选育

１６ 附子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Ｄｅｂｘ 中附３号 川审药２０１４００４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系统选育

１７ 半夏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ｔｅｒｎａｔｅ（Ｔｈｕｎｂ）Ｂｒｅｉｔ 川半夏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５００１
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格瑞恩勤恳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系统选育

１８ 赶黄草 Ｐｅｎｔｈｐｒ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Ｐｕｒｓｈ 赶黄草２号 川审药２０１５００２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育种栽

培研究所
系统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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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十二五”以来四川省选育中药材新品种情况一览表
编号 药材 基原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选育单位 选育方法

１９ 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 川红柴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５００３
四川德培源中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四川农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

系统选育

２０ 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 川北柴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５００４
四川德培源中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四川农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

系统选育

２１ 川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ｃｉｒｒｈｏｓａＤＤｏｎ 川贝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５００５
成都恩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康定

恩威高原药材野生抚育基地有限责

任公司

系统选育

２２ 瓜蒌 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Ｍａｘｉｍ 川瓜蒌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５００６
成都理工大学、四川回春堂药业连锁

有限公司
系统选育

２３ 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ｄｅｎｎｅａｎｕｍＫｅｒｒ 川科斛２号 川审药２０１５００７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系统选育

２４ 灵芝 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ｌｕｃｉｄｕｍ（ＬｅｙｓｓｅｘＦｒ）Ｋａｒｓｔ宇泽灵芝 川审药２０１５００８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系统选育

２５ 灵芝 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ｌｕｃｉｄｕｍ（ＬｅｙｓｓｅｘＦｒ）Ｋａｒｓｔ三祥灵芝 川审药２０１５００９ 德阳市食用菌专家大院 系统选育

２６ 云芝 Ｃｏｒｉｏｌｕｓ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ＬｅｘＦｒ）Ｑｕｅｌ 云芝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５０１０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系统选育

２７ 姜黄 ＣｕｒｃｕｍａｌｏｎｇａＬ 川姜黄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６００１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智佳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系统选育

２８ 蓬莪术 ＣｕｒｃｕｍａｐｈａｅｏｃａｕｌｉｓＶａｌ 川蓬２号 川审药２０１６００２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智佳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系统选育

２９ 益母草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ｓＨｏｕｔｔ 川益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６００３
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壹瓶科技有限

公司
系统选育

３０ 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ｅｌａｔａＢｌ 川天麻全绿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６００４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金土地中药材种

植集团有限公司，江油市明东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阿坝州九寨沟汇康

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南江县昌全中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系统选育

３１ 附子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Ｄｅｂｘ 中附４号 川审药２０１６００５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系统选育

３２ 云芝 Ｃｏｒｉｏｌｕｓ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ＬｅｘＦｒ）Ｑｕｅｌ 仙山云芝 川审药２０１６００６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系统选育

３３ 何首乌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Ｔｈｕｎｂ 攀首乌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６００７ 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系统选育

３４ 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ｃｕｍＲｅｈｂｆｖａｒ
ｄｅｎｎｅａｎｕｍ（Ｋｅｒｒ）ＺＨＴｓｉ

乐斛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６００８
乐山农业科学研究院，乐山市乐福生

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系统选育

３５ 金银花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ｓｉｍｉｌｉｓＨｅｍｓｌ 南银１号 川审药２０１６００９ 南江县农业局 系统选育

　　２０１２年国家分别在四川和海南启动了国家中
药种质资源库，四川库由成都中医药大学承建，已于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通过项目建设验收，形成了由长期库、
中期库、短期库、种质圃、离体库及ＤＮＡ库有机融合
的保存体系，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中药种质资源保存

中心。拟将完成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所收集中药种

质资源的保存，预计共收集、保存种质资源达 ５万
份，库容量２０万份［１９］。

２２　川产道地药材种子种苗基地建设　四川省承
担了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专项２
批国家基本药物所需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

