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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道地药材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

鲍江峰,宗庆波,马毅平,陈盛虎

湖北省果茶办公室,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　２０２１年,湖北省委省政府将道地药材列入农业１０个主导产业链之一大力发展,湖北省道地药材产

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本文从产业基础、产业实力和产业融合三个方面概述了湖北省道地药材产业发展现状,

指出了湖北道地药材政策机遇利好、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优势区域布局形成、重点品种优势突出和社会效益明显

等五大产业优势,以及发展质量不高、龙头拉动不强、道地品牌不够、科技政策不力、产品研发不足和三产融合不

够等六大短板问题,提出了推动湖北省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和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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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是“药祖”炎帝神农和“药圣”李时珍的故

乡,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是全

国道地药材主产区之一.全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

结果表明,湖北省拥有中药资源３９７４种,居全国第

五位,中药材产量居全国第七位.近些年来,在湖北

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湖北省中药材产业规模

不断扩大,发展势头稳步向好,成为决战脱贫攻坚、
助推乡村振兴的亮点产业和优势产业,但同优势省

份相比,仍然存在产业规模不够大、道地品种不够

优、知名品牌不够响、创新发展不够快等短板问题,
湖北省作为道地药材资源大省,离道地药材产业强

省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２０２１年３月,中共湖北省

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的意见»,明确提出将道地药材列入农业１０个主导产

业链之一大力发展[１],湖北省道地药材产业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为抢抓发展机遇,在产业调研和生产调度

的基础上,本文从湖北省道地药材产业整体情况、发
展优势和存在短板、发展展望三个方面作了分析阐

述,以期为湖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湖北省道地药材产业整体情况

1.1　第一产业基础良好

根据２０２０年湖北省农业农村系统中药材生产

情况调度数据来看,湖北省全省中药材总面积达３３
万hm２,其中种植面积２５．３万khm２,产量７０万t,
农业产值１２５亿元,位居全国前列.相比“十二五”
末的２０１５年,种植面积增加８．００３ 万hm２,增幅达

４６．１８％;农 业 产 值 增 长 ６９．６２ 亿 元,增 幅 达

１２５．７１％,中药材产业发展增速十分明显.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湖北省全省中药材人工种植面

积在６７００hm２以上的市州有７个,分别是黄冈市、
恩施州、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孝感市、荆门市.
其中,黄冈市人工种植面积６．３９万hm２,产量１７．１
万t,产值３６．３亿元,位列全省第１位;恩施州人工

种植面积５．５５ 万hm２,产量１３．８万t,产值２１亿

元,位列全省第２位;十堰市人工种植面积４．８２ 万

khm２,产量 １５．７ 万t,产值 ２２．２ 亿元,位列全省

第３位.
湖北省全省现有较大规模(年销售收入在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２３家.植物

类中药材种子种苗基地总面积２５００hm２,年生产

种苗１５亿株以上,种子种球茎约１．４万t,年销售种

苗９亿多株、种子种茎１．３万t,种子种苗种茎年销

售额达３亿元以上.
1.2　第二产业实力雄厚

湖北省中药生产历史悠久、基础扎实,既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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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中华老字号工业企业,如马应龙、叶开泰、陈太乙、
初开堂、刘天保等,又涌现出了一批优势骨干中药生

产企业,为湖北省中医药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２０１９年湖北省中药材产业调研数据来看,全省

有规模以上中药生产企业１５２家,主营业务收入过

亿元的中药生产企业６４家,其中,超过５亿元的有

１４家,超过１０亿元的有６家,超过２０亿元的有３
家.全省中药加工年产值在８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龙头

企业有４０家,其中,前２５位龙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

值１２０亿元,前１０位龙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００
亿元.全省中药材经营主体超过５０００家,中药材

专业合作社和产地协会有６００多家.
湖北省拥有一批知名中药产品和品牌,包括“健

民”“龙牡”“马应龙”“本草纲目”“人福医药”５个中

国驰名商标以及“叶开泰”“李时珍”２个湖北省著名

商标.拥有马应龙麝香痔疮膏、龙牡壮骨颗粒等一

批深受消费者信赖、市场畅销的中成药产品.全省

中药单产品年销售额超过亿元的大品种有９个,最
大单产品马应龙麝香痔疮膏(栓)达１０亿元.拥有

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有限

公司、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劲牌持正堂药业

有限公司、九信中药集团有限公司、马应龙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中药企业.其中,“马应龙”以

