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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中药材产业肩负期望腾飞

林地、草地是名副其实的中药材之母。绝大多数药用植物在绿色的怀抱里自然繁衍
。利用林草资源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这种优势和潜力愈加凸显。林草资源为中药材生长营
造了优越的环境条件。林草资源生境丰富多样，可满足颇具生态特性药材的生长需
要。由于生态环境良好、空气质量优良，极少受农药、化肥、除草剂等污染，因此
具备了培育绿色、有机中药材的天然优势。

除此之外，发展林草中药材产业还有众多理由。比如，利用林下土地资源生产中药
材，不与“粮”争地，契合国家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的要求。

林间林下草地产药，以药养林养草。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
今天，发展林草中药材产业的意义更加重大。林草资源多分布在边远地区和经济欠
发达地区，发展林草中药材产业，无疑可以有力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巩固和拓展
脱贫攻坚战果。

没什么也别没健康。随着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对高品质中药材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发挥林草资源优势，利用生态培育方式生产中药材，可以提供安全、高效、绿
色、有机的优质药材，以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因此，说林草中药材产业是朝阳产
业一点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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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0年前，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第2年的9月
，原国家林业局有关司局印发通知，遴选一批中草药种植历史悠久、发展规模较大
、市场份额占有比例高的地区，启动了林下经济草本中药材种植补贴试点工作。

2019 年，国家林草局、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关于
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中药材种植培育，大力开发中医药
与森林康养服务相结合的产品。

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草局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科学利用林地资
源、促进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积极探索林药、林菌等多
种森林复合经营模式，明确了用地等支持政策，以推动林下中药材生态培育的高质
量发展。

2021年，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
划纲要》。其中，林草中药材被列入优势特色产业重点项目，林草中药材生态培育
的规划目标和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

在2022年新颁发的《指南》中，国家林草局提出的目标是：在坚决维护生态安全的
前提下，科学合理利用林草资源，充分发挥其生境优势，以中药材生态培育为核心
，建设林草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良种繁育和种植基地，推进药材生产加工及储藏
物流等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打造独具特色的林草中药材产业体系，形成林间、林下
、草地产药，以药养林养草的良性循环，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林下套种中药材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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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重在生态培育

生态培育是林草中药材产业的最大优势，也是关键所在。

林草中药材生态培育的涵义是，在保持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础上，在维护森林、草原
生态功能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应用生态学原理和现代技术，
在已经郁闭成林的人工林等人为干预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态系统内，采用清洁化生
产、绿色防控等生态培育措施种植中药材，禁用化学农药和化学肥料等可能污损环
境或影响药材品质的投入品，保证中药材的质量和安全，培育绿色优质中药材，实
现生态经济的良性循环。

生态培育的主要路径有二。

其一是野生抚育。利用存有一定数量野生药用生物种群的原生自然生态群落，在维
护其生态功能的前提下，根据药用生物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及群落生态环境特点
，采用科学技术措施对群落进行保护、抚育，使其药用生物种群恢复或壮大，药材
产量和品质提高，使其资源量达到具有经济利用价值的水平。确定合理地利用周期
、适宜的采收方法和采集强度，生产出质量近似于野生的药材。

其二是仿野生栽培。在适于某种目标药材生长的原生或类似环境中，若目标药材较
少或没有分布，可以采用适宜方法栽培目标药材，使其生物种群个体数量达到适合
规模化生产药材的水平，并模仿野生药材的生长条件进行抚育管理，培育质量近似
野生的药材。

在林草中药材生态培育中，要选育优良品种，努力建设一批生态培育基地。根据区
域地理环境、植被类型、气候土壤条件、生境特点，分区域按品种建设林草中药材
生态种植、野生抚育和仿野生栽培基地。选择适宜的药材种类，采用适合的生产方
式和技术模式，严控肥料、农药等投入品使用，奉献出质量安全、有效、稳定可控
的绿色或有机中药材。

利用林草资源种植中药材，其生态培育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利用林下或树体及空间
资源，种植具有一定耐阴性的中药材种类，被称为林药混作模式;林药间作模式则指
利用林下空间间作培植中药材。在经济林、用材林的幼林期，光照充足，适宜间作
多种药材，成林后间作耐阴性的种类;在不开垦草原、不破坏原生植被的前提下，增
补或引种药用植物培育中药材被称之为药草混生模式。而药草间作模式，则是药用
植物与牧草等草本植物带状间作。

