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中医药强省办发〔2019〕6号 

 

 

省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州）

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药管理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农业农

村局，各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我省中药材产业资源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

局，促进我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四川省推进中医药强

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了《四川省中药材产业发展

规划（2018-2025 年）》，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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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川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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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处我国青藏高原向东部平原过渡地带，横跨青

藏高原、云贵高原、秦巴山地与横断山脉四大地貌区，得天

独厚的地理气候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中药资源，拥有宝贵的

优良动植物种质资源库和基因资源库，是全国乃至世界生物

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是我国最大的中药材产地之一，享

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美誉。为科学规划我省中药材

产业布局，全面推进我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订《四

川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 年）》（以下简称“本

规划”）。本规划中药材产业是指中药材种植（养殖）、产地

加工及流通全过程实现市场化和商品化所形成的所有产品

与服务。本规划以 2017 年为基准年，规划期为 2018-2025

年。 

第一章  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 

一、中药材产业发展优势显著 

四川省中药资源优势显著，拥有四个全国第一。中药资

源蕴藏量全国第一，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数据显示，我

省现有中药资源 7290种，是全国重要的中药材主产区之一；

常用中药材品种数全国第一，全国常用中药材有 363 种，四

川有 312 种，占全国的 86%；道地药材品种数量全国第一，

四川有川芎、川贝母、附子等道地药材共 86 种，其中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的中药材产品 31 个；国家 GAP 认证数量全国

第一，已有 16 个品种、24 个中药材基地通过国家中药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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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质量管理规范（GAP）认证。我省审定的中药材新品种数

量居全国前列，主要包括灵芝、附子、天麻、川芎、红花等

45 个新品种。 

四川省中药材产业发展态势良好。药材种植质量和规模

发展平稳，2017年全省人工种植中药材面积约 637 万亩，其

中三木药材及林下种植药材 331万亩。单品种种植面积上万

亩的有 53 种，川芎、川贝母、川麦冬、川白芷等道地药材

的人工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中药材年产量 102万吨，年总

产值达 173 亿元，其中产值超过千万元的品种 31 种。中药

材出口日本、韩国、香港等 21 个国家和地区，金额达 2.57

亿元。 

二、中药材产业政策支持不断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将

中医药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国务院印发

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 16 个部委出台了《中药材保

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2017 年实施的《中医药法》

更是为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2018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编制了《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2018-2025 年）》，

进一步为中药材产业尤其是道地药材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产业发展，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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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针，确立了“兴医兴药并举，事业、产业、文化联动，

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中医药发展总体思路。中药材产业

作为四川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七个优先发展千亿级产业之一，

产业发展机制不断完善，成立了省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中医药产业上下联动、横向配合、齐抓共管、全

域发展的机制基本建立。省政府印发《四川省贯彻中医药发

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实施方案》、《四川省中医

药大健康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省中医药局会同省经

信委等 11 个部门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家中药材保护和

发展规划（2015-2020年）的实施意见》，2018年 12 月四川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三个一批”建设推动

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为我

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 

三、制约与挑战 

近年来，四川省中药材产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体

来看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要，与四川省药材资源禀赋和经济

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中药材生产布局缺乏科学规划。部分地区存在盲目引种，

跟风种植市场热销中药材等问题，导致部分药材种源混乱、

品种变异、品质降低，质量参差不齐，中药材道地性不突出，

对野生中药资源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利用亟待加强。 

中药材种植生产不规范问题依然存在。我省大部分中药

材种子种苗长期以来缺乏科学化管理和研究，存在部分药材

基原混乱、病虫害综合防治科学技术体系缺乏、化肥农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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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品使用不规范、采收期不统一、加工方法不规范等问题。 

种植基地基础设施落后。基地土壤、道路、灌溉、供电、

互联网等配套基础设施条件还有待改善，生产、采收和产地

初加工环节现代农业技术装备的推广应用不足。 

品牌打造和产业集成滞后。当前我省中药材产业资源优

势未能有效转化为市场优势和区域经济优势。中药材种植集

约化程度低，中药产业的种植、产地初加工、生产、流通、

产品开发等环节尚未形成有效的协作整合，中药材产业上下

游脱节，没有形成大品种、大品牌、大产业链。 

科技支撑有待加强。我省中药材科技研究高层次人才团

队缺乏，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研发体系尚未形成，中药

材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创新平台能力建设还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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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道地药材名录（86 种） 

 

巴  豆 白  及 白  芍 白  芷 

半  夏 补骨脂 柴  胡 蟾  蜍 

陈  皮 川贝母 川赤芍 川楝子 

川明参 川木通 川木香 川牛膝 

川射干 川  乌 川  芎 川续断 

重  楼 大  黄 丹  参 党  参 

冬虫夏草 独  活 杜  仲 佛  手 

附  子 甘  松 赶黄草 干  姜 

藁  本 葛  根 钩  藤 狗  脊 

骨碎补 海金沙 何首乌 红  花 

厚  朴 虎  杖 花  椒 黄  柏 

黄  精 黄  连 黄  芪 姜  黄 

金果榄 金钱草 金银花 桔  梗 

菊  花 灵  芝 麦  冬 密蒙花 

魔  芋 牡丹皮 羌  活 秦  艽 

秦  皮 山茱萸 麝  香 升  麻 

石菖蒲 石  斛 使君子 天  冬 

天花粉 天  麻 天南星 通  草 

土茯苓 乌  梅 吴茱萸 五倍子 

仙  茅 益母草 银  耳 淫羊藿 

鱼腥草 郁  金 泽  泻 栀  子 

枳  壳 猪  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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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关于“一干多

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的战略谋划和构

建“5+1”现代产业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以抓川产道地、

大宗药材品牌和质量为重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安全生

态为理念，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打

造创新链、完善产业链、整合资金链、优化服务链、提升价

值链。全面推进川产中药材种植规模化、过程标准化、生产

加工装备化和营销网络立体化，提升药材标准，建设以产业

化、规范化为特色的中药现代农业，打造以中药技术创新和

信息大数据为主要特征的中药现代服务业，实现中药材产业

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规模发展与质量效益优先相结合的原则 

以中药材产业标准体系为抓手，以道地、大宗药材产业

发展为重点，提倡“稳面积、保质量、提效益”，实现我省

中药材产业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和准确定位。培育中药材种

植大户，充分发挥龙头种植企业带动作用，鼓励发展“龙头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合作模式，推进集约化规模经

营，坚持中药材全产业链的产业形态协同、产销过程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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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与产品效益协同，实现企业和药农共同发展、城市