任务。采用“三位一体（科研 ＋基地 ＋服务）”建设
思路，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作为国家基本药物所需

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指导单位，联合雅安

市政府、广安市政府、四川大学、四川省农科院、

雅安三九、四川新荷花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等

１２家科研单位及企业，共同建设了国家基本药物

所需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四川基地和四川广安基

地，包括：雅安主基地、广安基地、峨眉七里坪保

种基地、以及川贝母、附子、麦冬、川芎等多个川

产药材的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基地面积达５０００余
亩 （１亩≈６６６６７ｍ２，下同）［２０］。

系统开展了川贝母、重楼、羌活、川芎、姜黄、附

子等川产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技术、质量评价标准

研究，形成了羌活、麦冬、川贝母等川产中药材种子

种苗标准和检验规程，制定种子种苗质量标准３０余
项，制定种子种苗繁育及生产技术规程３０余项，填
补了西南区多种中药材种子种苗标准的空白。针对

南繁育品种的繁育技术瓶颈开展研究，成功突破了

川贝母、羌活、华重楼等难繁育品种的一些繁育技术

瓶颈，使得川贝母、羌活等难繁育品种的种植面积得

到大幅度提高，川贝母、重楼、羌活种子种苗年生产

能力达 ４５００万株以上，羌活年可推广种植面积
３０００亩以上，截止２０１７年底实际累计推广羌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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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亩，川贝母大棚种植面积达１８０００ｍ２。对附
子、川芎、麦冬、红花、赶黄草、栀子、味连、黄柏、姜

黄、郁金等常规中药材品种进行种子种苗繁育生产，

年种子种苗生产能力超２亿株，可推广种植面积将
近６万亩。配套建设中药材种子种苗检测实验室，
２０１７年１月获批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二级实验室
【川中科实（２０１７）００６】。
２３　川产道地药材生产区划及 ＧＡＰ生产　根据四
川省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最新成果，川中医药

强省办发〔２０１９〕６号发布《四川省中药材产业发展
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按照四川省中药材产地适
应性原则，同时结合地貌、气候及水文等因素将我省

中药材产区划分为４个区划：四川盆地药材生产区、
盆地边缘山地药材生产区、川西高原及川西高山峡

谷药材生产区和攀西地区药材生产区［５］。见表４。
２０１９年，我们在四川省第三次、第四次全国中药资
源普查成果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川产道地药材的研

究历史及生产区划现状，收集整理了四川省的海拔、

温度、降水量、土壤等生态因子，以及近期四川省的

ＤＥＭ、ＥＴＭ遥感影像、四川省土地利用信息、四川省
行政区矢量边界等数据信息，四川省土地利用信息，

基于ＧＩＳ的环境因子，如海拔、温度、降水量等的叠
加分析，对四川省８６种道地药材的适宜分布区域与
最适宜分布区进行了研究，获得了８６种道地药材的
适宜分布区域与最适宜分布区的分布图与分布面

积。同时，根据药材的实际分布情况进行了验证与

校正。编撰出版了《川产道地药材生产区划》，对于

加强道地药材资源保护和生产管理，规划引导川产

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生产，

稳步提升中药材质量具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多年发展，２０１７年四川省人工种植中药材
面积约 ６３７万亩，其中三木药材及林下种植药材
３３１万亩。单品种种植面积上万亩的有 ５３种，川
芎、川贝母、川麦冬、川白芷等道地药材的人工种植

面积居全国第一。中药材年产量１０２万吨，年总产
值达１７３亿元，其中产值超过千万元的品种３１种。
中药材出口日本、韩国、香港等２１个国家和地区，金
额达２５７亿元。已有川芎、麦冬、川贝母、附子、丹
参、姜黄、天麻、鱼腥草、白芷等１６个品种、２４个川
产中药材基地通过国家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ＡＰ）认证，国家ＧＡＰ认证数量全国第一［５］。与之

配套的区域内种子种苗繁育基地涉及１０余个道地
药材和珍稀名贵品种，涵盖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区、盆

