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州市中医药管理局
达市中医药函〔2024〕32 号

达州市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第 486号提案

办理情况（A）的函

王红旗委员：

你在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大道

地药材生态种植，推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第 486

号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情况函告如下：

一、强化规划引领，合理布局中药材产业

编制实施《达州市中药材产业规划（2021—2025）》，明确“一

核引领、两翼带动、六极赋能、全域发展”的中药材产业发展空

间布局。“一核引领”，以通川区现代医药产业园为依托，大力发

展中药材第二产业，建立中药材饮片、提取物、医院制剂和中成

药生产线，中药材相关大健康产品集中加工区。“两翼带动”，以

宣汉、万源等北部高山地区为“北翼”和开江、达川、大竹、渠县

等南部丘陵平坝地区为“南翼”，建设标准化规划化种植（养殖）

基地，带动并重点发展道地、特色中药材种植（养殖）和产地初

加工。“六极赋能”，以达川、万源、宣汉、开江、渠县、大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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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极，发挥优势，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全域发展”，从道地

优势中药材品种筛选繁育、中药材生态种植（养殖）、产地初加

工、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线上线下交易流通等环节，健全、完

善中药材产业链，实现三产融合，构建中药材产业全域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

二、坚持创新驱动，加强中药材资源开发与利用

在全省率先出台《达州市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十四条措

施》，明确提出“推进中药材种植，支持中药材良种繁育和道地保

护”“支持中医药生产设备研发和引进”。并在市级中医药发专项

资金项目中对建设一定规模的中药材种植基地、良繁基地分别给

予 20 万元—100 万元资金补助，对新建或改扩建的中药材规范

化产地初加工企业和中药材提取物企业，按设备投入费用的 10%

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创新开展《达州市野生

药用植物保护与利用》地方立法，加强野生中药材的保护与利用，

目前草案正在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突出产业导向、需求导向，联

合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市农科院、市食药

所、自强中药、聚元药业、润雨中药等科研院所和企业，新建达

州市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创新与利用重点实验室、达州市天麻‘两

菌一种’繁育工程技术中心、达州市中药材大品种开发与利用实

验室、渠县白芍中药饮片研发重点实验室等市级科研平台，开展

中药材全产业链系统研究和中药材优新品种选育力度，成功认定

萼贝基原为太白贝母，“川重 1 号”“达梅 1 号”“渠白 1 号”获省级

新品种认定，“宣乌 1 号”获田间技术鉴定。引进中国医学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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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研究所经多年系统研发而成的箭叶淫羊藿新品种，其有

效成分含量高达 8%，高出《中国药典》（2020 年版）标准 5 倍

以上，是当前已知含量最高的淫羊藿品种资源。目前全市建有

50 亩以上的萼贝、百部、枳壳、莪术、淫羊藿、天麻等种子种

苗和良种繁育基地 19 个。

三、突出生态培育，大力发展中药材规范化种植

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推广林药间作、果药间作、

粮药间作、药药间作等生态种植模式和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结合

区域地理气候、土壤、水等综合因素，按“一县一特色品种，一

品种一示范基地”模式，建设规范化、规模化中药材种植基地。

采用“中药企业+种植户（合作社）”“科研单位+种植企业”等方

式发展“定制药园”“订单式种植”，积极培育中药材种植市场主

体，全市发展中药材种植及苗木繁育企业、专业合作社 207 家，

人工种植大宗中药材品种89种，种植面积超万亩的品种10个（厚

朴、银杏、乌梅、木瓜、木香、黄柏、黄精、百部、石菖蒲、天

麻），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81 万亩，产值达 47 亿元。达川、万源、

宣汉纳入省级中药材产业发展重点县。建有 6 个省市（中药材）

现代农（林）业园区、37 个道地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开江

县银杏基地纳入了全省首批“三个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推进，达川

乌梅被评为全国十大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为全省唯一品种，并

纳入全省 10 亿元级中药材大品种培育。宣汉、万源分别建成规

模居全国前列全国的淫羊藿种苗基地、全省最大的天麻林下仿野

生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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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焦延链强链，加快推进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坚持把中药材精深加工、全链发展作为提高产业附加值、提

升产业效益的重要环节，不断推动中药材产业向预防、保健、康

复等大健康领域拓展，促进中药材产业实现质的提升和量的突

破。加强中药材产地加工能力建设，推进中药材资源的综合利用，

在达川区、万源市、宣汉县、大竹县各建立 1 个区域综合性中药

材产地加工基地，推进中药材产地加工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提高药材加工品比例，减少“原字号”药材出市比例，增加产品附

加值。以达州市医药产业园为载体，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品牌建

设，集聚优质中医药生产企业，推动中药材精深加工集群发展，

打造完备的孵化平台、研发平台、检测平台、生产平台和交易平

台，构建现代化中医药产业新体系。持续壮大中药材经营主体，

培育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生产销售企业 47 家，引进康强

生物中药材提取项目、固源集团西南区产业园（一期）项目、年

产 5000 吨中药材精深加工生产线、新天地中药材中草药精深加

工项目等 4 个项目竣工投产，预计年新增产值 7 亿元。大力发展

中医药+康养、中医药+文旅、中医药+食品等模式，打响“巴山

乌天麻”“万源萼贝”“达川乌梅”等特色药膳品牌，建成国家级、

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13 个，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项目）

4 个，开发中医药精品旅游线路 12 条。

五、狠抓质量建设，切实提升达产中药材品质

实施“秦巴药库”品牌培育战略，成功注册“秦巴药库”商标，

印发实施《达州市培育发展道地中药材大品种工作方案》，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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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乌梅、天麻、淫羊藿 3 个大品种，打造达州道地中药材特色

产业和知名产品，擦亮“秦巴药库”区域品牌。开展中药材溯源体

系建设，已在达川、万源、宣汉、大竹遴选 15 个中药材种植基

地开展溯源试点，建成达州市中药材质量追溯平台，从源头提升

中药材质量。加强质量监管，加大中药材质量监督检查和抽检力

度，聚焦掺杂使假、染色增重、非法添加、非法渠道购入中药饮

片等问题，开展中药饮片质量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2023 年监督抽检中成药 252 批，中药饮片 44 批（不合格 11 批），

中药配方颗粒 2 批。同时，加强中药材加工、中药材质量标准的

宣传和技术指导，督促中药材生产企业加强《关于规范中药材产

地趁鲜切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川药监发〔2023〕40 号）、

关于发布《四川省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品种目录（第一

批）》和《四川省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质量管理指南（试

行）》的公告（2023 年第 14 号）等文件的学习和利用，成立中

药材专家特派团，聚焦企业产业技术难题，精准提供科技帮扶。

下一步，我局将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推动中药材产业高

质量发展。一是加强中医药资源保护与利用。大力发展中药材林

下种植、野生抚育和仿野生栽培等生态种植，切实提高中药材质

量。加快推进《达州市野生药用植物保护与利用条例》地方立法，

制定达州道地品种和主导优势品种的地方标准，构建秦巴地区野

生珍稀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加大中药资源保护和开发力度，实现

中药材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二是加强中医药科研创新。对乌梅、

淫羊藿、天麻、萼贝等达州道地大宗药材产业化发展进行系统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