和乡村共同发展，推动健康需求与社会经济共同发展，全面

提升川产中药材的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 

（二）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总体规划先行，中药材产业全川一盘棋，着眼全局

和长远，宏观把握中药材产业和医药大健康产业协同发展，

制定发展产业的措施政策，促进中药材产业链成型壮大。以

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

出企业在中药材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功能,跟踪市场变

化,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

化和升级转型。 

（三）坚持发挥资源优势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立足我省区位、生态、环境、资源、文化、消费市场等

优势，以川产道地品种和大品种综合开发为核心，突破一批

全产业链中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抓好川产中药材科研和

产业发展在大时空尺度上的战略布局，建立一批企业主导、

科研院校与企业联合共建的中药材产业交叉技术研发平台；

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中药材产业人才和标准化人才，加强培养

中药材产业专家团队，完善中药材产业从业人员科技培训机

制与体系，全面提升科技支撑对中药材产业创新发展的贡献

率。 

（四）坚持中药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加强川产道地药材种质资源和濒危物种保护、品种提纯

复壮、药材道地性研究，实现中药材产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 8 - 

加强中药材标准规范体系和认证建设，实现中药材产业质量

可持续提升；加强中药材产业生产能力和装备能力建设，实

现中药材产业效益可持续提高；加强中药材产业科研和基础

科研，长期全面支持川产中药材产业基础理论和应用开发研

究，实现中药材产业基础研究可持续深入。 

三、发展目标 

促进中药材产业三产融合，以推进我省中药材产业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努力实现我省中药材产业形态现代化、产业

过程标准化、产业科技体系化、产业链条完整化、产业融合

深度化、产业品牌国际化、产业经济高端化。 

2020年发展目标：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700 万亩（含三木

药材及林下种植药材 340 万亩），中药材种植业年总产值达

200 亿元以上。 

2025年发展目标：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850 万亩（含三木

药材及林下种植药材 350 万亩），中药材种植业年总产值达

300 亿元以上，全省中药材种植的质量和效益大幅度提升，

种植面积稳步增加。打造 50 个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的

优质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切实提升川字号中药材品质与数量，

培育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川产道地药材大品种和优势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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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建设任务 

一、全力打造中药材产业技术平台 

（一）中药材产业技术服务平台 

建立中药材生产技术推广平台。充分发挥四川省中药原

料质量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中心、农技推广站等机构的作用，

建立“省-市（州）-县”三级中药材技术培训网络，向广大

药农推广和普及实用技术，及时解决中药材生产中的关键技

术问题。 

建设中药材信息监测服务平台。逐步在全省 21个市（州）

设置中药材信息员，负责本市（州）中药材产业信息（包括

种植面积、品种、加工、销售等方面）的收集统计等日常工

作，建设川药信息网、川药数据库，与全国性网络连接，提

供全面、准确、及时的四川中药材产销信息及趋势预测。 

建设中药材溯源平台。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

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构建覆盖种养、加工、收购、贮藏、

运输、销售等各环节的质量追溯体系，实现来源可查、质量

可追、责任可究。 

专栏 1  中药材产业技术服务平台 

中药材生产技术推广平台。针对中药材生产实践活动的技术需求，每

年组织专家开展中药材生产技术培训，重点培训在中药材种植（养殖）一

线工作的技术人员。 

中药材信息监测服务平台。依托四川省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平台、中药

材天地网，建设 40-50个信息站点，完善四川省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平台，

定期报送中药材信息。 

中药材溯源平台。以中药材种植重点基地为依托，选择价值高、产量

大的重点川产道地药材，从源头上做好中药材质量追溯管理，制定相应的

管理规范，建立从种苗选育、种植、采收、产地加工、炮制等全过程的溯

源档案，完善溯源平台的配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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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材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充分利用省内外科研院所的技术实力和优势，建设道地

药材认证中心、中药材第三方检验检测平台、西南特色中药

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材种子种苗重点实验室、中药材

栽培育种重点实验室，开展道地药材种质资源收集、整理、

评价研究，从源头解决品种混乱的问题；加强珍稀野生资源

保护与驯化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开展中药材良种繁育、

新品种选育、生态种植、采收和初加工等生产全过程关键技

术、标准规范、检测技术等研究，形成中药材产业技术系列

平台，为高品质中药材生产提供技术保障。 

专栏 2  中药材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第三方检验检测中心。建立全省中药材质量与安全第三方检验检测中

心，开展道地药材、优质中药材种子种苗、中药材以及栽培土壤、环境的

检测技术研究，制修订相关标准；通过国家认证认可，实施具有公信力、

权威性、国际认可的检测服务。 

西南特色中药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立足西南特色中药资源，秉承系

统中医药理论，形成西南特色中药种质的保存与创新、中药的多维评价、

中药资源的转化机制与调控三大研究方向，引领中药资源基础研究的创新

突破，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带动中药学科的创新发展。 

中药材种子种苗重点实验室。开展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生产共性关键

技术、难繁育品种的繁育关键技术、组培快繁技术等攻关研究，集成规范

化、标准化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生产技术体系，提供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

检测，为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中药材育种栽培重点实验室。开展川产中药材优质高效生产理论与技

术、优良品种选育、珍稀野生药材驯化等方面的研究，为川产药材的规范

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实施应用提供有力科学依据。 

中药材加工炮制重点实验室。开展附子、川芎、麦冬、丹参、姜黄、

天麻、川贝母等药材产地加工与饮片炮制关键技术研究，优化和提升加工

关键技术，推进中药材加工炮制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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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三大中药材产业保障体系 

（一）资源保障体系 

建立四川中药资源基础数据库。以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

普查为契机，开展中药材野生资源与种植的品种、规模、产

量、相关技术支撑等基础数据的系统性收集、整理及集成，

全面系统掌握我省各县（区、市）野生和种植中药资源的蕴

藏量、分布、资源变化趋势等资料，建立省、县（区、市）、

乡（镇）三级中药资源普查数据库。通过中药材资源动态监

测站和信息服务点的建设，特别是对我省 86 种道地中药材

资源、野生珍稀濒危中药资源实施动态监测，提高对野生中

药材资源的保护与监控。 

实施野生中药资源保护工程。利用生态保护功能区，开

展野生资源保护，扩大濒危药用资源种群规模，逐步恢复生

态平衡，使中药资源得以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国家中药种质

资源库（四川）在资源保存中的核心作用，积极开展濒危、

特有种质的收集、保存、筛选和扩繁；加强濒危珍稀药用植

物资源保存圃建设，加强濒危中药及民族药资源的野生抚育

与人工种植驯化技术研究，为四川中药材产业可持续发展提

供资源保障。 

专栏 3 中药材资源保护 

四川中药资源普查。2021年前，完成所有目标县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

建立四川中药资源普查数据库。 

全省中药材资源动态监测网络建设。完善四川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平台，

建立中药资源动态信息发布平台，中药材资源监测站点和技术信息服务网

络覆盖 80%以上的县（区、市）级中药材产区。每个县（区、市）建设 2-3

个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和信息服务站，逐步在资源集中的市（州）、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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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监测和信息服务站点；建立四川省中药材资源服务系统，构建全

