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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上发力

产业提质升级

在龙陵县龙山镇林下经济示范
园里，一大片通过人工寄生的石斛
生机盎然。“中国紫皮石斛之乡”龙
陵县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优势
和品牌优势。锚定百亿元产值目标
定位，经过多年发展，龙陵县初步形
成集标准化种植、精深化加工、品牌
化销售、康养观光食用于一体，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的石斛全产业链。截
至目前，全县培育了 137个市场主
体、带动88个村（社区）6000余户种
植专业户、7.5万余人直接或间接从
事石斛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县总人
口的 24.5%以上，人均年收入 7600
余元。

2023年，龙陵县林源石斛开发
有限公司投资建成了集石斛花卉推
广展示、新创联盟中心、合作农户家
庭经济种植代卖、石斛花卉研究专
家工作站、大学生创业直播卖场等
业态与板块于一体的中国石斛花卉
交易展示中心。公司通过中心加大
与种植户、合作企业的资源结合，集
群化、科学化、规模化生产，保证了
产品源头质量品质，打响了旗下的

“古箐宝”品牌。
一味好药材，一头连着农户一

头连着市场。云南的上千万亩中药
材种植广布全省16个州市，全省中
药材产业从业农民144.6万人，人均
创造产值3.5万元。中药材产业在优
化当地农业结构、提供农村发展新
动力、形成联农带农富农共赢局面、
助力乡村振兴方面作用显著。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公司+基
地+农户”和“合作社+基地+农户”
已成为中药材产业的主要发展模
式。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烟草专卖
局（分公司）积极探索“烤烟+中药
材”轮作新模式，在烟后种植当归
苗、红花等中药材。此前，不少农田
在烤烟收完后就闲置了下来，烟农
收入也很单一。如今，烟区土地严格
规范前茬作物的肥料、农药种类和
数量，科学设定轮作周期，烟田逐渐
实现有序轮作，不仅让原本的“烟后
闲田”能够“一地两收”，也为农民拓
宽了增收致富的渠道。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是云南省
首批确定的20个“云药之乡”之一。
近年来，禄劝县持续规模化、专业
化、品牌化打造中药材产业，在龙头
企业的带动下，建成联农带农基地
42个，带动3万多户农户参与种植，
药农种植药材人年均收入 5500元
以上。为了能让更多农户享受联农
带农政策的红利，云南道地药材城
有限公司为暂时没有经济条件的农
户免费提供种苗，并开展指导和培
训，待到农户获得收益后再将资金
返还给企业，并通过保底价收购解
决种植农户的后顾之忧。中药材产
业已成为禄劝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
柱产业、富民产业。

复杂的地质环境形成了云南
特有的高原特征和丰富的药物资
源。三七、重楼、砂仁、天麻、当归等

“十大云药”农业产值超过 10 亿
元，三七、灯盏花、草果等产量均占
全国总量的 90%以上，滇重楼、云
木香、云茯苓、砂仁、石斛等中药材
占全国市场供给量的半壁江山。文
山三七、昭通天麻、红河灯盏花、龙
陵紫皮石斛、广南铁皮石斛、程海
螺旋藻、瑞丽石斛、福贡云黄连等8
个品种获准实施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

为形成在全国具有引领作用
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加工基地，
保障中药材质量稳定、均一、可
靠，树立“云”字号药材国内国际
信誉，2023年 10月，我省启动中药
材 GAP 基地评价工作，强化道地
药材资源保护和生产管理，进一
步提升云南省中药材在种植、采
收、加工、储存等环节的规范化水
平，切实推动云南中药材产业高
质量发展。

今年 5月，普洱良宝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云南京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云南泽润三七种植有限公司、
云南七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
白药集团太安生物科技产业有限公
司的 13个基地成为云南省首批中
药材GAP基地。

保山市现有中药材重点产业基
地 10个，中药材GAP基地 4个。依
托资源优势，保山市积极与中国农
科院等科研单位开展技术合作，朱
有勇院士科技服务站等科研机构相
继落户保山，组建了腾药研究院、中
国·龙陵石斛种质资源保护研究中
心，建成本草源、御寿园等种质资源
库（圃），全市中药材产量（干品）
2611吨，有机基地面积 5.31万亩、
产品认证数77个，获得绿色食品认
证的基地5908亩。

