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贵州省太子参产业发展前景展望
*1

刘斌 陈军义 孙兴

（贵州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4）

【摘 要】: 为理性发展贵州省太子参产业，对全国太子参产业开发利用现状及市场需求进行了全面总结分析，

并对贵州省发展太子参产业的市场前景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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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参为传统清补中药，别名孩儿参、童参、四叶参、米参等，系石竹科植物孩儿参（Pseudostel lariaheterophylla（Miq.）

Pax）的干燥块根，自 1963 年就开始收载于《中国药典》。太子参主要化学成分含有环肽类、氨基酸、皂苷类、糖类、醛类、

醇类、脂类、类黄酮、挥发油及微量元素，具有抗疲劳、抗应激、保护心脏、增强免疫力、抗氧化、降血糖血脂，以及止咳镇

咳、抗病毒、改善记忆力、延长寿命等药理作用。2015 版《中国药典》记载其具有益气健脾，生津润肺的功效，用于脾虚体倦、

食欲不振、病后虚弱、气阴不足、自汗口渴、肺燥干咳等症。作为贵州省重点发展的道地、大宗中药材品种，2015 年全省太子

参种植和野生保护抚育总面积、总产量、总产值分别为 1.68 万 hm
2
、9.04 万 t、11.47 亿元，连续 4 年成为全国最大的太子参

主产区，其中施秉县被誉为“中国太子参之乡”。本文通过对全国太子参产业开发利用现状及市场需求进行总结分析，并对贵

州省发展太子参产业的市场前景进行展望，为我省太子参产业的科学发展提供参考。

1 开发利用现状

1.1 产地加工及饮片炮制

1.1.1 产地加工。太子参药材为太子参的干燥块根，在夏季茎叶大部分枯萎时采挖，洗净，除去须根，置沸水中略烫后晒

干或直接晒干。《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规定，太子参药材干燥品水分不得过 14.0%，总灰分不得过 4.0%，浸出物不得

少于 25.0%。此外产地加工应去除须根以提高药材中皂苷含量，降低太子参中重金属含量。为提高太子参产品附加值，部分生产

企业通过精美包装，将中药材制作成旅游礼品，在各大超市、土特产商店、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其中，贵州三泓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的“山源太宝牌”施秉太子参，获得贵州省名牌产品称号。

1.1.2 饮片炮制。作为一种重要的补益药，太子参饮片在福建、贵州、安徽等主产区均有企业进行生产，如福建省天人药

业有限公司、贵州信邦中药发展有限公司、贵州昌昊中药发展有限公司等。作为太子参三大主产区之一，贵州省太子参饮片的

生产加工规模则相对较小，2011 ～ 2013 年太子参饮片产量分别为 7.5t、7t、22.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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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太子参食用。太子参作为药膳食疗用品在我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浙沪及沿海民众常用来煲鸡、鸭、肉等，餐馆酒

家也常用于特色菜肴的原料，这些特色菜谱中，不乏许多具有一定养生保健和食疗作用的菜谱，如：太子参炖柴鸡，滋阴补虚，

温中益气，特别适于秋冬女性进补，调养产后虚弱等；黄芪红枣太子参汤，有补肺健脾的功效，适宜反复感冒的孩子吃；太子

参猪蹄汤，可益气养血通气，适用于产后缺乳；改善小儿发育不良用太子参、枸杞、山药炖鹌鹑; 老年糖尿病、胃炎、便秘用

太子参、沙参、老鸭做双参煲鸭汤等。此外福建省甚至以太子参为原料创作出一些名菜，如：太子鸡，2005 年被评为“福建名

菜”；太子甲鱼裙，获得 2007 年第二届詹王杯全国烹饪大赛金奖。纯太子参干粉还可作为糖果、饼干、糕点等品种的主辅加剂，

制成太子参琼脂软糖、太子参果冻、太子参馅饼等。

1.2 精深加工及衍生品

1.2.1 太子参中成药。随着太子参的抗疲劳、抗应激、心脏保护功能、免疫增强作用、抗氧化作用、降血糖血脂作用，以

及止咳镇咳、抗病毒、改善记忆力、延长寿命等药理作用的确定，以太子参为主要原料的中成药处方进《中国药典》不断增加，

太子参使用量和需求量不断提高。《中国药典》（2015 版一部）收载使用太子参的成方制剂和单味制剂有消炎止咳片、胃肠复

元膏、健胃消食片等 14 种，涉及近 300 家企业，其中市场需求量最大的中成药为健胃消食片，共有 70 家企业获得国药准字号

进行生产，特别是“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自 2007 年后销售超过 10 亿元/ 年，年需求太子参药材约为 1500t 左右。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我国国产中成药中含有太子参并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备案获得批准文号的共有江

