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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林业产业发展的 ＳＷＯＴ分析

肖　波
（四川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　要：林业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成都市林业产业发展是以林业生态建设促进林业产业建设为切入
点，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对提高林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加快农民脱贫

致富步伐，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其林业产业能更好地为成都市林

业发展策略提供一定的依据。在分析成都市林业产业发展的背景及必要性的基础上，借助 ＳＷＯＴ方法，阐明了成
都市林业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提出了推进林业制度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培育龙头企业、强化科技

支撑等对策来促进成都市林业产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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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期间，成都市森林资源培育步伐加
快，按照建设现代林业的总体要求，着力打造现代林

业产业基地，共改（扩）建 ４３万 ｈｍ２林竹产业基
地。加强特色林产业科技示范园建设，新建和改造

早实核桃 ４０００ｈｍ２，新建优质笋用竹基地１３万多

ｈｍ２，新建和改造森林药材 ６６６７ｈｍ２，建成珍稀珍
贵植物基地１３４６７ｈｍ２。花卉苗木的种植面积达到
２４６２万 ｈｍ２。同时，林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形成
了竹产业、林板家具加工、中药材加工等多个产业发

展集群，林业产业园区５个，入园企业１９２家，全市



林产品加工企业共２３００余家。林业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保障服务能力得到加强。培育农民林业专业

合作社２６７家，经营面积３３３３ｈｍ２以上的家庭林
场３２０家。森林生态旅游方面，成都市已建成６个
野生动植物保护类型自然保护区，其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两个。共有森林公园 ２４个，其中国家级 ４
个，省级３个，市级１７个，森林公园总面积９１３６０
ｋｍ２。国家和省级风景名胜区９个。依托这些自然
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发展森林旅游，取得

了显著成绩。成功举办了崇州首届国际自驾赏花

节、龙泉枇杷节、彭州牡丹花节等２０多个花卉果类
节庆活动。“十二五”期间，全市实现森林旅游与休

闲服务产业收益达７５亿元以上。
成都市在竹木家具及物流、苗木花卉、特色的经

济林、森林生态旅游等林业产业上取得了丰硕的成

绩［１］，为成都市森林生态建设、林农增收致富和社

会经济平稳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依然面

临着起步较晚，技术较落后，林业产业组织化、集约

化、产业化程度低，林区基础设施落后，队伍弱化等

一系列问题［２］。面对林业产业新的更高要求，如何

在新形势下指导和促进成都市走出一条产业质量更

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林业产业

发展的新路，为推动成都市林业产业经济向形态更

高级、区域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促

进成都市“十三五”期间林业产业的新发展，推动成

都市实现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建设现代化国

际化大都市的定位，推动成都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立足于成都市林业产业发展的实际，运用

ＳＷＯＴ分析［３］对成都市当前林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

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机遇（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ｉｅｓ）和危机（ｔｈｒｅａｔｓ）进行分析，提出成都市林业产
业发展的优化对策，有助于将成都市内部资源、外部

环境与林业产业发展有机结合，促进成都市林业产

业又好又快发展。

１　研究区概况

成都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地势由西北向东

南倾斜。西部以山地和深丘为主，海拔大多在

１０００ｍ～３０００ｍ之间。东部是成都平原的腹心地
带，主要由平原和部分低山丘陵组成，海拔高度一般

在７５０ｍ上下。成都境内河网稠密，西南部为岷江
水系，东北部为沱江水系，过境水量１８３６７亿 ｍ３·
ａ－１。全市有大小河流 ４０余条，水域面积 ７００多

ｋｍ２。成都土壤肥沃，类型多样，生物资源丰富。处
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热量充足，雨量丰富，四季分

明，雨热同期。年平均温度在 １５２℃ ～１６６℃，年
无霜期大于３３７ｄ。年总降水量为９００ｍｍ～１３００
ｍｍ。

２　ＳＷＯＴ分析

２．１　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２．１．１　自然条件优越

区域内环境要素（光、热、水、气候、土壤、生物

等）对于发展林业产业的优势较强，因而在区域范

围内生物资源种类繁多，门类齐全，分布相对集中，

是全国原始森林和自然保护区面积最大、野生动植

物品种最多、距大熊猫、珙桐等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

生长地最近、全世界海拔高差最大的人口聚集的特

大中心城市，具有发展林业和森林生态旅游业的有

利条件。另外，林区修路、集材、交通运输等成本相

对较低，投入产出效益较高，容易形成规模化经营，

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２．１．２　区位优势突出，集聚力强
成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国务院确定的西

