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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及发展对策分析 

龚停锋1 魏正才 解志军 张雪莲 康 真 

（襄阳市林业科学技术推广站，湖北襄阳 441000） 

【摘要】中药材产业是我国的传统产业，也是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就襄阳而言，加快中药材产业发展对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打造千亿级林业产业，加快推进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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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襄阳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 

襄阳市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是湖北省中药材资源三大区之一，也是湖北省植物中药材资

源空间综合度最高的地区。襄阳野生药材的蕴藏量占全省的 18%，在各市州中排第 2位，仅次于十堰市，高于恩施州；栽培药材

占全省的 17%，在全省排第 3，次于恩施州和黄冈市。全市有中药材资源 950种，地产且成批量的药材有 223种，其中襄麦冬、

襄半夏、襄山药、襄杜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本地栽培且形成批量的药材主要有 52 种，大面积栽培和家种家养的药材 31

种，其中襄麦冬、三岛柴胡、苍术、前胡、襄半夏及襄杜仲等驰名国内外并批量出口。全市从事中药材生产、销售、加工的企

业共有 40 家，省、市级中药材林业重点龙头企业 7 家，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20 家，据统计，襄阳药材收购品种已达 230 多种，

2015年年产值 20亿元。 

目前整个鄂西北乃至汉江流域以及毗邻省份的周边地区都还没有正规大型中药材批发市场，靠近北方最近的是河南禹州中

药材批发市场，品种和数量不多；靠东面蕲州中药材专业市场，目前没有形成规模；靠近西南方向的恩施有一个单一的黄连批

发市场。凭借襄阳市丰富的资源优势和便利的地理优越，自发形成了以襄阳华福药业有限公司仓储基地为中心的中药材集散地，

目前该集散中心已吸引鄂西北地区，乃至周边汉中、安康、重庆、张家界等地药商前来交易，成为辐射鄂、湘、豫、陕、渝范

围内，药材交易数量最大、药材品种最多、市场功能最全的中药材集散地，拥有仓储面积 1.5 万 m
2
，商铺 140多个。 

1.1襄阳市中药材产业主要优势 

1.1.1中药材资源品种丰富、产量大。襄阳市位于汉江流域中游地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发展中药材产业

的天然基地，具有得天独厚资源优势。襄阳市已成为全国麦冬主产地和主要集散地，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70%，享有“全国麦冬之

乡”的美誉；襄阳市野生蜈蚣品质高，产量达到 1.5亿只，占全国产量的 70%；夏枯草年产量 7000t，占全国市场份额 30％。襄

阳市珍稀中草药资源丰富，保康野生腊梅是全国野生腊梅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种类最多的原产地，被誉为“腊梅王国”；保康

野生牡丹，种质资源在全国独一无二，有紫斑牡丹、杨山牡丹、保康牡丹、红斑牡丹、林氏牡丹 6个种，占世界野生牡丹 11个

种的一半以上；全市各地广泛分布的北柴胡也称为襄州柴胡，其有效成分含量高，总黄酮含量和总皂贰含量高于国家标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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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5%，是全国柴胡品种中最好的优质品种。 

1.1.2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襄阳市中药材产业已具育良好的产业基础，建立了麦冬、山茱萸、杜仲、

蓝毒、苍术等一批中药材规模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达到 1,07万 hm
2
,，形成了完整的产、销、加工的产业链条。 

1.1.3初步形成了集聚效益优势。鄂西北地区产出的野生金头蜈蚣由于药用价值高，在业内形成了极高的品牌声誉，周边地

区药商为了使自己的蜈蚣卖出更好价格，都纷纷汇集到襄阳借襄阳金头蜈蚣声誉对外出售，目前襄阳交易的蜈蚣占全国销量的

70％。襄阳杜仲凭借独特品质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名声享誉全国，汉江流域的汉中、安康、十堰、武汉等地药商，借

助襄阳杜仲品牌，都集中到襄阳销售，目前襄阳销售杜仲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60％。襄阳销售的麦冬占全国市场的 40％。野菊花

占全国市场 40％。襄阳产有道地药材 200多种，年交易额达到数亿元，对推动产业发展具有很好的拉到效益。 

2 襄阳市中药材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襄阳市中药材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基础，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建设中药材产业大市还存在很大差距，根据调研，主