周山区、川西北高原区和攀西亚热带区，总面积超过

１３０ｋｍ２，市场竞争优势明显［１９］。

２４　川产道地药材认证与质量保障体系　２０１６年
５月，在中国中药协会推动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
管的现代中药资源动态检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中心参

与组建成立第三方认证机构———中健安检测认证中

心，率先在国内开展道地药材认证。２０１８年７月，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健安检测

认证中心、四川华邑检测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发

起申请成立“川产道地药材品质评价与认证标准研

究中心”，旨在为进一步研究川产道地药材的形成

模式与科学内涵，制定川产道地药材生产和质量管

理规范及质量评价体系，建立可持续的道地药材生

表４　四川省四大中药材产区的主要生态特征与指标

项目 四川盆地药材生产区 盆地边缘山地药材生产区
川西高原及川西高山峡谷

药材生产区
攀西地区药材生产区

主要地域 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资

阳市、眉山市、自贡市、内江

市、遂宁市、南充市、广安市

宜宾市、泸州市、乐山市、雅安市

（汉源县、石棉县除外）、达州市、

巴中市、广元市

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木

里县）

凉山州 （木里县除

外）、攀枝花市、雅安

市（汉源县、石棉县）

地貌 平原、丘陵、山区 丘陵、山区 高山峡谷与高原 山区与干热河谷、丘陵

气候带 亚热带湿润气候 亚热带湿润垂直气候 北亚热带、温带、寒带垂直

气候

南亚热带气候、中亚

热带

年均温（°Ｃ） １５～１８ １３～１８ ０～１２ １６～２１
!

１０℃年积温（℃） ４７００～５２００ ４５００～５０００ ６００～４５００ ５６００～７０００
无霜期（ｄ） ２８０～３１０ ２８０～３１０（盆地南缘）；

２２０～２６０（盆地北缘）
５０（高原）～２４０（峡谷） ２５０～３１０

年照时数（ｈ） ８９０～１３７０ ８００～１４００ ２２００～３０００ ３２００～３３００
年均降雨量（ｍｍ）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８００～１８００ ５２０～８９０ ７００～１０００

主要适宜品种 川芎、附子、麦冬、白芷、半

夏、丹参、郁金、姜黄、泽泻、

白芍、红花、川明参、鱼腥

草、补骨脂、佛手、栀子、天

门冬、石斛、乌梅、银杏等。

杜仲、厚朴、黄柏、黄连、金银花、

天麻、川牛膝、桔梗、大黄、仙茅、

川乌、天门冬、重楼、白及、吴茱

萸、秦皮、银耳、川续断、使君子、

乌梅、银杏、百部等。

天麻、大黄、川贝母、秦艽、

甘松、波棱瓜子、手掌参、羌

活、独活、红毛五加、红景

天、龙胆花、麝香等

重楼、天麻、补骨脂、

大黄、黄柏、杜仲、川

续断、三七、附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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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模式；道地药材认证及标准研制的主要研究内容

包括：道地性考证研究、种质资源研究、质量安全标

准研究、生产技术标准研究、特色加工技术标准研究、

药材质量标准研究及包装、贮藏与运输标准研究等。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
准发布了四川省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的

《川产道地药材认证通则》等 １０项中医药地方标
准，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正式实施。见表５。
　　中华中医药学会积极发挥行业影响力和领导作
用，组织全国中药行业专家开展《道地药材》团体标