南地区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全国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公元前３１０年蜀
王开明九世在此建都以来，一直是西部重要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具有强大的集聚力。多年来全市林

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均位居全省第一，

这就充分说明成都突出的区位优势，适合旅游开发、

林副产品加工、物质流项目发展。

２．１．３　森林资源持续增长
“十二五”期间，成都森林资源培育步伐逐步加

快，森林资源和森林覆盖率逐年增长（表１）。根据
《成都市林业园林发展“十二五”规划》实施情况总

结评估报告，至 ２０１５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３８３％，森林蓄积量达到 ３２２４万ｍ３。

表１　十二五期间各年度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

年份
指标

森林覆盖率（％） 森林蓄积量（万ｍ３）
２０１１ ３７．３０ ２５６６
２０１２ ３７．６４ ２６５２
２０１３ ３７．８９ ２７３８
２０１４ ３８．１４ ２８２８
２０１５ ３８．３ ３２２４

２０１５年，已建成林业产业基地总面积１４６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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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ｍ２。其中，新建工业原料林基地达到 ５３６２万
ｈｍ２，材用竹、笋用竹基地面积达到５５万ｈｍ２，另外
森林中还蕴藏着丰富的森林药材、森林蔬菜、森林旅

游等资源。目前，成都市林业产业基地建设已具规

模，区域布局趋于合理。以上可利用木竹原料林、经

济林的存在，对全市木竹加工业、造纸业、食品加工

业的发展，加快农民致富，扩大就业和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２．２　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２．２．１　林业产业总产值偏低

从２０１５年来看，成都市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
５１４８亿元，仅占全市生产总值（１０８０１２亿元）的
４７％，与林业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分析其主
要原因，表现在林业第一产业欠发达，第三产业尚有

巨大潜力，林业产业链较短，产品附加值低，对农民

增收的拉动不大。

２．２．２　森林品牌优势不强。
近年来，全市林业产业综合总产值每年增长

１０８％以上（见表２），约占四川省林业行业总产值
的 ２１９２％，且市本级财政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对林业
的支农扶持资金逐年增加，但在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５年有
较小波动（见表２），但成都林业政策扶持资金在大
农业中所占比重明显偏小，转型升级引导力度不强，

致使成都在林地资源、林木资源、林下资源、林景资

源、林产资源转化开发利用上出现诸多局限，政策惠

农步伐不快，林农增收覆盖面还不够宽泛，森林品牌

优势得不到强化。尤其是森林生态旅游，这是成都

最具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新兴朝阳产业，是现

代林业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南北丰富的资源

优势未能真正表现出它的经济优势。加上大多中小

型企业生产方式主要还停留在资源消耗型的模式

上，精深加工能力和争创名牌意识不强，导致资源利

用水平明显偏低。

表２ 成都市近年来林业产业总产值和投入

年份
林业产业综合
总产值
（亿元）

每年增长
比例

市本级财政每年
对林业产业的投入

（万元）

２０１１ ３１４．６ 基准年 ２７８８．４
２０１２ ３５４．４ １１．２３％ ３７６４．５
２０１３ ３９２．７ １０．８０％ ６９３８．５
２０１４ ４３８．２ １１．５８％ ６５１６．１
２０１５ ５１４．８ １７．４８％ ６３２５．１

２．２．３　林产加工业布局分散、森林资源利用率低
虽然加工企业云集成都，但粗加工多，精深加工

少。特别是涉及木本药材、木本油料、森林蔬菜、生

物质能源精深加工企业匮乏。林业二产正处于从传

统加工向“产业高端、高端产业”加工的过渡时期。

同时，长期以来兴建或引进的林产加工企业普遍存

在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产品低端、不顾及产业链的

形成等，致使森林资源利用率低、产品技术含量和附

加值都较低的现象长期存在。资源与利用的分割、

企业与企业的独立、林业生产和企业发展各行其道

是林产加工业长期处于低端、劣势的重要原因。

２．２．４　森林资源交易市场欠发育
近年来，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在

明确了林农成为林权所有者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

实现了一些集体林地的流转，由营林公司或造林大

户开展集约经营和科学经营，极大地提升了林地的

利用率和生产能力；但是目前绝大部分集体林地属

于林农个人承包经营，其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没有

使林地的生产力得到有效发挥，并且围绕资源利用

和开发的科技普及、资源评估、信息咨询、旅游服务

等中介机构没有得到应有的扶持，导致了林业第一、

三产业发展滞后。

２．２．５　森林碳汇研究不足
长期以来，成都市委、市政府坚持“环境立市”