省中药材资源预警管理体系；对我省重点保护的野生药材物种实施三级管

理。 

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工程。建立濒危药用野生动植物保护示范区 6个，

原生境保护重点药用物种约 200 种，开展 20 种以上的野生中药资源可持

续采集管理示范。 

国家中药种质资源库及中药资源保存圃建设。进一步加强国家中药种

质资源库的内涵建设，建立 2-3个保存圃，每个面积 100-200 亩，保存中

药资源 1000 种以上。原生境保护药用物种 200 种以上，迁地保护药用物

种 200种以上，离体保存药用物种 5000 种、1万份以上。 

野生濒危中药资源繁育技术研究。开展川贝母、冬虫夏草、麝香、雅

连等 5-10 个濒危珍稀中药材繁育技术研究，并建设濒危珍稀道地药材野

生抚育及生态种植（养殖）基地。 

民族药物保存与繁育技术研究。在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等地开展

藏药、羌药、彝药等特色民族民间药的挖掘整理、保存与繁育、利用研究。 

（二）质量支撑体系 

加快四川中药材标准体系建设。依托四川省中医药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建立四川中药材产业标准体系；近期对川芎、

川贝母、丹参、姜黄、附子、麦冬、川牛膝、白芷，天麻、

黄柏、厚朴、僵蚕、麝香等主要川产道地药材产业标准开展

重点研究，制定良种繁育、种子种苗、种植（养殖）、采收、

产地加工等全过程规范；全面制定川产道地药材生产技术规

程、中药材种子种苗质量标准、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技术规

程，构建优质道地药材全产业链生产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体

系。 

启动并推进川产道地药材认证。依托四川省中医药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四川省道地药材系统开发工程技术中心，建

立川产道地药材认证标准体系，制定包括认证规则和产品标

准，以及相配套的服务和管理办法，推动符合条件的机构取

得相应的认证许可，并启动川产道地药材认证服务。 



- 13 - 

专栏 4  中药材质量标准支撑体系 

四川中药材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四川中药材产业标准体系；探索

建立四川中药材标准制定、修订、实施、评价等长效机制；建立四川省川

产道地药材标准文献数据库，提供中药材标准制修订和标准信息查新服

务；制定 30-50 种川产道地种子种苗、中药材质量标准、中药材商品规格

等级标准，制定良种繁育、种植（养殖）、采收加工、产地加工、炮制、

包装、贮藏、运输等全过程操作规范，构建优质道地药材全产业链生产规

范及质量标准体系。 

川产道地药材认证体系建设。按照国家认监委的管理规定编制川产道

地药材认证规则文件，并申请备案；开展 30-50 种川产道地药材认证标准

的编制；推动符合条件的机构取得相应的认证许可；建立配套的服务及管

理办法，启动川产道地药材认证服务。 

（三）商贸流通体系 

完善交易市场体系。加强成都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规

范化、信息化建设，配套建设仓储物流、市场交易和电商平

台为一体的现代化中药材专业市场，使之在全国中药材产业

和市场方面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和市场影响力。健全中药材

产地交易流通渠道与网络，实现中药材交易便捷化和及时性。 

构建川药信息及交易平台。依托中药材天地网、四川省

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平台等，建设四川中药材交易专栏、川药

信息网、川药数据库、川药电子商务交易等平台，实现中药

材产业信息透明化与公开化，使之具有中药材产业的市场导

向和市场预警功能。 

配套建设现代仓储物流中心。推动中药材流通体系标准

化、现代化，建立物流配送系统、质量检验、追溯管理系统，

建成集加工、包装、仓储、电子商务、现代物流配送于一体

的中药材仓储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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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  中药材商贸流通体系 

全国性中药材交易中心提升。提升成都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的全国

乃至全球的中药材产业的行业影响力，以及对四川中药材产业的带动引

领、凝聚和提升能力，各大区域根据需要建设基础设施配套的中药材集散

地。 

现代仓储物流中心配套建设。加快道地药材生产基地产地贮藏设施设

备建设，完善中药材专业的仓储中心、物流配送系统、质量检验、追溯管

理系统，促进四川中药材贸易流通体系现代化。 

川产药材网上交易平台建设。依托成都中药材天地网等专业和行业门

户网站，推进“互联网+中药材”等流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重点建设

“互联网+中药材”电子商务市场 10个。 

三、开展四大产业示范区建设 

（一）中药材种植（养殖）规范化示范基地 

引导加强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依托国家基本药物所

需的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科研院所、种子种苗企业等，

建设区域综合性或单品种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对繁育有困难

的中药材品种进行种子种苗繁育生产，制定种子种苗生产技

术标准、技术规程，确保药材种源纯正、品质优良，确保优

良种子种苗供应能力。 

完善中药材产业化基础设施。在中药材种植（养殖）集

中连片区、道地产区，建设和完善排灌基础设施、水肥一体

化基础设施、病虫草害联防联控基础设施，产业初加工基础

设施等农业基础设施，逐步转型升级为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

发展模式，有效提升产业劳动效率，全面提升四川省中药材

产业的产量和质量保障能力。 

大力推进规范化规模化生产基地。依托“三个一批”，

开展重点基地建设，发展龙头企业，提供科技支撑，建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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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规模大、管理标准、竞争有力、优质道地、生产规范的中

药材示范基地，全面落实“一控两减三基本”要求，实施化

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统

治和绿色防控等技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促进中药材产业

集中区的形成，带动全省中药材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着力扶持稀缺中药材种植（养殖）基地。建设麝香、川

贝母、冬虫夏草等濒危稀缺中药材生产基地，开展野生资源

保护和抚育，加强野生抚育与人工种植驯化技术研究。 

鼓励支持机械化生产基地。开展中药材种植加工机械的

研发，鼓励种植生产企业自主或联合研发、试制中药材耕、

种、管、收的机械化装备。 

 专栏 6  中药材种植（养殖）规范化示范基地 

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建设区域性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

15-20 个，建设 50 种以上中药材种子种苗规模化繁育基地（种苗年产量

100万株以上，或规范化育苗地面积 50 亩以上）；加强对规模化种子种苗

基地的扶持引领、指导、规范、认证和良种推广。 

规范化规模化中药材生产示范基地建设。新建、扩建 50 个以上川产

道地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生产基地，构建“龙头中药企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基地”的生产经营模式，对于大宗药材示范基地要求面积 5000