４１３．５２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１７年入选“中国５００最

具价值品牌”,位列第１７１位.
1.3　一二三产业融合初见成效

由于区域优势、历史积淀和政府引导,湖北省中

医药商业相对发达,拥有全国排名前三的“九州通医

药集团”等一批大中型企业,药品零售企业达到

７３８７家,仅武汉市就有零售药店４３１１ 家,构建了

以零售药店、医药物流性企业、中药保健品营销公司

等为主要组成的营销网络.全省共建立县级以上中

医医院９３家,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国医堂１５１２个,７２％社区卫生服务站、６５％村卫生

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同时,湖北省拥有丰富的

中药产业文化与旅游资源,形成了神农架、华中药

库、李时珍故里、万密斋、九州通、叶开泰等一大批中

医药主题旅游资源,建设了一批涵盖医疗康复、养生

保健、种植养殖、制药煎药等内容的大健康产业园和

体验景区,可提供各具特色的中医药健康项目,如中

医药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中医药膳食、中医药

康体、中药饮片体验,中药汤剂、中成药、中药膏方的

制作等.

２０２０年,湖北省中药材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过

３００亿元,其中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超过１２５
亿元、１５０亿元、２５亿元.

2　发展优势和存在短板

2.1　发展优势

一是政策机遇空前利好.习近平总书记在«习
近平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６０周年贺信»中指出,
“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

时机[２].”«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５年)»[３]«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

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４]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密集出台,中医药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近年

来,湖北省委省政府高位推进中医药事业,大力支持

道地药材产业发展,政策机遇同样空前利好.２０１９
年４月,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湖北省道

地药材“一县一品”优势品种的通知»[５].２０１９年７
月,«湖北中医药条例»公开发布[６].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湖北省政府印发«湖北省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７].２０２１年３月,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壮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的意见»,更是把道地药材列为１０个农

业主导产业链之一,政策机遇期已然来临.
二是历史人文资源丰富.湖北是“药祖”炎帝神

农和“药圣”李时珍的故乡,庞安时、万密斋、杨际泰

等名医辈出,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且湖北省位于

我国中部,境内土地辽阔,地形复杂多样,优越的地

理位置,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孕育了湖北丰富的中

药材资源[８Ｇ９].根据全国第四次中药材资源普查结

果显示,湖北省有中药材资源４４５７种,蕲艾、半夏、
苍术等特色道地药材５０余种.截至２０２０年,湖北

省中药材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达４３个[１０Ｇ１１].
三是优势区域布局形成.已形成大别山、武陵

山、秦巴山、幕阜山、江汉平原五大优势产区,区域特

色鲜明.２０２１年８月,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印

发«关于加快推进全省中药材生产绿色发展的指导

意见»(鄂农办发〔２０２１〕３９号),进一步强调要优化

区域布局,在大别山区重点发展蕲艾、福白菊、茯苓、
苍术、野菊花、射干、天麻等药材;在武陵山区重点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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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黄连、马蹄大黄、木瓜、玄参、独活、厚朴、天麻等药

材;在秦巴山区重点发展苍术、山茱萸、虎杖、黄精、
连翘、娑罗子、白芨等药材;在幕阜山区重点发展金

刚藤、黄精等药材;在江汉平原重点发展半夏等

药材[１２].
四是重点品种优势突出.根据全省农业系统调

度情况来看,湖北省蕲艾、黄连、茯苓、苍术、天麻、半
夏等３０个道地药材重点大品种２０２０年总面积达

１５．４６万hm２,其中采收面积８．９６万hm２,产量３２．６
万t,农业产值７８．３亿元.面积、产量、产值占全省

总量的比值分别为４６．８％、４６．６％、６２．６％,已占到

全省半壁江山,重点品种发展优势十分突出.其中,
蕲春蕲艾、麻城福白菊被列入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蕲艾获批全省唯一的２０２０年国家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项目.蕲春蕲艾品牌价值达到９０．３亿元,位居

中国品牌价值地理标志产品百强榜第３９位,同时跻

身全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２０强.“麻城福白菊”
通过欧盟地标互认.

五是社会效益明显.近年来,随着中药材产业

快速发展,中药材产业带动就近就业、促进脱贫致

富、有效抗击疫情、保障民众健康的社会效益不断显

现,使得社会各界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大幅提升.