准的编制工作，目前已完成对行业公认的１５６种道
地药材团体标准的编制，其中川产道地药材占 ４９

种。见表６。

表５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首批１０项中医药地方标准清单

序号 地方标准名称 地方标准编号

１ 川产道地药材认证通则 ＤＢ５１／Ｔ２５６５２０１８
２ 川产道地药材认证土壤环境质量管控 ＤＢ５１／Ｔ２５５９２０１８
３ 川产道地药材认证姜黄 ＤＢ５１／Ｔ２５６１２０１８
４ 川产道地药材认证川芎 ＤＢ５１／Ｔ２５６２２０１８
５ 川产道地药材认证党参（九寨） ＤＢ５１／Ｔ２５６３２０１８
６ 川产道地药材认证羌活 ＤＢ５１／Ｔ２５６４２０１８
７ 川产道地药材种苗分级麦冬 ＤＢ５１／Ｔ２５５７２０１８
８ 川产道地药材生产技术规程白芷 ＤＢ５１／Ｔ２５５８２０１８
９ 川产道地药材生产技术规程附子 ＤＢ５１／Ｔ２５６０２０１８
１０ 川产道地药材生产技术规程丹参 ＤＢ５１／Ｔ２５６６２０１８

表６　道地药材名单表（来自中华中医药学会《道地药材》团体标准目录）

序号 药材名 序号 药材名 序号 药材名 序号 药材名

１ 东北人参 ４０ 南五味子 ７９ 信前胡 １１８ 云南草果

２ 北芪 ４１ 川牡丹皮 ８０ 茅山苍术 １１９ 滇龙胆

３ 西甘草 ４２ 川独活 ８１ 苏薄荷 １２０ 滇重楼

４ 三七 ４３ 川杜仲 ８２ 苏芡实 １２１ 天麻

５ 肉桂 ４４ 川佛手 ８３ 霍山石斛 １２２ 诃子

６ 潞党参 ４５ 川甘松 ８４ 凤牡丹皮 １２３ 湘莲子

７ 岷当归 ４６ 川干姜 ８５ 亳白芍 １２４ 湘玉竹

８ 宁夏枸杞 ４７ 川骨脂 ８６ 亳菊 １２５ 邵阳龙牙百合

９ 蕲州艾叶 ４８ 川厚朴 ８７ 亳桑皮 １２６ 鳖甲

１０ 密银花 ４９ 川牛膝 ８８ 亳紫菀 １２７ 辰砂

１１ 怀地黄 ５０ 川羌活 ８９ 滁菊 １２８ 常吴萸

１２ 怀菊 ５１ 川升麻 ９０ 贡菊 １２９ 阿胶

１３ 怀牛膝 ５２ 川郁金 ９１ 滁州白头翁 １３０ 东银花

１４ 怀山药 ５３ 川泽泻 ９２ 宣木瓜 １３１ 莱阳沙参

１５ 浙白术 ５４ 川枳壳 ９３ 安苓 １３２ 青州蝎

１６ 浙贝母 ５５ 川枳实 ９４ 广陈皮 １３３ 半夏

１７ 浙麦冬 ５６ 川续断 ９５ 化橘红 １３４ 徐长卿

１８ 浙玄参 ５７ 川白芍 ９６ 阳春砂 １３５ 远志

１９ 浙延胡索 ５８ 川附子 ９７ 广巴戟 １３６ 祁薏米

２０ 杭白菊 ５９ 川君子 ９８ 广地龙 １３７ 祁紫菀

２１ 杭白芍 ６０ 川木通 ９９ 广佛手 １３８ 西陵知母

２２ 杭白芷 ６１ 川车前 １００ 广藿香 １３９ 河北款冬

２３ 台乌药 ６２ 建神曲 １０１ 广首乌 １４０ 邢枣仁

２４ 温郁金 ６３ 建莲子 １０２ 广香附 １４１ 安阳花粉

２５ 淳木瓜 ６４ 建青黛 １０３ 广益智 １４２ 禹白附

２６ 淳萸肉 ６５ 建泽泻 １０４ 合浦珍珠 １４３ 西大黄

２７ 杜吴萸 ６６ 北五味 １０５ 广岗梅 １４４ 秦艽

２８ 川芎 ６７ 辽细辛 １０６ 高良姜 １４５ 连翘

２９ 川乌 ６８ 关龙胆 １０７ 广西罗汉果 １４６ 秦皮

３０ 川椒 ６９ 关白附 １０８ 广西蛤蚧 １４７ 潼沙苑

３１ 川黄连 ７０ 关防风 １０９ 广西莪术 １４８ 银柴胡

３２ 川黄柏 ７１ 东北蛤蟆油 １１０ 广豆根 １４９ 汉射干

３３ 川姜黄 ７２ 东北鹿茸 １１１ 八角 １５０ 锁阳

３４ 川楝子 ７３ 江香薷 １１２ 海南沉香 １５１ 赤芍

３５ 川麦冬 ７４ 江栀子 １１３ 广槟榔 １５２ 肉苁蓉

３６ 川白芷 ７５ 江枳壳 １１４ 云当归 １５３ 黄芩

３７ 川贝母 ７６ 江枳实 １１５ 云黄连 １５４ 赤芝

３８ 川大黄 ７７ 江吴萸 １１６ 云苓 １５５ 铁皮石斛

３９ 川丹参 ７８ 江车前 １１７ 云木香 １５６ 资丘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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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四川省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汇总表（截止２０１９年４月）