亩以上，年产值规模达到 1000 万元以上。 

濒危稀缺中药材种植（养殖）基地建设。建设麝香、川贝母、冬虫夏

草等 5种以上濒危稀缺中药材野生抚育、野生变种植（养殖）基地。 

中药材生产基地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完善集中连片规模化基地

基础设施和配套工程建设；推进川芎、麦冬、白芷、附子等中药材耕、种、

管、收全程机械化或关键环节机械化作业的生产基地 2-5 个。 

（二）中药材定制药园示范基地 

建设扶贫基地或定制药园。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

务院扶贫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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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 年）》，省中医药局、省扶贫移民局等六部门联

合印发了《四川省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方案（2017-2020 年）》

等文件，结合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区域发展项目，鼓励支持医

疗机构和中药企业采用“订单采购”等方式到贫困地区建设

“定制药园”，并将“定制药园”作为其原料供应基地，构

建“医疗机构+中药企业+种植企业（合作社）”的扶贫机制，

打造我省中药材扶贫示范基地。 

专栏 7  中药材定制药园示范基地 

中药材定制药园或扶贫示范基地建设。重点扶持具备条件的深度贫困

县建设中药材产业扶贫示范基地或定制药园，全省中医医疗机构建设 10

个以上定制药园。 

（三）中药材产地加工示范基地 

重点培育道地大宗中药材产地初加工基地。围绕重点产

区的重点品种，重点培育建设一批中药材初加工基地，依靠

技术含量高、产品符合市场要求、规模化程度较高的加工企

业，提高清洗、干燥、分选和包装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

在中药材主产区和集散地，鼓励逐步向开发特色炮制中药饮

片、大健康产品等高层次精深加工方向发展。 

加快发展区域综合性中药材产地初加工基地。充分发挥

中药材加工龙头企业对中药材加工基地的带动作用，推进中

药材产地初加工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鼓励中药生产企

业向中药材产地延伸产业链，开展趁鲜切制和精深加工，提

高药材加工品比例和规范化水平，增加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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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  中药材产地加工示范基地 

道地大宗药材产地初加工基地建设。在道地大宗药材主产区建设 20个

产地初加工基地，全省药材加工转化率达到 80%以上。 

区域综合性中药材产地初加工基地建设。建立 10 个以上区域综合性中

药材产地加工基地。 

（四）民族药特色示范基地 

藏药：选择四川省藏药产业发展所需和藏医临床用量大

的藏药品种，如甘松、波棱瓜子、鸡蛋参、龙胆花、兔耳草、

大花红景天、独一味、手掌参等，研究青藏高原药用品种生

态种植技术，建立种质保护与繁育示范基地；打造藏药区域

品牌 5-10个。 

羌药：选择资源濒危且羌医临床用量较大的 4-6个代表

性羌药，如红毛五加、珠子参（扣子七）等，开展野生变家

种攻关、人工种植产业化技术研究，建立育苗基地和扶贫产

业示范基地；打造羌药区域品牌。 

彝药：选择彝医临床用量大的 4-6 个代表性彝药品种，

建设仿野生良种保护与繁育示范基地；打造 3-4个彝药区域

品牌。 

专栏 9  民族药特色示范基地 

藏药示范基地建设。围绕甘松、波棱瓜子、鸡蛋参、龙胆花、兔耳草、大花

红景天、独一味、黄芪、川西獐牙菜、变叶海棠、大黄、羌活等代表性藏药，

建立 3-4 个藏药材繁育及生产示范基地。 

羌药示范基地建设。围绕红毛五加、珠子参等代表性羌药，在羌药材区域建

立 1-3个羌药材繁育及生产示范基地。  

彝药示范基地建设。围绕代表性彝药，在彝药材区域建立 1-3 个彝药材繁育

及生产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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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区域发展布局 

一、四川省中药材生产区划分布 

按照四川省中药材产地适应性原则，同时结合地貌、气

候及水文等因素将我省中药材产区划分为四个区划：四川盆

地药材生产区、盆地边缘山地药材生产区、川西高原及川西

高山峡谷药材生产区和攀西地区药材生产区。（详见表 1） 

表 1 四川省四大中药材产区的主要生态特征与指标 

项   目 四川盆地药材生产区 
盆地边缘山地 

药材生产区 

川西高原及川西高

山峡谷药材生产区 

攀西地区 

药材生产区 

主要地域 

成都市、德阳市、绵阳

市、资阳市、眉山市、

自贡市、内江市、遂宁

市、南充市、广安市 

宜宾市、泸州市、乐山

市、雅安市（汉源县、

石棉县除外）、达州市、

巴中市、广元市 

甘孜州、阿坝州、凉

山州（木里县） 

凉山州（木里县

除外）、攀枝花

市、雅安市（汉

源县、石棉县） 

地   貌 平原、丘陵、山区 丘陵、山区 高山峡谷与高原 
山 区 与 干 热 河

谷、丘陵 

气候带 亚热带湿润气候 亚热带湿润垂直气候 
北亚热带、温带、寒

带垂直气候 

南亚热带气候、

中亚热带 

年均温 

（℃） 
15-18 13-18 0-12 16-21 

≧10℃年积温

（℃） 
4700-5200 4500-5000 600-4500 5600-7000 

无霜期（天） 280-310 
280-310（盆地南缘）；

220-260（盆地北缘） 

50（高原）-240（峡

谷） 
250-310 

年照时数 

（小时） 
890-1370 800-1400 2200-3000 3200-3300 

平均降雨量 

（mm） 
1000-1600 800-1800 520-890 700-1000 

主要适宜 

品种 

川芎、附子、麦冬、白

芷、半夏、丹参、郁金、

姜黄、泽泻、白芍、红

花、川明参、鱼腥草、

补骨脂、佛手、栀子、

天门冬、石斛、乌梅、

银杏等。 

杜仲、厚朴、黄柏、黄

连、金银花、天麻、川

牛膝、桔梗、大黄、仙

茅、川乌、天门冬、重

楼、白及、吴茱萸、秦

皮、银耳、川续断、使

君子、乌梅、银杏、百

部等。 

天麻、大黄、川贝母、

秦艽、甘松、波棱瓜

子、手掌参、羌活、

独活、红毛五加、红

景天、龙胆花、麝香

等。 

重楼、天麻、补

骨脂、大黄、黄

柏、杜仲、川续

断、三七、附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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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川省重点中药材种植品种发展规模 