战略，高度重视城市绿化工作，“五环二十二线”道

路绿网建设和城乡园林绿化建设列为政府为民办实

事之一，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林业综合生态效益的

定性描述偏重、定量分析偏弱的现象依然存在。作

为省会城市，成都拥有众多涉林科研院所的人才、技

术和信息资源优势，如何通过科研协作，积极搭建碳

汇生产、计量、评价、交易和管理平台，进一步优化碳

汇造林树种，积极打造碳汇林业，不断提高碳汇造林

效率，是当前成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打造低碳城市

的一个重要举措。

２．３　机遇（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２．３．１　自身条件

成都地处四川盆地西部平原腹地，拥有有利于

可持续发展的诸多优势，如，气候适合多种林业动植

物繁育、土地类型多样，可利用的土地资源丰富、水

资源丰富，且水质优良、人力资源丰富能满足林业产

业发展用工需要、动植物资源丰富、具有各级森林公

园、自然保护区等。成都市根据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特定的产业结构、环境特征和功能定位决定把今后

一个时期发展的总体战略确立为“改革创新、转型

升级”。具体城市战略定位为：打造西部经济核心

增长极、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成都市作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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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经济基础最好，城市化规模最高，科技发达的区

域拥有发展林业产业的优良经济条件和实施平台。

２．３．２　外界环境
“十三五”期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

现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最后的冲刺的５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既面

临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相

互叠加的严峻挑战。与“十二五”相比，我国经济增

速放缓；工业增长逐渐减速，而服务业发展将提速；

保持经济增长放在了首要位置，更加强调区域化经

济发展，中西部将领跑地区增长；将进一步完善创新

驱动发展的机制，从项目扶持的创新政策过渡到普

惠性的长期政策，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由要素投入

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力度更大；城镇化仍处在

较快发展的阶段，以年均至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

长，“城镇化红利”仍是扩大内需的突出优势。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战略构想、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大数据和互联网＋
等都将影响到成都市林业产业发展走势和经济效

益。

２．３．３　生态需求
据测定，１ｈｍ２森林每年可释放氧气 １５ｔ～３０

ｔ，吸收二氧化碳 ２０ｔ～４０ｔ，蓄养水源 ２５３７ｍ３。因
此，林业在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着工

业节能减排不可比拟的作用，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举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环境要求越来越高，对生态需求更是快速

增加。一是市民需求。当前，具有较好生活条件的

成都市民更注重新鲜空气、清洁水源、住宅消费满意

度、绿色视野、旅游休闲等森林生态产品以改善人居

环境，提高生活品质。二是环境需求。森林具有防

灾减害、防风固沙、消除噪音、保持水土的功能，随着

城市化推进，成都生态承载力不足日益凸显，需要森

林发挥报警、气候调节器等作用。三是发展需求。

成都是国际著名的旅游城市，需要更多功能多样的

生态环境吸引游客，而且建设生态城市、打造低碳城

市和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等目标的提出，都要

求成都市切实加快生态建设，促进人与自然更加和

谐。

２．３．４　社会需求
社会赋予林业的重任之一就是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遏制生态灾难、维护生态安全已成为社会对

林业的主导需求。随着成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

对林业的需求尤其是对环境品质的需求日益增长。

一是巩固创森成果的需要。作为国家森林城市，成

都有责任不断加强城市森林建设来调节生态平衡，

改善环境质量，美化城市景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二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不断推进，成都生态承载压力越来越大，这就需要