地理标志产品名单（中药材）

　　　　　　　　　　　　　　　　中药材名称　　　　　　　　　　　　　　　　数量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名单（药材类）

　　　　　中药材名称　　　　数量 总数量

江油百合、江油附子、布拖附子南江金银花、夹江叠鞘石斛、合江金钗石斛、宝兴川牛膝、金

口河川牛膝、中江白芍、都江堰川芎、都江堰厚朴、平武厚朴、平武天麻、梓潼桔梗、九寨猪

苓、巴州川明参、苍溪川明参、青川天麻、松贝（松潘产区）、金堂明参、涪城麦冬、刀党、金川

秦艽、金口河乌天麻、川白芷、中江丹参、雅连、旺苍杜仲、南江杜仲、南江厚朴、米易何首乌

３１

崇州郁金、阆中川明参、苍溪川明

参、天全川牛膝、荥经天麻、芭蕉木

瓜、仪陇半夏、彭州川芎、大邑黄连
９ ４０

　　截止２０１９年４月，根据“中国地理标志网”（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ｇｉｇｏｖｃ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Ｌｉｓｔ／）和“全国农产
品 地 理 标 志 查 询 系 统 ”（网 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ｎｌｕｙｕｎｃｏｍ／）查到的全国中药材地理标志产
品数为３１１种，其中四川省有４０种，占比１２９％，名
列全国各省之首。见表７。
２５　川产道地药材动态监测及溯源体系　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２０１３年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要点”
提出基本建成由中心平台、监测站和监测点组成的

国家基本药物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和信息服务体系，

分析中药资源动态变化趋势，提供中药材主产区的

产量、流通量、质量和价格等信息，开展相关检测检

验等技术服务，逐步形成区域性、综合性服务平台。

经过多年建设，现已基本建成了覆盖全国、由监测

站省级中心中心平台构成的中药资源动态监测网
络体系［２１］。

四川省级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平台依托四川省中

医药科学院建设，建立了四川省种子种苗繁育及中

药材栽培信息平台和技术服务体系，通过平台发布

种子种苗繁育基地、种子种苗供需、中药材规范化种

植技术、种子种苗繁育技术、产业政策等相关信息。

通过技术服务体系，开展技术培训、技术咨询与指

导、生产推广等的技术服务，指导企业开展种子种苗

繁育生产，指导农户进行中药材种植生产，促进了中

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及中药材种植基地的发展。

四川省内现建有省级中心一个，动态监测站４个，分
别为荷花池站（成都站）、彭州站、三台站、甘孜站

（新建）。荷花池站位于成都荷花池中药材市场，主

要面向荷花池中药材市场进行中药材信息监测，同

时覆盖崇州市、天全县、峨眉山市、汉源、峨边、马边、

沐川等主要中药材种植区域。彭州站主要覆盖彭

州、阿坝、都江堰、大邑县、宝兴县等主要中药材种植

区域。三台站主要覆盖三台、安县、北川、红原、松

潘、平武、江油、宣汉、万源等主要中药材种植区域。

甘孜站（新建）主要覆盖康定、石棉、德格、理塘、稻

城等主要中药材种植区域。４个动态监测站基本覆
盖了四川省内主要中药材种植区域。

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溯源项目团队自２００９年
以来，已开展了中药溯源的学术研究、市场调研、专