通过对全省各市（州）现有中药材种植品种分布、种植

历史、种植面积、产业经济指标等情况的调查，结合川产道

地药材的分布区域与产地适宜性，提出全省重点发展的道地

中药材品种、适宜区域及发展规模。（详见表 2） 

表 2  四川省中药材重点发展品种适宜区域及发展规模（单位：万亩） 

序号 药材名 
适宜区域 2017年 

种植面积 

2020年 

规模 

2025年 

规模 分区 市（州）、县（区） 

1 白芍 

四川盆地 
德阳市（中江县），南充市（仪陇县），广安
市，成都市（金堂县） 

6.7 7 10 

盆地边缘山地 
达州市（渠县），广元市（剑阁县、苍溪县），
雅安市（芦山县） 

2 白芷 

四川盆地 
遂宁市、内江市、德阳市（中江县），广安
市（岳池县），南充市，成都市（崇州市） 

6 7 8 

盆地边缘山地 达州市(达川区、渠县) 

3 白及 

四川盆地 内江市，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 

1.6 1.6 1.8 

盆地边缘山地 广元市，雅安市等 

4 白术 盆地边缘山地 
雅安市（宝兴县、天全县），乐山市（沙湾
区、峨眉山市），巴中市（通江县、平昌县） 

3.5 4 5 

5 百合 盆地边缘山地 
巴中市（通江县），泸州市（古蔺县、合江
县），达州市（大竹县、渠县） 

1.2 1.5 3 

6 半夏 

四川盆地 
广安市（武胜县、岳池县），南充市（阆中
市），眉山市（仁寿县） 

1.7 2 3 盆地边缘山地 
巴中市（南江县），达州市（渠县），广元市
（苍溪县） 

攀西地区 凉山州（布拖县、昭觉县） 

7 草珊瑚 四川盆地 成都市（都江堰市） 1 1.5 2 

8 柴胡 

四川盆地 自贡市（荣县） 

4.7 5 5 

盆地边缘山地 广元市（剑阁县、青川县、苍溪县） 

9 陈皮 

四川盆地 
资阳市，成都市（新津县、蒲江县、金堂县），
绵阳市（三台县），广安市（岳池县） 

0.1 0.5 0.5 

盆地边缘山地 泸州市（合江县） 

10 虫白蜡 

四川盆地 眉山市（洪雅县） 

0.2 0.5 0.5 

盆地边缘山地 乐山市，巴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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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材名 
适宜区域 2017年 

种植面积 

2020年 

规模 

2025年 

规模 分区 市（州）、县（区） 

11 川贝母 

盆地边缘山地 雅安市（宝兴县） 

0.04 0.1 0.5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木里县） 

12 川芎 四川盆地 
成都市（都江堰市、郫都区、彭州市、新都
区、崇州市），德阳市（什邡市），眉山市（东
坡区） 

15.3 16 20 

13 川牛膝 

四川盆地 
眉山市（洪雅县），乐山市（峨眉山市、峨
边县、金口河区） 

3.9 4 5 

盆地边缘山地 雅安市（天全县、宝兴县、芦山县、荥经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雅安市（石棉县、汉源县） 

攀西地区 
凉山州（甘洛县、越西县、喜德县、冕宁县、
西昌市），攀枝花市（盐边县） 

14 川明参 

四川盆地 
成都市（金堂县、青白江区），资阳市，内
江市，眉山市（仁寿县），南充市（仪陇县、
阆中市） 12.1 13 13 

盆地边缘山地 达州市，巴中市，广元市（苍溪县） 

15 川乌 

四川盆地 绵阳市（平武县、安县、北川县） 

0.7 1 1 盆地边缘山地 广元市（青川县） 

攀西地区 凉山州（布拖县、昭觉县、甘洛县、越西县） 

16 川续断 

四川盆地 绵阳市（盐亭县） 

0.3 0.2 0.5 

盆地边缘山地 
乐山市（峨眉山市、夹江县），泸州市（古
蔺县、叙永县），宜宾市（高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甘孜州（泸定县），凉山州（木里县） 

攀西地区 
凉山州（西昌市、德昌县、会理县、会东县、
昭觉县、盐源县） 

17 大黄 

四川盆地 
绵阳市（北川县、安县），成都市（邛崃市、
彭州市），德阳市（绵竹市、什邡市）等 

3.7 4 5 

盆地边缘山地 巴中市（通江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甘孜州，阿坝州 

攀西地区 雅安市（汉源县、石棉县），凉山州 

18 丹参 

四川盆地 

德阳市（中江县、广汉市），绵阳市（平武
县、梓潼县），成都市（金堂县、青白江区），
资阳市（乐至县）、南充市（仪陇县、南部
县），眉山市（彭山区） 11 15 20 

盆地边缘山地 
巴中市（平昌县、巴州区），广元市（苍溪
县、剑阁县） 

19 党参 

四川盆地 绵阳市（平武县） 

1.6 2 5 盆地边缘山地 广元市（青川县），达州市（宣汉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阿坝州（九寨沟县、松潘县、若尔盖县、理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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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材名 
适宜区域 2017年 

种植面积 

2020年 

规模 

2025年 

规模 分区 市（州）、县（区） 

20 茯苓 

盆地边缘山地 
巴中市（通江县），达州市（大竹县），广元
市（利州区、昭化县） 

1.2 2 3 

攀西地区 攀枝花市（米易县） 

21 佛手 

四川盆地 眉山市（洪雅县），南充市（阆中市） 

3.9 4 5 盆地边缘山地 
泸州市（合江县、泸县），宜宾市，乐山市
（沐川县、犍为县、峨眉山市、夹江县），
雅安市（芦山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甘孜州（泸定县） 

22 附子 

四川盆地 绵阳市（江油市、安州区） 

1.9 3 3 

攀西地区 凉山州（布拖县） 

23 干姜 盆地边缘山地 
乐山市（犍为县、沐川县），宜宾市（叙州
区） 

2.8 3 5 

24 赶黄草 

盆地边缘山地 泸州市（古蔺县、泸县、叙永县） 

1.7 2 2 

攀西地区 凉山州（雷波县） 

25 葛根 

四川盆地 
德阳市，南充市，遂宁市，内江市，广安市
等 

2.5 3 5 盆地边缘山地 达州市，广元市，巴中市 

攀西地区 攀枝花市 

26 何首乌 

盆地边缘山地 乐山市，宜宾市，达州市（万源市） 

0.1 0.5 1 

攀西地区 攀枝花市（米易县） 

27 红花 

四川盆地 
成都市（金堂县、都江堰市、简阳市），遂
宁市，资阳市（安岳县），南充市（仪陇县） 

0.15 0.5 0.5 

盆地边缘山地 巴中市（平昌县），达州市 

28 虎杖 盆地边缘山地 
巴中市（巴州区），广元市（昭化县），达州
市 

0.3 0.5 0.5 

29 黄精 

四川盆地 
遂宁市（蓬溪县），南充市（仪陇县、营山
县），广安市（武胜县、岳池县），内江市（资
中县） 4 5 5 

盆地边缘山地 
巴中市，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宜宾
市（筠连县），达州市 

30 黄连 

四川盆地 
眉山市（洪雅县），成都市（彭州市、大邑
县），绵阳市（安州区、北川县），德阳市（什
邡市） 

14.4 20 35 盆地边缘山地 
乐山市（峨眉山市、峨边县、金口河区、沙
湾区、马边县），雅安市，达州市（宣汉县） 

攀西地区 凉山州（雷波县） 

31 黄芪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阿坝州（茂县、松潘县、理县、九寨沟县），
甘孜州（理塘县、德格县、道孚县） 