要存在几个方面问题。 

2.1种植规模化程度不高 

目前全市栽培的中药材产量不是很大，与襄阳市具有丰富的中药资源及地道药材的品牌优势不太相称。栽培药材量仅占全

省的 17%，而不及恩施州和黄冈市。全省人工种养药材达 80多种，具有较大种养规模的达 47种，襄阳市较大种养规模的仅为麦

冬、杜仲、黄姜、葛根、半夏、蓝毒，种养品种数量及规模都很有限。葵花药业集团隆中公司每年需柴胡 200t，全市每年供应

量不到 40t，不足部分都需要外采。 

2.2品牌宣传有待加强 

襄阳属于湖北省中药材资源富集区，襄麦冬、三岛柴胡、苍术、前胡、襄半夏及襄杜仲等驰名国内外并批量出口。蜈蚣、

野菊花等中药材的产量和品质在全国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目前只有襄麦冬、襄山药、襄半夏及襄杜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还存在一些特色资源无名氏，家底不清的实际问题，中药材产业还没有打造成为襄阳的城市名片，部分好的中药材

既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利用，更没有向外推介宣传。 

2.3产业链条不粗 

全市中药材经营加工企业数量虽然不少，但规模小，广泛分布在产区村、乡（镇），加工设备简陋、加工工艺陈旧，包装落

后，大部分还是进行原料外销或初加工。中药提取物或中间体产品的市场占有量还很小。中成药生产企业仅隆中药业一家，现

阶段具有自主开发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可以说是空白，市场上多为利润较低的成方制剂。总的来说，襄阳市中药研究开

发工作同本省武汉、荆州、黄石、宜昌、十堰及咸宁等地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开发的力度及生产的规模还不够。 

2.4采收利用率低 

襄阳市野生中药材资源丰富，但采收利用率低，除野菊花利用率达到 20％以外，其他如艾叶、鱼腥草、益母草等野生中药

材的采收利用率都不到 10%，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形成原因一方面是宣传知识普及不够，很大一部分农户对中药材不认识，

也不知道它们的药用价值。同时产业信息不畅通，经营网络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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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政策引导缺位 

目前襄阳市中药材种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行业引导出现空白，具体有哪个部门来指导药材种植没有界定，造成中药材

种植放任自流，农户对种什么、怎么种很茫然，严重制约了中药材产业化发展。 

2.6市场建设不规范 

目前虽然以华福药业公司为基础自发形成的中药材集散地，成为了鄂西北地区交易面积最大、药材品种最多、市场功能最

全的中药材集散地，但是该公司还没有形成正规的中药材批发市场，规范化建设还有待加强。 

3 加快襄阳中药材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 

通过上述发展现状分析，按照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要求，在加快襄阳中药材产业发展上，

必须从基本思路、发展战略、主要品种等方面明确路径、形成共识、全力推进。 

3.1基本思路 

以襄阳市现有道地药材为主，结合不同品种的市场前景和行情分析确定襄阳市中药材十大发展品种，集中优势区域，扩大

种植面积，提高产量和品质，全面提升中药材标准化生产水平，大力实施“大龙头、大基地、大市场”的三大战略，全面提升

市场竞争能力和药材种植效益。到“十三五”末，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333万 hm
2
，培育国家、省、市林业重点龙头企业 10

家，培育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精品中药材产品品牌 10个，年产值达到 100亿元。 

3.2发展战略 

3.2.1大龙头战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是加速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关键。实施大龙头战略，支持中药材加工企业和医药企业做

大做强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等产品，积极引进国内中药材相关行业的龙头企业。加快发展中药材种植、加工等配套

服务产业发展。通过大企业的支撑、引领和辐射，推动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不断扩大襄阳药材在全省及国内外医药市场

的份额和影响力。到“十三五”末，力争在全市培育一批销售收入 10亿元以上的大企业。 

3.2.2 大基地战略。不断扩大基地面积，夯实产业发展基础。选择 10 个本地道地药材作为主栽品种；结合市场化需求和本

地具有发展基础的药材作为鼓励发展品种；按照 GAP 要求，全部推行标准化和规范化种植；重点培育襄麦冬、杜仲、半夏、柴

胡、葛根等品种，在规模、产量、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确保在全省领先，在全国有位次，逐步形成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地域品

牌。到“十三五”末，实现中药材种植面积 3.33万 hm
2
，使中药材种植面积名列全省前茅，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 

3.2.3大市场战略。加快中药材大市场建设是加速中药材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充分发挥襄阳中药资源及地道药材品牌优势，

积极争取和筹建汉江流域中药材批发市场，积极完善仓储、物流、信息等相关配套服务，使其成为全省乃至汉江流域中药材集

批发、仓储、物流、信息为中心，在全国有位次的中药材专业市场。 

3.3发展十大中药材品种 

重点发展麦冬、杜仲、牡丹、半夏、葛根、山茱萸、柴胡、蜈蚣、蓝毒、玫瑰等十大品种，除此之外，天麻、木瓜、慧茵、

黄精、薄荷、百合、金银花、沙参、丹参、白术、何首乌、黄连、白友、苍术、板蓝根、前胡、皂角、瓜蒌都适宜规模化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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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快襄阳中药材产业发展的保障机制 