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

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９０％[１３],中医方舱医院成为

阻止轻症患者转重症的“桥头堡”,证明了中医药在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特殊价值.中医药诊疗

方案和相关方剂被列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疗方案»,与全世界共享.随着国外疫情大暴发,
国际市场对中药材的需求大幅增长,中药材价格普

遍上涨,又进一步拉动了道地药材产业发展.后

疫情时代,“生命至上、健康为重”的理念深入人

心,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道地药材产业迎来新的

机遇期.
2.2　存在短板

一是发展质量不高.虽然湖北省是中药材资源

大省,但湖北省道地药材缺乏全面统筹规划和科学

布局,优势大品种种植分散,品种无序开发和竞争,
种子种苗标准化程度低,品质很难得到保障,规模

化、生态化、机械化种植水平低,忽视药材的生产年

限及采收时间,品质严重破坏,药材质量安全风险评

估与风险监测薄弱.

二是龙头拉动不强.湖北省中药材加工企业普

遍存在规模小、核心竞争力较弱、产地初加工粗放、
机械设备简陋、精深加工不够、产品附加值低、市
场开发能力不足等短板问题.省内药材资源综合

利用不够,部分龙头企业(如马应龙、健民等)大量

从外地购买药材原料,没有优先采购湖北本省道

地药材.呈现“三产两头强中间弱、腰身不硬”的
状况.

三是道地品牌不响.虽然历史上湖北是炎帝神

农和“药圣”李时珍的故乡,但在市场经济中,缺乏在

全国叫得响、市场占有率高的知名道地药材品牌,对
道地药材产业发展拉动能力不够,成为当下亟待解

决的痛点难点问题.
四是科技支撑不力.全省从事道地药材技术研

究、推广和品控的力量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各地从

事中药材生产技术推广人员和行业队伍紧缺,整
个行业普遍存在“基层无脚”的情况,亟待培植湖

北领军人才,强化科技支撑、技术培训和生产服务

指导.
五是产品研发不足.湖北省中药科研机构少,

研发投入不足,中小企业无能力开展研发,大企业缺

乏创新意识,耐不住研发周期长、风险大的寂寞,导
致全省中药新药研发面临极大困境.一些传统的老

药流传多年,生产工艺亟待改进,产品质量和疗效亟

待提高,产能方向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严重,大量多

年临床应用疗效确切的中药制剂,缺乏高水平循证

医学研究,未能及时研发为新药推广上市.
六是三产融合不够.湖北省中医药传承、守正、

创新不够,第一、二、三产业链存在脱节,创新链与产

业链不配套,组织化程度低,加上政策支持不足,导
致规模效益差、主体抗风险能力差、发展动能不足、
营销手段落后.且中医药科普宣传匮乏,民众信任

度、参与度不高.

3　湖北省道地药材产业发展展望

3.1　发展思路

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品牌打造、科技引领,

坚持“大基地、大龙头、大品牌、大市场、大健康”发展

战略,坚持“两加快三提高”(加快有序、安全、有效发

展,加快产业化市场化步伐,提高科技含量,提高品

牌竞争力,提高全产业链效应).大力培植实力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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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大、前景好的龙头企业,构建湖北道地药材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3.2　建设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湖北省中药材总面积稳定在３５．６
万hm２左右,其中道地药材生态种植面积１７．３ 万

hm２以上,建设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１０个以上.
打响“十大楚药”道地药材区域公用品牌.培植产值

超过３０亿元的龙头企业３家,产值超过１０亿元的

７家.带动全省道地药材全产业链产值超过５００亿

元,其中农业产值超过１８０亿元、中药工业产值超过

２００亿元、第三产业产值超过１２０亿元,实现中药材

资源大省向产业强省的跨越.
3.3　措施建议

依托道地药材产业链专家团队,瞄准市场和生

产需求,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促进道地药材产业

高质量发展.建议重点实施“六大工程”.
一是道地药材提升工程.加强道地药材种质资

源保护和良种繁育基地的建设,加快中药材种质提

纯复壮和优良品种培育.利用快繁、脱毒等生物技

术生产优质种苗,从源头保障和提升湖北中药材的

品质、产量.推进中药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依据产

地适宜性原则,制订蕲艾、黄连、茯苓、菊花、半夏、苍
术、天麻等湖北道地中药材种植、采收、产地初加工、
生态种植、仿野生栽培技术规范.加快湖北省道地

药材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增修订工作,开
展重要中药材品种质量评价,建立质量控制体系,提
升中药材生产标准化水平.