0.2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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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材名 
适宜区域 2017年 

种植面积 

2020年 

规模 

2025年 

规模 分区 市（州）、县（区） 

32 姜黄 

四川盆地 
成都市（双流区、崇州市、新津区），资阳
市，内江市，南充市，遂宁市，广安市 

0.9 1 3 

盆地边缘山地 
乐山市（犍为县、沐川县、井研县），宜宾
市（叙州区、屏山县） 

33 金银花 

四川盆地 南充市，绵阳市 

32.7 30 35 

盆地边缘山地 
乐山市，宜宾市，泸州市，巴中市，广元市，
雅安市 

34 
 

桔梗 

四川盆地 
绵阳市（梓潼县），成都市（金堂县），德阳
市（中江县），南充市（仪陇县、南部县、
阆中市），遂宁市（射洪县） 

3.7 4 5 盆地边缘山地 
达州市（万源市），乐山市，广元市（苍溪
县、剑阁县、旺苍县），巴中市（通江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阿坝州（汶川县） 

35 菊花 

四川盆地 
广安市（岳池县），南充市（西充县），遂宁
市（蓬溪县） 

1.8 2 5 

盆地边缘山地 
巴中市（巴州区、恩阳区），达州市（开江
县） 

36 连翘 

四川盆地 遂宁市（射洪县） 

0.5 0.5 0.5 

盆地边缘山地 达州市 

37 灵芝 

四川盆地 成都市，绵阳市 

0.04 0.3 0.5 

盆地边缘山地 
乐山市，雅安市，宜宾市，泸州市，广元市，
巴中市，达州市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甘孜州（康定市、泸定县） 

攀西地区 凉山州 

38 麦冬 

四川盆地 
绵阳市（三台县、江油市），南充市（南部
县），遂宁市（射洪县） 

3.7 5 10 

盆地边缘山地 乐山市，广元市（剑阁县） 

39 牡丹皮 

四川盆地 
成都市（彭州市、都江堰市），德阳市（绵
竹市、什邡市） 

0.12 0.5 0.5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木里县） 

攀西地区 凉山州（盐源县、西昌市） 

40 木瓜 盆地边缘山地 
达州市（通川区、万源市），宜宾市（兴文
县） 

6.6 7 8 

41 木香 

四川盆地 
成都市（都江堰市、大邑县），绵阳市（平
武县） 

6.7 7 8 

盆地边缘山地 达州市（宣汉县），雅安市（芦山县） 

42 前胡 

四川盆地 资阳市（乐至县），南充市（蓬安县） 

0.6 1 2 

盆地边缘山地 
广元市（青川县），泸州市（古蔺县、叙永
县） 

43 羌活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木里县） 0.2 0.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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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材名 
适宜区域 2017年 

种植面积 

2020年 

规模 

2025年 

规模 分区 市（州）、县（区） 

44 秦艽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木里县） 1 1.5 3 

45 桑椹 攀西地区 
攀枝花市（盐边县、米易县），凉山州（德
昌县、西昌市、会理县、会东县） 

10 15 20 

46 山药 

四川盆地 绵阳市，南充市 

0.6 1 5 

盆地边缘山地 雅安市（天全县、芦山县、宝兴县） 

47 山茱萸 

四川盆地 绵阳市 

0.6 1 1 

盆地边缘山地 广元市，巴中市，达州市 

48 川射干 

四川盆地 
成都市（都江堰市），广安市（岳池县），绵
阳市（盐亭县） 

1.7 2 3 

盆地边缘山地 巴中市 

49 石斛 

四川盆地 
成都市（邛崃市、蒲江县、崇州市、彭州市），
眉山市（洪雅县），内江市 

4 6 10 盆地边缘山地 
泸州市（合江县、叙永县、泸县），乐山市
（夹江县、峨眉山市、峨边县），雅安市，
达州市（万源市、宣汉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甘孜州（泸定县） 

50 
天花粉/
瓜蒌 

四川盆地 
德阳市，南充市，遂宁市，内江市，广安市
等 

1.9 2 3 

盆地边缘山地 广元市，巴中市 

51 天麻 

四川盆地 绵阳市（平武县） 

1.7 4 10 

盆地边缘山地 

广元市（青川县、旺苍县），雅安市（荥经
县、宝兴县、芦山县、天全县），达州市，
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乐山市（金口
河区）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阿坝州（茂县、汶川县、小金县、九寨沟县），
甘孜州（康定市、泸定县、丹巴县） 

攀西地区 凉山州（雷波县、美姑县） 

52 银耳 

四川盆地 绵阳市（平武县） 

0.1 1 3 

盆地边缘山地 
巴中市（通江县、南江县），达州市（宣汉
县），广元市（青川县） 

53 天门冬 

四川盆地 内江市（东兴区），资阳市（安岳县） 

0.02 1 3 

盆地边缘山地 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甘孜州（巴塘县），凉山州（木里县） 

攀西地区 凉山州（盐源县、喜德县） 

54 乌梅 

四川盆地 成都市（大邑县），绵阳市，广安市 

11.2 15 15 盆地边缘山地 
达州市，宜宾市，巴中市，广元市，乐山市
（马边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阿坝州（金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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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材名 
适宜区域 2017年 

种植面积 

2020年 

规模 

2025年 

规模 分区 市（州）、县（区） 

55 吴茱萸 

四川盆地 绵阳市（平武县、北川县、安州区） 

0.1 1 5 盆地边缘山地 

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宜宾市（筠连
县、珙县），巴中市，达州市，广元市（苍
溪县），雅安市（宝兴县），乐山市（峨眉山
市、马边县） 

攀西地区 雅安市（汉源县） 

56 益母草 

四川盆地 成都市（邛崃市、大邑县） 

0.3 1 2 盆地边缘山地 巴中市（通江县），达州市 

攀西地区 凉山州 

57 银杏 

四川盆地 绵阳市，成都市（彭州市） 

6.7 7 10 

盆地边缘山地 广元市，达州市（开江县） 

58 鱼腥草 
四川盆地、盆地
边缘山地 

成都平原，盆地周围山区 1.1 2 10 

59 郁金 四川盆地 成都市（双流区、崇州市、温江区） 0.15 0.3 1 

60 皂角 盆地边缘山地 巴中市 1.8 2 3 

61 泽泻 

四川盆地 眉山市（彭山区），成都市（都江堰市） 

5 5 5 

盆地边缘山地 泸州市（泸县） 

62 
川西 
獐牙菜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甘孜州（乡城县） 0.05  0.5 1 