4.1创新组织保障机制 

一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全市中药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党委和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

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中药材产业发展办公室，设在市林业局，具体负责贯彻落实全市中药材产业发展政策，

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做好各项督促指导和协调服务工作。二是科学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建议有关部门联合对襄阳市中药材科技

开发与发展进行深入调研，利用好国家扶持发展中药材科技开发及药业的政策，借鉴中药材开发利用先进省市的成功经验，研

究编制中长期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中药产业化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合理布局，规划实施，大力推进襄阳市中药材产

业发展。三是强化服务保障。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中药材产业发展，站在科学发展、为民谋利的高度，深化对发展中药材产

业的认识，进一步夯实责任，强化工作措施，把发展任务路径化、责任分工具体化，搞好组织协调和技术指导服务，广泛宣传

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潜力和致富典型，因势利导，把农民群众发展中药材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加快发展力度。 

4.2创新科研支撑机制 

一是优化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相对集中、稳产高产的现代化中药材产业示范园，积极推进标准化生产，实现规

模化发展，提高中药材生产的集中度，逐步形成优势产业群带。二是加强科研投人，加大先进实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力度，将中

药材产业发展列入全市林业科研单位重要研究课题，强化中药材专业技术专家团队建设、围绕市场需求，推广一批新品种、新

技术，积极组织林科所、推广站等科技服务专家深入到基地生产一线进行技术指导培训，对连片规模大的中药材产业基地，在

项目规划设计、土地平整、种苗引进、栽植管理等方面提供对口技术服务，强化科技支撑，提高当地中药材生产效益。三是支

持高新技术发展。不仅要重视基础种植产业发展，更要重点支持中药材加工科技产业的发展，依托现有和加快引进相关中药材

相关研发的科技公司，加快推进高端新药、中药食品和药膳的研发，依托我市在杜仲，蓝毒、牡丹、红豆杉等资源优势，积极

开发相关深加工产品，尽早抢占市场，加快加粗产业发展链条。 

4.3创新政策激励机制 

采取国家扶持、地方财政补贴、市场主体主导、社会参与等措施，全方位、多渠道支持中药材产业发展。一是重点扶持中

药材规模基地建设，对集中连片种植面积在 3.33 万 hm
2
以上的中药材基地给予重点扶持，引导开展 GAP 基地建设认证，用倾斜

的政策和优质的服务调动群众种植生产药材的积极性。二是把中药材产业开发与“绿满襄阳”提升行动、退耕还林、精准扶贫

等工作有机结合，加大中药材产业引导和宣传，充分挖掘当地中药材资源，扩大中药材在全市种植规模和范围。三是将推进“三

权分置”改革与中药材产业发展相结合，鼓励返乡能人、养殖大户、新型职业农民社会化服务组织等采取林地流转、返相倒包

等方式，建立适度规模、标准规范的中药材生产示范基地。四是破解融资与销售瓶颈。以我市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为契

机，大力引导相关企业搞好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打造全新的产品销售模式。依托襄阳市林业产业协会组建林业产业互助基金，

探索解决会员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有效途径。 

4.4创新市场培育机制 

4.4.1加大品牌创建。加大襄阳中药材资源宣传力度，扩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社会资金投入中药材产业开发，积极引导农

民开展林一药立体种植模式，培育中药材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采取政府扶持、企业主导、行业和部门互动等措施，鼓励并支

持企业深入开展品牌和名优产品创建工作，尤其以建设“中国有机谷”为契机，以南漳、保康、谷城为重点，着力打造中药材

“三标一品”品牌，进一步提高企业知名度和产品竞争力。 

4.4.2加大龙头企业培育。争取项目支持，将发展中药材产业作为重点项目纳入“十三五”林业发展规划，争取林业中央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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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贷款和更多项目资金投入中药材产业发展，全力支持将龙头企业发展中药材纳入荒山造林、退耕还林等林业项目建设范围，

给予政策补助。争取财政资金对中药材产业合作社、家庭林场、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进行扶持，支持中药材产业发

展。为中药材企业发展开辟绿色通道，全力支持达到申报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条件的中药材企业申报省、市级林业重点龙头企

业。落实省、市出台的有关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林产品加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加工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引导企业创建

自主品牌，拓展国内外市场。 

4.4.3加快市场体系建设。一方面组织相关部门深入目前中药材集散地调研，按照专业市场建设标准，指导企业规范化运作，

同时积极向上争取市场建设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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