有些林木浑身是宝。根、茎、枝条、树皮、树叶、树脂、花、果实及种子等均可入
药。这些药用林木可单独栽培，也可多种间作种植，还可采用乔灌木复层种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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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上层为喜光的药用乔木，中下层为耐阴性药用小乔木、灌木或草本;还可充分利用
林木根、茎、枝、叶或废弃木料、树皮等材料，培育寄生性药用植物、药用菌物或
药用动物等。

为指导和规范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提高生态种植中药材的质量，保障林草中药材
产业健康发展，2021年7月5日，国家林草局发布了《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通则》
。通则中规定了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的基本原则、种植模式、种植区选择、品种选
择、关键技术、产品采收、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以及基地建设等基本要求。除符合
通则中规定的基本要求外，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还应当符合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的
相关要求。

这个通则适用于人工干预形成的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中药用植物的生态种
植作业和管理。通则特别强调，要保护优先、尊重自然。在保护林草资源和生态环
境的基础上，按照“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理念，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稳定，适
度规模开展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利用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特有的环境条
件，选择优良适生品种，坚持绿色清洁化种植。采用科学高效的现代种植技术和管
理方法，提高中药材质量，实行化学肥料和有毒农药零投入管理，从源头上保障产
品安全。

在种植模式上，根据中药材品种的生长特性和种植区环境特点，采用不同的生态种
植模式培育中药材。主要包括林下种植、草地混植、单一种植、间套作种植、轮替
种植和生态景观种植等模式。鼓励集成创新其他生态种植模式。

与此同时，国家林草局还发布了林草中药材野生抚育、仿野生栽培2个通则，以推
进林草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林草中药材野生抚育通则规定了林草中药材野生抚育的
基本原则、抚育模式、抚育区选择、技术要点、关键环节管控以及基地管理等基本
要求。其目的是依靠自然条件、辅以轻微干预措施，提高种群生产力。

林草中药材仿野生栽培是指在生态条件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中，根据中药材生长发
育习性及其对生态环境的要求，遵循自然法则和规律，模仿中药材野生环境和自然
生长状态，再现植物与外界环境良好生态关系的中药材生态培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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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中药材

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恰逢东风

发展林草中药材产业显然不能一蹴而就。

要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首先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林草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是林
草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强劲东风。国家林草局要求，主管部门要因地制宜地研究制定
专项规划、实施方案和配套措施。要主动加强与卫生健康、农业农村、中医药、药
监等部门的沟通联系，积极争取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共同研究和推动解决林草中
药材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山入林，为林草中药材产业注入活力。完善政策机制是林草
中药材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家林草局的《指南》中特别提出，鼓励各地建立持
续稳定的多元投入机制，完善金融服务机制，鼓励地方建立林草中药材投融资项目
储备库，助推银企对接。

多项利好政策已经明确：在不破坏生态、森林植被和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可利用二
级国家级公益林地和地方公益林地适度开展林下中药材种植;鼓励发展以生产药材为
主要目的的商品林，推动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在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国家林业重
点龙头企业、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建设中，优先支持林草中药材基地、企业和园
区;优先支持优质林草中药材产品进入森林生态标志产品名录;在重要林业节庆展会
中，重点推介特色林草中药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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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大力加强林草中药材领域的基础研究和科研
攻关迫在眉睫。科研部门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及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突破一批产
业化前景良好的关键核心技术，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呼唤
高质量人才。教育部门要精准培养专业人才，积极开展基层职业技能培训，推进产
学研协同创新。林草中药材企业要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的合作，建立起产业创新
联盟。要建立专家咨询机制，构建林草中药材产业科技服务体系。

各级林草主管部门要优化管理服务。一方面要完善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监管机制，
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强化生产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要建立健全
林草中药材标准体系，加快推动标准化生产。

产业发展要遵从产业规律。要完善产销对接机制，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及
各类新零售模式，拓宽林草中药材产品销售渠道。鼓励各地搭建产业合作、招商引
资、经贸洽谈平台，推动林草中药材优势产地、产品加工基地与中医药大健康企业
直接对接。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产业规划编制、标准制定、品牌建设等工作。要积极
运用各类媒体平台，宣传林草中药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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