63 重楼 

四川盆地 成都市 

1.9 3 5 

盆地边缘山地 雅安市，乐山市，泸州市，达州市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甘孜州（康定县、泸定县、丹巴县），阿坝
州（汶川县、九寨沟县、小金县、金川县、
茂县、理县）等 

攀西地区 攀枝花市，凉山州 

64 枳壳 

四川盆地 
遂宁市，南充市（西充县、营山县、仪陇县），
广安市，绵阳市（三台县），资阳市，内江
市 

0.9 3 5 

盆地边缘山地 
广元市（苍溪县），巴中市（通江县），宜宾
市（高县、珙县），达州市（万源市、宣汉
县），泸州市（泸县、合江县） 

65 栀子 

四川盆地 内江市（资中县） 

5.8 6 10 

盆地边缘山地 
泸州市（纳溪区、古蔺县、合江县、叙永县），
宜宾市（屏山县），雅安市（芦山县） 



- 25 - 

序号 药材名 
适宜区域 2017年 

种植面积 

2020年 

规模 

2025年 

规模 分区 市（州）、县（区） 

66 猪苓 

四川盆地 绵阳市（北川县、平武县） 

0.07 0.5 1 

盆地边缘山地 
广元市（旺苍县），乐山市（峨边县），雅安
市（荥经县），巴中市（南江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阿坝州（理县、金川县、小金县、九寨沟县） 

攀西地区 凉山州（美姑县） 

67 
麝香 

（林麝） 

四川盆地 绵阳市（平武县），成都市（都江堰市） 

1万头 
（林麝） 

1.5万头 
（林麝） 

2万头 
（林麝） 

盆地边缘山地 
雅安市，广元市，巴中市（南江县、通江县），
达州市（万源市）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阿坝州，甘孜州 

攀西地区 凉山州 

合  计 222.74 269.3 386.8 

三、四川省中药材种植发展重点县的主要适宜发展品种

及发展规模 

  立足中药材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以中药材产业扶贫和特

色产业可持续发展为契机，结合当前我省药材道地产区和大

宗药材传统产区分布特点，提出了中药材种植重点县的主要

适宜品种及发展规模。（详见表 3） 

表 3  四川省中药材种植重点县的主要适宜品种及发展规模（单位：万亩） 

序号 市（州） 重点县 产区 主要适宜品种 
2017年 

种植面积 

2020年

规模 

2025年

规模 

1 

成都市 

大邑县 四川盆地 
乌梅、黄连、杜仲、厚朴、

黄柏 
5.7 6 6 

2 都江堰市 四川盆地 
川芎、厚朴、重楼、草珊瑚、

黄精 
3.9 4 5 

3 金堂县 四川盆地 川明参、丹参 0.4 0.5 1 

4 彭州市 四川盆地 
川芎、厚朴、鱼腥草、重楼、

黄连 
8.5 9 10 

5 双流区 四川盆地 姜黄、郁金、莪术 0.3 0.5 1 

6 崇州市 四川盆地 姜黄、郁金、莪术 0.3 0.5 1 

7 青白江区 四川盆地 川明参 0.4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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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重点县 产区 主要适宜品种 
2017年 