作为云南道地中药材的主产
区，近年来，曲靖市积极建设以银
杏、白及为主的沾益、宣威特色原料
药产业带，以小黄姜、薏仁为主的罗
平、师宗、富源药食同源产业带，构
建罗平小黄姜、沾益滇黄精南北核
心区，麒麟、沾益、罗平、师宗、宣威
5个县（市、区）被认定为全省“云药
之乡”，沾益建成全国最大的银杏连
片种植基地。

得益于各地立足优势，深耕产
业，云南中药产业种植面积、产量、
农业产值等主要经济指标连续6年
全国第一。2023年，全省中药材种
植面积 1030.48 万亩，同比增长
5.7%；农业产值535亿元，同比增长
13.8%；加工产值 488亿元，同比增
长7.5%；三产产值627亿元，同比增
长 1.4%；综合产值 1650亿元，同比
增长7%。

清晨，全国17个经批准成立的
中药材市场之一——昆明市菊花园
中药材专业市场开门迎客，随着一
辆辆满载着中药材的货车入场，市
场开启了热闹交易的一天；

田间地头、中药材种植基地里，
药农们除草、施肥，为金秋的丰收打
牢基础；

产业园内，一个个新引进的项
目正如火如荼建设，为延长中医药
产业链加足马力……

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和资源优
势，我省积极延链补链强链，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通过做大做强龙头企
业，带动产业集群发展，在高质量发
展中塑成优势、赢得主动。

目前，包括昆明高新区、玉溪高
新区、楚雄经开区、文山三七产业园
等在内的一批特色“云药”产业集群
已经形成。通过创新基础设施打造
质量品牌、培育引进龙头企业，云药
产业释放出巨大潜力。

文山是三七的原产区和主产
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先后引进
华润集团、漳州片仔癀、云南白药集
团等药企巨头落地，以华润集团为

“链主”企业，采取收购、并购等融资
方式，整合三七生产企业，加强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形成以三七为
主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打造行业、
市场领军企业“单项冠军”，其中云
南白药集团文山七花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收入突破10亿元，税收突破亿
元大关。

楚雄彝族自治州坚持以龙头企
业为引领，高标准打造现代医药产
业园区，目前已成为云南省第二大
中药材产业聚集区。该州建成庄甸
和赵家湾两个专业化医药园区，庄
甸医药园区成为全省重点打造的中
药配方颗粒产业基地，神威施普瑞
药业、盘龙云海、天利药业、金七制
药等一批知名生物医药企业聚集园
区内发展。

随着龙津药业、植物药业、理想
药业等知名企业纷纷落户昆明高新
区，昆明市逐步构建起以高新区中
医药链条发展为核心，集仓储物流
配送、饮片生产、展示交易等功能于
一体的中药材产业集群。2024年，
瞄准稳定中药材种植面积30万亩、
农业产值增长5%、加工业产值增长
6%的目标，昆明市加快推进中药材
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省各地注重发挥企业主导作
用，向中药材精深加工拓展，开发了
中药材药用部分保健食品、功能性
食品、保健用品、特殊用途化妆品等
延伸性产品，开展药食同源类产品
的研发和商品化生产加工，向中药
材精深加工、物流贸易、中医药康养
等领域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延伸。同
时，充分利用生态环境优越等优势，
引导各类企业参与建设中药材特色
生态种植示范区，集中力量打造一
批相对集中连片、生产要素集聚、设
施装备先进、技术模式领先的示范
基地，带动全省中药材生产向规范
化、专业化转变。

2023年，全省建成年生产能力
提升10万吨以上加工厂20个，全
年加工中药材 64.95万吨，加工
产值达 44亿元，销售额达 627
亿元；全省中药材企业
1713 家，规模以上企业
274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
企业111家，超
100 亿 元
企业1户、
10亿元至
100亿元企
业 2 户、5 亿
元至 10 亿元企
业 5户，逐步形成
与全省中药材种
植规模相适应的
加工发展格局。

“这里是良种繁育区，我们公司
和西南林业大学共同选育的‘林麻
1号天麻’，被云南省林木品种审定
委员会认定为良种，是云南省目前
唯一经过认定的天麻良种。”小心翼
翼地拨开覆盖在泥土上的树枝，看
着充满生命力的“天麻宝宝”探出头
来，玉溪玉浦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布玉武笑开了颜。