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福建省闽东力捷迅药业有限公司等 76 家企业生产的复方太子参颗粒、复方太

子参止咳益气散、复方太子参口服液、消炎止咳片、胃肠复元膏、健胃消食片、花芪胶囊、稚儿灵颗粒等 8 个品种 96 个批准文

号，其中，贵州远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远程”牌稚儿灵颗粒获得贵州省名牌产品称号；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的花芪胶囊属于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1.2.2 太子参保健食品。根据卫生部 2002 年公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营养健康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太子参属于可用于保

健食品的物品名单。目前国内以太子参为主要原料的保健食品已开展多年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效，其中哈尔滨市泓宝天然保健

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太乙参茶”和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欧力康牌玄驹口服液”两个保健食品，早在 1997 年就已

获得批准上市销售。截止 2016 年，我国以太子参为主要原料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备案获得批准文号的国产保健食品达

41 种，其中[ 卫食健字]12 种，[ 国食健字]29 种。涉及增强免疫力、改善胃肠道，促进消化、缓解体力疲劳、辅助降血糖、

减肥等主要保健功能。

1.2.3 太子参化妆品。现代研究表明，太子参中高含量的氮基酸特别是精氨酸、谷氨酸，特别有益于营养头发和皮肤，其

他如皂苷、十六酸、亚油酸、单甘油脂等也都是化妆品中常用作改善角质层的添加剂，均能达到润肤、滋发的效果。此外太子

参中含的铁、锰、锌、铜、钼、钴、硒等微量元素有机物在化妆品中的应用也是很重要的。鉴于太子参中公认的营养成分如氨

基酸等含量较高，许榕生认为“将太子参提取全液作为头发、皮肤化妆品的营养添加剂十分理想，它一定能开拓出一个广阔的

市场”。截至 2016 年，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备案的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中含有太子参的有宫品太子参定型啫喱液、

葆倍乖乖太子参婴儿洗发沐浴露、Do-win 太子参蜗牛紧致面膜等 11 种，包括修护润膏、沐浴露、面膜、啫喱液、洗发露、护

发素等。

1.2.4 太子参兽药饲料。据雷松波等研究报道，在基础日粮中添加 0.5% ～ 1.5% 的太子参茎叶粉，能够显著提高断乳仔猪

抗氧化和抗应激能力。缪伏荣等研究认为太子参茎叶蛋白接近于 FAO ／ WHO 提出的理想蛋白质条件，不仅氨基酸种类齐全，含

量丰富，而且含有太子参皂苷、氨基酸等物质能够显著提高断乳仔猪抗氧化和抗应激能力，完全可作为饲料原料加以开发应用。

目前市场流通的以太子参为原料的饲料有香港国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黄金 1 号（母猪优健素）母猪用复合预混合饲料（沪

饲预字（2009）242321）等。此外，《中国兽药典》（2010 版）认为其具有补气健脾，生津润肺的功能。临床主治脾胃气虚，

脾虚泄泻，肺虚咳喘，虚汗，津伤。其中，马、牛 15 ～ 60g；羊、猪 6 ～ 15g；犬、猫 3 ～ 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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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需求

2.1 市场价格走势

自 1985 年至今，太子参的市场行情经历了 3 次有规律的价格高峰和低谷，有过几元的低迷衰败期，也有过“破百冲四”

的兴盛时期，每次相隔时间 10 年左右，如今正进入第四个价格高峰。四次高峰行情分别是 1990 年、1999 年、2011 年和 2016

年，特别是第三次高峰有高耸入云端之势。三次低价位行情分别是 1992 年、2001 年和 2014 年。

以安徽太子参统货 1989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价格为例（注：数据来源于康美中药网），第一次是 1990 年 6 月产新前，