种植面积 

2020年

规模 

2025年

规模 

8 自贡市 荣县 四川盆地 竹叶柴胡 1.6 2 3 

9 攀枝花

市 

米易县 攀西地区 何首乌、茯苓、昆明山海棠 0.2 0.5 1 

10 仁和区 攀西地区 滇重楼 0.3 0.5 0.5 

11 

泸州市 

古蔺县 盆地边缘山地 
赶黄草、天门冬、天麻、百

合、黄精、山银花、吴茱萸 
8.9 10 10 

12 合江县 盆地边缘山地 
石斛、青果、佛手、百合、

黄精 
2.5 3 3 

13 泸县 盆地边缘山地 
栀子、枳壳、泽泻、白芷、

灵芝、佛手 
1.3 2.5 2 

14 

德阳市 

什邡市 四川盆地 川芎、黄连、厚朴 6.1 7 10 

15 中江县 四川盆地 丹参、白芍 10.8 11 15 

16 

绵阳市 

安州区 四川盆地 山茱萸、附子、黄连、重楼 10.2 11 12 

17 北川县 四川盆地 
黄连、重楼、天麻、玄参、

云木香、白及 
16.5 17 20 

18 平武县 四川盆地 厚朴、天麻、杜仲、黄柏 27 27 30 

19 三台县 四川盆地 麦冬、桔梗 5.2 6 10 

20 梓潼县 四川盆地 桔梗、葛根 0.7 1 1 

21 

广元市 

苍溪县 盆地边缘山地 川明参、白及、瓜蒌 6.1 7 8 

22 剑阁县 盆地边缘山地 柴胡 1.2 2 2 

23 青川县 盆地边缘山地 
天麻、乌头、前胡、重楼、

钩藤 
8.3 9 10 

24 旺苍县 盆地边缘山地 杜仲、柴胡、淫羊藿 40.5 41 41 

25 遂宁市 船山区 四川盆地 白芷 1.3 2 2 

26 

内江市 

东兴区 四川盆地 枳壳、石斛、天门冬 0.3 0.5 1 

27 资中县 四川盆地 栀子 0.5 0.5 1 

28 

乐山市 

峨眉山市 盆地边缘山地 
黄连、雅连、天麻、白术、

厚朴、雪胆 
3.2 4 5 

29 夹江县 盆地边缘山地 叠鞘石斛 1.3 1.5 2 

30 犍为县 盆地边缘山地 姜黄、干姜、栀子 7.6 8 10 

31 马边县 盆地边缘山地 乌梅、朱砂莲 1 2 2 

32 沐川县 盆地边缘山地 姜黄、干姜 3.8 4 5 

33 沙湾区 盆地边缘山地 黄连、白术、虫白蜡 1.5 2 3 



- 27 - 

序号 市（州） 重点县 产区 主要适宜品种 
2017年 

种植面积 

2020年

规模 

2025年

规模 

34 

南充市 

高坪区 四川盆地 佛手、黄精、山药 2.7 3 3 

35 阆中市 四川盆地 
川明参、半夏、葛根、瓜蒌、

佛手、山药 
13 14 15 

36 南部县 四川盆地 
半夏、瓜蒌、枳壳、黄精、

佛手、白及 
6.8 7 8 

37 西充县 四川盆地 
铁皮石斛、半夏、白芷、佛

手 
1.3 2 2 

38 

宜宾市 

翠屏区 盆地边缘山地 栀子 0.5 0.5 1 

39 高县 盆地边缘山地 栀子 2.4 3 3 

40 筠连县 盆地边缘山地 
青蒿、金银花、淡竹叶、栀

子、黄精 
2.2 2.5 2.5 

41 屏山县 盆地边缘山地 金银花、栀子 3.6 4 5 

42 兴文县 盆地边缘山地 木瓜、砂仁、太子参、重楼 1.8 2 2 

43 叙州区 盆地边缘山地 
仙茅、石菖蒲、栀子、金银

花、姜黄、钩藤 
8.1 9 10 

44 
广安市 

前锋区 四川盆地 枳壳、防风 0.5 1 1 

45 岳池县 四川盆地 桑叶、黄精、枳壳、桔梗 0.9 1 2 

46 

达州市 

达川区 盆地边缘山地 
乌梅、金银花、白芷、百合、

桔梗、百部 
11.2 12 13 

47 万源市 盆地边缘山地 
太白贝母、桔梗、红花、龙

胆草、天门冬、杜仲 
15 15 15 

48 宣汉县 盆地边缘山地 木瓜、云木香、厚朴、百部 17.3 18 20 

49 渠  县 盆地边缘山地 白芍、白芷、百合 3 4 5 

50 开江县 盆地边缘山地 银杏、葛根 7 8 9 

51 

巴中市 

巴州区 盆地边缘山地 
桔梗、皂角、丹参、虎杖、

黄精 
6.8 7 10 

52 恩阳区 盆地边缘山地 川明参 2.5 3 4 

53 南江县 盆地边缘山地 川银花、杜仲、厚朴、黄柏 38 38 40 

54 平昌县 盆地边缘山地 白术、白芍、葛根 2.4 3 3 

55 通江县 盆地边缘山地 银耳、药用大黄、百合 3 4 5 

56 

雅安市 

宝兴县 盆地边缘山地 
云木香、厚朴、川牛膝、白

术、玄参 
8.8 9 10 

57 汉源县 攀西地区 
花椒、白术、川牛膝、玄参、

云木香 
12.3 15 15 

58 芦山县 盆地边缘山地 
白芍、白及、天麻、重楼、

山药、云木香 
4.5 5 5 

59 天全县 盆地边缘山地 川牛膝、杜仲、厚朴、黄柏 2.2 3 4 

60 荥经县 盆地边缘山地 天麻、黄柏 6.8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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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重点县 产区 主要适宜品种 
2017年 

种植面积 

2020年

规模 

2025年

规模 

61 

眉山市 

洪雅县 四川盆地 雅连、黄连、重楼、虫白蜡 0.7 1 2 

62 彭山区 四川盆地 泽泻、川芎 3.5 4 5 

63 

阿坝州 

九寨沟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素花党参、猪苓、天麻 0.8 1 2 

64 茂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川贝母、红毛五加 1.6 2 3 

65 若尔盖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大黄、独一味 1 2 2 

66 松潘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川贝母、黄芪、秦艽、羌活 1.8 2 3 

67 汶川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川芎苓子、重楼 3.4 4 5 

68 黑水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大黄、羌活、红毛五加、秦

艽、川贝母 
2 3 3 

69 

甘孜州 

丹巴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羌活、川贝母、重楼、天麻 0.1 0.5 1 

70 道孚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秦艽 1.6 2 2 

71 康定市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川贝母、重楼、藁本 0.5 1 1 

72 泸定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佛手、波棱瓜子、鸡蛋参 1 1.5 2 

73 石渠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唐古特大黄、独一味 3 4 4 

74 乡城县 
川西高原及川

西高山峡谷 
川西獐牙菜、藏木香 0.1 1 1 

75 凉山州 布拖县 攀西地区 附子、滇重楼 0.7 1 2 

合  计 393.8 433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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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及管理  

健全中药材产业发展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将中药材

产业发展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药材产业相关政

策衔接配合，产业过程融入全局，产业发展全面动员。健全

中药材产业管理体系，融合中药材产业管理资源，建立中药

材产业目标任务，制定中药材产业发展考核体系，确保规划

有效实施，切实发挥中药材产业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精

准脱贫的重要作用。 

二、完善财政金融投入机制 

建立以政府性资金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资金

广泛参与的投入机制。协调相关专项资金支持中药材产业发

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效应。鼓励社会资本、民间资本

为中药材产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鼓励地方将中药材

种植纳入特色农业保险范围并给予保费补贴，省级财政按照

特色农业保险奖补政策规定对市县政府给予奖补，有效降低

药农种植所面临的灾害损失，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按照国

家税收法律及有关规定，全面落实扶贫捐赠税前扣除、税收

减免等扶贫公益事业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各类市场主体到贫

困地区投资中药材产业、带动就业增收的相关支持政策。对

重点品牌中药材探索产业链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机制，支

持符合条件的中医药企业引入金融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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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 

大力宣传中药材产业总体战略、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和

重大意义，充分利用中医药文化科普机构、官方微信、微博

等新媒体，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交流，做好中药材保护和

发展的宣传工作。注重中药材宣传教育，开辟专栏、专题节

目，开展中药材科普项目，促进中药材与各行业有效融合，

创作一批文化创意产品，增强全民对中药强省战略的普遍认

知，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中药材产业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提高优质中药材的社会认知度，培育中药材知名品牌。发挥

行业组织的桥梁纽带和行业自律作用，宣传贯彻国家法律法

规、政策、规划和标准，发布行业信息，积极引进和推动大

型中药企业建设定制药园，促进市场稳定，打造良好的市场

环境。 

四、强化专门人才队伍建设 

充分利用中医药人才强省战略，完善中药材生产种植和

精深加工行业人才发展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加强中药材产

业链条上各层级人才培养，提高各环节各层级人员就业素质。

加大中药材高层次和国际化专业技术人才交流，建立一支结

构合理、特色优势明显的中药材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强化职

业技能培训，鼓励校企、院企等多种方式合作，培养一支扎

根基层的中药材资源保护、种植养殖、加工、鉴定技术和信

息服务队伍，加强基层中药材生产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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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突出科技引领产业发展 

以新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科学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建

立健全中药材发展协同创新体系，强化创新科技在中药材种

质资源保护、种子种苗基地构建、大宗优势药材种植技术推

广、中药材种植关键技术装备升级的引领作用。强化企业技

术创新主体地位，培育一批科技创新中小企业，提高中药材

产业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水平。建立完善中药材数据综合信息

平台，将创新信息网络、物联网科技技术充分融入产业发展

各个环节，整合产业资源，指导中药材产业协同发展，提升

中药材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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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省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7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