二是龙头企业振兴工程.大力培育壮大省内龙

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引领作用,重点扶持九信中药

集团有限公司、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国药集团

中联药业有限公司、湖北南章莆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等一批实力强、潜力大、市场广、辐射带动能力强的

龙头企业做强做大.采取壮大一批、发展一批、引进

一批的方式,推进中药材炮制和初精深加工升级,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建立中药材

种植养殖、初加工、饮片与颗粒加工、包装、仓储、运
输和销售一体化的现代龙头企业.

三是道地品牌打造工程.加速湖北道地药材向

品牌化、良种化、生态化、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方

向迈进,学习借鉴浙江、湖南、云南、河南等药材大省

强省的成功经验(重点突出打响“浙八味”“湘九味”

“云药十味”“四大怀药”),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尽
快遴选推出蕲艾、黄连、茯苓、菊花、半夏等“十大楚

药”道地药材品牌,实现湖北道地药材在“十四五”期
间由资源大省向品牌强省的新跨越,为助推乡村振

兴、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提供强力支撑.
四是科技支撑创新工程.根据市场和生产需

求,紧盯当前湖北道地药材产业的技术瓶颈,统筹对

接大品种,全产业链跟踪指导.加强引领型、创新性

的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应用.围绕湖北省道地药材产

业链需求,有针对性落地一批重大项目,解决一批共

性关键技术难题,提供研究开发、成果转化、技术推

广、战略规划等综合性科技服务,为产业发展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带动产业发展.大力培育“懂农业,爱
农民、爱农村,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高

素质中药材产业人才队伍,加强技术培训指导,培养

造就湖北省行业领军人才和专业型人才.
五是健康产品研发工程.研发一批创新性强、

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中药,加快医疗机构制剂向创新中药的转化力度.
以培育壮大知名品牌、加快产品升级更新为重点,支
持企业对特色中成药进行二次开发和技术提升,培
育一批中药大品牌.推进从经典名方中挖掘健康养

生保健品,大力开发药食同源的保健食品、功能食

品、药膳以及传统动植物为原料的美容日化产品的

开发.鼓励中药企业向健康养生、保健、康复、养老

方向延伸融合发展.推进辅助降糖、增强免疫力、调
节代谢、延缓衰老、美容养颜等保健食品和化妆品开

发,推进功能性快速消费食品、药膳保健食品等面向

普通人群的大健康产品开发与推广.
六是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工程.大力发展“道

地药材＋”大健康产业,引导和支持道地药材第一、
二产业与科普、文化、培训、旅游、康养等第三产业深

度融合,建设一批中医药特色旅游城镇、文化街,形
成一批与道地药材种植、田园风情生态休闲旅游结

合的养生体验基地.大力弘扬湖北中医药文化,讲
好“神农尝百草”、李时珍等湖北中医药文化故事,出
版精品湖北道地药材专著,创作道地药材专题片、影
视剧等,延伸产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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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andcurrentstatusofgenuinemedicinal
materialsindustryinHubeiProvince

BAOJiangfeng,ZONGQingbo,MAYiping,CHENShenghu

AdministrationOfficeforFruit& TeaIndustryinHubeiProvince,Wuhan４３００７０

Abstract　GenuinemedicinalmaterialswaslistedasoneoftheTenLeadingAgriculturalIndustry
ChainsbyHubeiProvincialCommitteeoftheCCPandHubeiProvincialPeople’sGovernmentin２０２１．It
willprovideanunprecedentedopportunityforGenuinemedicinalmaterialsindustryinHubeiprovince．
ThispapersystematicallyreviewedthecurrentstatusofGenuinemedicinalmaterialsindustryinHubei
Provincefromthreeaspects:industrialbases,industrialstrengthandindustrialconvergence．InthispaＧ

per,theadvantagesoftheGenuinemedicinalmaterialsindustryinHubeiProvince,suchasthesupportof

policies,theabundanceofhistorictraditionalresources,theformationofdominantareas,theoutstanding
advantagesofkeyspeciesandobvioussocialbenefitswerefurthersummerized．Aswellas,somelimits
wereanalyzedsuchaslowqualityofdevelopment,insufficientlocalbrand,lackofleadingenterprises

pull,weakscienceandtechnologypolicy,insuffientproductresearchanddevelopmentanddeficiencant
integrationofthreeindustries．Meanwhile,feasiblestrategiesandmeasureswereputforwardtopromote
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GenuinemedicinalmaterialsindustryinHube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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