市场的统货价格一度涨至 100 元/kg，1992 年 12 月回落最低 6.5 元/kg；第二次是 1999 年 2 月，统货价格一度涨至 110.1 元

/kg，后由于太子参产量和库存积压大增，致使价格回落至 2001 年 7 月 9.1 元/kg；第 3 次是 2009 年产新后价格上涨，遭到

人为炒作，至 2011 年 5 月统货价格一度涨至 350 元/kg，一跃成为名贵药材，此后价位不断下降，但直到 2013 年 5 月前仍然

处在 115 元/kg 以上的高价位。随着种植面积和库存积压的不断扩大，2014 年 5 月下滑至 34 元/kg；第四次是由于 2015 ～

2016 年持续多雨导致太子参主产区种植面积缩减，单产下降，再加上社会资金进入太子参市场领域增多，导致太子参价格从 2016

年 6 月起，开始进入速涨模式，由 5 月份的 62 元暴涨至 7 月份的 120 元，至到 11 月还维持在 100 元的高价，后期价格行情

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2.2 需求情况

太子参作为滋补类中药，可作为人参的代用品，且与人参相比，药性更为平缓，更加适合儿童、老人和体弱多病者，药用

价值一直为医家所重用。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太子参年需求量仅为 500t。自 20 世纪 90 年代，全国需求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1998 年需求量约为 900t。由于在 2003 年抗击“非典”和 2009 年抗击“甲流”中，太子参在诸多配方中高频率出现，加深了

人们对太子参的认识，在中成药、保健食品、民间药膳、煲汤、兽药饲料、化妆品中得到普遍使用，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人们生

活节奏加快，饮食不规律，食欲不佳严重困扰人们的生活，促使众多制药企业纷纷开始生产健胃消食片，太子参需求量大增。

目前，太子参年需求量在 4000 ～ 4500t。

从太子参需求群体看，其需求人群庞大，主要为消化不良患者。目前世界各地区消化不良发病率为 7% ～ 63%，平均患病率

为 25%，其中我国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发病率为 18% ～ 45%。此外，还有高血糖、高血脂、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记忆力不良等

群体。

从太子参需求类型看，一是药用行业。主要用做中成药原料，其中大部分为“健胃消食片”使用，其最大需求客户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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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中制药和武汉健民药业两家公司年需求量在 2000t 左右；二是保健食用行业。截至 2016，以太子参为主要原料并获得国家保

健食品批准文号的就有 41 个，此外以太子参有效成分为主要保健作用的药膳、药饮、药茶等几十种；三是化妆品行业。截至

2016 年，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备案名称中含有太子参的国产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共有 11 种；四是饮片。作为一种补益

药，太子参近来年在主要医院的中药饮片使用较大，是中药处方方剂中常用品种；五是包装礼品。根据对贵州施秉县专营太子

参企业与大户的统计，2013 ～ 2015 年仅贵州省太子参包装礼品的销售就达 250t；六是绿色环保。刘克强对太子参的园林应用

形式进行了探究，认为太子参植株在环境净化方面有积极意义，具有园林造景方面的可行性。

3 结语

当前，我省太子参处于历史重大机遇期，市场发展前景可期。在政策上，《贵州省新医药产业发展规划（2014 ～ 2017 年）》、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发〔2016〕39 号）》中均将太子参作为重点支持的中药材

大品种，明确要求推动太子参进入药食两用原料目录和新资源食品目录，及纯天然植物保健饮料市场开发；在市场需求上，包

括药用行业、食用保健行业、化妆品行业、饮片、包装礼品、绿色环保及兽药饲料等，除药用行业市场开发较好，需求量较大，

其它如食用保健行业、化妆品行业、饮片等仍然还有较大市场需求潜力挖掘。此外，随着科技研究的不断深入，太子参新药理

作用的发现及证实必将产生更加广泛的应用领域。如果未来能形成几个如“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年需求太子参上千 t 的药品或

保健品大品种，将对我省的太子参产业发展有巨大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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