家论证和试点，完成了中药溯源商品分类标准制定、

中药溯源编码体系制定，以及第一代、第二代中药溯

源系统软硬件平台开发，目前已进入区块链平台重

构阶段。已完成中药材溯源公共服务平台相关系统

软硬件初期建设，制订了溯源公共服务平台运行规

则。研发的中药材溯源标准体系和溯源编码标准体

系在国内属首创［２２］，为川产道地药材健康发展提供

有力的技术支撑。

３　川产道地药材高质量发展策略
３１　政策保障　高质量发展是２０１７年我国首次提
出的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新表述。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必然要求，更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

求［２３］。

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正循着“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理念在实践的道路

上不断前进。２０１８年，农业农村部等发布《全国道
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国家
通过道地药材评价体系建设，支持道地中药材品种

选育，扶持道地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加强道地中药

材生产基地生态环境保护，鼓励采取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等措施保护道地中药材。到２０２０年，建立道地
药材标准化生产体系，基本建成道地药材资源保护

与监测体系，加快建设覆盖道地药材重点产区的生

产基地。到２０２５年，健全道地药材资源保护与监测
体系，构建完善的道地药材生产和流通体系，建设涵

盖主要道地药材品种的标准化生产基地，全面加强

道地药材质量管理，良种覆盖率达到５０％以上，绿
色防控实现全覆盖［２４］。这就是全国道地药材未来

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

川产道地药材资源保障是中医药事业、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基石。近年来，四川省中药材产业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中药工业产值占全省医药工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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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稳定在４０％以上。四川中药产业不仅是特色
产业，也是优势产业，更是我省医药领域的“重中之

重”产业。就川产道地药材而言，产布局缺乏科学

规划，种植生产不规范，种植基地基础设施落后，科

技创新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大品种、大品牌打造和大

产业集成滞后等问题突出，已经成为川产道地药材

产业资源优势未能更加高效转化为市场优势和区域

经济优势的制约因素。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成立了四
川省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川质监函［２０１８］
２６５号），秘书处承担单位为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归口部门为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自此四川省中药

材种子种苗繁育技术规程和质量标准的归口部门也

由农业、林业相关部门调整为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归口。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三个一批”

建设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川办发

〔２０１８〕９８号）》要求抓好重点基地建设，打造１０～
１５个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优质道地药材生产基
地，切实提升川字号中药材品质与数量，培育一批在

全国有影响力的川产道地药材大品种。重点扶持的

各种植基地面积均达５０００亩以上，其核心示范区
域面积不低于３００亩，符合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ＧＡＰ）基地建设标准，配套建有种子种苗繁育基
地和规范化药材产地初加工基地，建立药材追溯体

系，取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３个以上［２５］。

２０１９年，川中医药强省办发〔２０１９〕６号发布
《四川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制
定２０２５年四川省中药材产业发展目标：中药材种植
面积达８５０万亩（含三木药材及林下种植药材３５０
万亩），中药材种植业年总产值达３００亿元以上，全
省中药材种植的质量和效益大幅度提升，种植面积

稳步增加。打造５０个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的优
质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切实提升川字号中药材品质

与数量，培育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川产道地药材

大品种和优势品种［５］。

最新颁布的《四川省中医药条例（２００９修订）》
明确提出，加强野生、珍稀濒危动植物药用资源和药

材原产地保护工作，建立中药数据库和特有药材种

质资源库、基因库，培育和保护区域药材知名品牌，

促进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２６］。

３２　关键技术
３２１　建设川产道地药材遗传数据资源平台　２００９
年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等科学家联合发起的千种植