“滇中天麻之所以口感好、天麻
素含量高，良种和良法缺一不可。”布
玉武介绍，滇中降雨量比较少，本来
并不是天麻最适宜环境，但通过公司
自主研发改良的天麻种植良法——

“移动菌材法”，不仅能在滇中种出高
品质天麻，且种植时间大大缩短，为
群众增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近年来，我省不断通过良种育
繁助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在种质资源方面，建立省级药用
植物滇中种质资源圃、省级三七种质
资源圃、省级药用植物滇西北中药材
种质资源圃等多个种质资源圃，共收
集三七、天麻、灯盏花、重楼等10余
种不同中药材种质材料1万余份，为
我省特色中药材品种保护、扩繁及品
种优选、杂交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品种选育方面，选育登记园
艺新品种三七、滇重楼、天麻、灯盏
花、云木香、云当归等“十大云药”品
种 100余个，审定中药材良种 5个。
开展了白及、滇重楼、滇黄精、云木
香、石斛、贝母等 17种优势特色药
用植物的品种选育工作，选育登记
新品种18个、认定良种20个。

在良种繁育基地方面，建设中药
材良种繁育基地103个，其中“十大
云药”均建立良种繁育基地。随着良
种繁育基地建设的稳步推进，全省中
药材种植优势优质品种逐渐形成。

三七是中药材的瑰宝，但因为
生长周期长、对种植环境要求高、繁
育过程复杂、连作障碍等，产业发展
一直受到制约。通过实施品种选育
培壮工程，目前文山州成功研发出
13个三七新品种和良种，三七轮作
年限从 20年以上缩短至 5年，推广
林下三七种植2000余亩，文山市被
认定为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
地，文山三七种质资源圃被认定为
省级作物种质资源圃。

玉溪市经过多年努力，培育出
一批独具特色优势的中药材，包括
芦荟、滇重楼、滇黄精、天门冬、露水
草、乌天麻等。玉溪种植的乌天麻天
麻素含量达1.095%；新平彝族傣族
自治县种植的滇重楼重楼皂苷含量
达2.5%，生产的露水草就地提取后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占据市场份额
的 40%左右；华宁县种植的云南大
天冬以个大质优受到市场追捧，种
植面积占全省的56%。

下一步，我省将建立健全产业支
撑与服务体系，加强中药材种业成果
转移转化与示范应用，提高全省高标
准基地、GAP基地、有机基地中的良
种覆盖度与应用率。逐步完善种业质
量监督管理技术，加强基础研究，提
升中药材育种和制种水平，培育云南
中药材种业龙头企业，加快推进中药
材种业标准化、商品化、品牌化，进一
步打通研产连接渠道，努力实现科研
成果从案头向田头转化。

盛夏时节，云岭大地万物并秀，

各类中药材及种苗长势喜人，孕育着勃

勃生机。

走进位于文山市城郊的文山三七产业园区，

厂房鳞次栉比，30多家生物医药类企业汇集于

此，已形成集三七科研、加工、交易、文化展示于

一体的产业带。配制、灌装、灭菌、灯检、贴签、机

器人封装……在云南白药集团文山七花有限责

任公司的综合制剂车间里，以道地鲜三七为原料

的气血康口服液生产线有序运行。

在华润昆药集团有限公司，随着GAP（中

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全

产业链正在向基地化、规模化、标准化、组织化

发展。

从“野草”到药草，从药草到药品，在科技赋

能下，“土特产”文山三七的生态价值、资源价值、

经济价值得到充分彰显。

云南是中药材种植大省，也是全国中药材重

要产地，中药材种植面积、产量、农业产值等主要

经济指标均居全国前列，已成为全国产业规模

大、品种全的道地药材主产区。着眼产业高质量

发展目标，云南积极探索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

创新引领，链上发力，推动全省中药材产业升级、

提质、增效，迈向价值链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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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常规种植中药材品种约300种，云南有145种，占比48%

全国大宗药材品种40种

云南10种，占25%

三七、草果、天麻、重楼、木香、砂仁等18种中药材

种植面积均突破10万亩

三七、重楼、砂仁、天麻、当归等
“十大云药”的农业产值

均超过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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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晓蓉 段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