物转录组计划（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ｎｅｋｐｃｏｍ／）计划完成
１０００种植物的转录组测序，覆盖了大部分的植物科
级分类，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植物遗传资源计划，

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该计划已完成１４００余种植物
的转录组数据测序、归档和分析工作［２７］。川产道地

药材的研究是十分典型的需要结合遗传、代谢、环境

等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的领域，而如此复杂的研究课

题和数据构成，将更多的依赖于多学科的专家联合

贡献，甚至在同一套数据基础上给出不同角度的解

释。２０１７年开始，我们与华大基因合作开展１００种
川产道地药材３００个样品的大规模转录组研究，为
川产道地药材遗传数据资源平台奠定基础［２７］。见

图１。平台全面整合道地药材的样本采集数据，样
本实验数据，图片资源及遗传分析数据等，并开发基

于道地药材遗传资源数据的服务，开发快捷的数据

查询、检索、数据上传和下载功能，建立数据全面、界

面优良、使用便捷、系统稳定的药用植物资源和数据

资源共享平台。为未来所有药用植物转录组资源研

究者开放数据上传和使用通道。充分利用植物遗传

资源大数据可以有效补充现有药用植物遗传资源的

数据积累，而且药用植物只有与植物界的遗传资源

进行对比参照研究才能在更大的视野层面上有新的

发现。

图１　川产道地药材数据资源平台示意图

３２２　科学制定川产道地药材生产区划　以第四
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为契机，开展中药材野生资源

与种植的品种、规模、产量、相关技术支撑等基础数

据的系统性收集、整理及集成，建立省、县（区、市）、

乡（镇）３级中药资源普查数据库。建设川产道地药
材国家中药种质资源库及中药资源保存圃，基于５Ｇ
移动通讯等信息化技术对我省８６种道地中药材资
源、野生珍稀濒危中药资源实施动态监测，科学制定

川产道地药材区划，定品种、定产地、定产量，建设道

地药材生产基地，发挥道地药材的品质特性。

３３３　建立健全符合实际的川产道地药材标准　
　　遵循中医药特点与药材自然生长规律，加快四
川中药材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道地药材生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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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产品标准、加工标准、贮藏标准，启动并推进川产

道地药材认证。开展基于区块链、云和大数据的第

３代中药溯源平台重构建研究，建设中药质量追溯
行业服务平台管理系统。推动建立体现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导向的国内及国际市场定价标准。

３３４　制定川产道地药材重点发展名录　一方面
以广义中药学指导姜黄、桔梗、党参、灵芝等药食同

源川产道地药材药食同源川产道地药材率先取得突

破，把中药理论、临床应用、综合开发、产业发展、健

康服务、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等相关要素

整合为一，在整合的前提下对中药的全技术链、全产

品链、全产业链进行综合性创新，以指导中药大品种

培育和推进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２８］。另一方面以

川贝母、附子、川芎、麝香等疗效卓著的川产道地药

材品质提升为抓手，推进道地药材生产、加工和临床

应用协调发展。

３３５　突破川产道地药材高质量发展技术装备瓶
颈　要实现川产道地药材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推
动传统川产道地药材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交会融合，

基于新一代移动５Ｇ通讯技术 ＋区块链技术 ＋道地
药材，提升川产道地药材生产体系、质量体系、溯源

体系的智能化水平。强化创新科技在中药材种质资

源保护、种子种苗基地构建、道地药材药材种植技术

推广、种植关键技术装备升级的引领作用。

总之，四川地域横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

高原、秦巴山地、四川盆地几大地貌单元，地势西高

东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差异悬殊，平原、丘陵、山

地、高原４种地貌类型齐全，不仅是长江和黄河上游
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中国西部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宝库。川产道地药材资源保障与高质量发展不仅

对于保障和提升本地区中药材质量意义重大，更是

在支撑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

的健康需要，助力精准扶贫和生态环保等多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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