大力发展碳汇林业，持续降低二氧化碳浓度，切实提

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

要。通过发展林业，注重城乡统筹，创造就业岗位，

解决林农生产、生活出路问题，维护林农当家做主的

权利，促进社会和谐。

２．３．５　文化需求
森林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泉。随着社会消费层

次的不断升级，要求林业不断展露森林所蕴含着的

历史文化内涵。一是满足人们森林情结的需要。人

们有着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需求，而丰富的森林资

源则以其独特的形体美、色彩美、音韵美和结构美，

为人们提供了优美的游憩环境，实现了人们“返璞

归真”的旅游时尚。二是弘扬森林文化内涵的需

要。森林不仅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森林文化，而且丰

富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因此，应做大做强花文化、

茶文化、竹文化、湿地文化和旅游文化等森林文化创

意产业，让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三是提升

城市整体形象的需要。通过大力建设和繁荣森林文

化，全力推进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旅游资

源，延伸产业链，加大民间文化艺术的挖掘和保护力

度，切实打造森林文化的“软实力”，不断提升成都

城市形象和竞争力。

２．４　威胁（Ｔｈｒｅａｔ）
２．４．１　面临国内外产品的竞争

一方面是国内市场大宗产品已基本饱和或供大

于求，市场竞争已十分激烈；另一方面中国加入

ＷＴＯ以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遭受严峻的冲击。例如：（１）现行的林业管理体制
和政府管理职能等与 ＷＴＯ的要求存在冲突。国有
林业企业的优惠政策将不复存在，其组织结构和管

理机制将面临严峻挑战；（２）由于降低了关税使一
批既有质量优势，又有价格优势的经济林产品将大

量涌入国内，必然会倾轧成都市林业产品的价格，导

致一些无地方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品必将会被淘汰

出局；成都林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市场竞争能力

和国际竞争能力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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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　面临资金短缺问题
一方面是一般林区经济相对落后，用于发展经

济林的资金有限；另一方面是特色经济林属于高产

出、高投入的产品，仅靠国家投入与林区自筹资金难

以满足营造和管护的需要。林业的多种社会投资渠

道尚未打开，而国家对国有林业的投入虽逐年增

加，但远不能满足林业发展的需要。

２．４．３　面临绿色壁垒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实行新的贸易

保护主义时采用了绿色壁垒（如绿色技术标准、绿

色环境标志、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和绿色补贴等）战

略，其通过立法制定了技术标准和贸易政策，苛刻的

绿色卫生检疫、绿色包装储运制度等这些绿色壁垒

对其出口国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关税壁垒”。

３　发展对策

３．１　推进林业制度改革
一是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规范林业资

源流转。建立健全林权保护管理服务体系，做好林

权管理信息系统和林权交易平台建设，促进林业生

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森林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深化

国有林场改革。推动全市现有５个国有林场分类改
革，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林业

发展要求的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三是加

强和巩固基地建设。各区（市）县应巩固和提高现

有基地建设成果，通过新建、改造及科技示范、集约

经营等措施，提高基地建设的规模、质量和效益。四

是完善林地林木经营管理政策。合理调整商品林采

伐管理政策，促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改革对木竹及

其制品的运输管理，认真落实执行国家、省和市的相

关政策。

３．２　改善投资环境
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加大对特色经济林、

珍稀珍贵树种、木本油料、森林药材、林下种养等基

地建设及林木良种选育推广、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

及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森林生态旅游等方面的资

金扶持。二是着力改善投资环境，鼓励个体、私营、

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以独资、合资、合作、租赁、

承包等多种经营形式参与林业产业开发，促进林业

产业经营主体多元化。进一步明确非公有制林业的

法律地位，在资源利用、工程招投标、采伐指标以及

专项资金和信贷支持、税费负担等方面一视同仁，统

一政策，逐步实现林业产权主体多元化。三是完善

林业产业投融资政策，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政策性

银行应在业务范围内积极提供符合林业特点的金融

服务，适当延长林业贷款期限；商业银行要制定符合

林业产业特点的信贷品种；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

要加大林业小额信贷支持力度，适当放宽贷款条件，

简化贷款手续。积极开展以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

权抵押贷款等多种信贷模式。鼓励林业企业利用国

际金融机构贷款。

３．３　培育龙头企业
支持林业企业做大做强。一是加大财政投入，

为发展林业产业提供资金支持，重点扶持以木竹加

工、特色经济林副产品精深加工和森林生态旅游为

主的龙头企业和获得国际、国家、省名牌产品以及驰

名商标的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完善林业产业投融资

政策，支持林业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升级和产品

更新；二是大力扶持专业大户、龙头企业、专合组织，

充分发挥其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林业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对依法成立的林业专业合作社，进一

步完善林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

活动相应的优惠政策。逐步建立市、县（区）、乡

（镇）级优势林产业专业协会，鼓励林农以多种形式

参加行业协会和专合组织，完善利益机制，提高林农

组织化程度。三是促进独立分散的林业经营向“公

司＋基地＋农户”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方向发
展，创新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经济运行机制，积极

探索种、养、加、销、游一体化的产业经营模式，不断

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抵抗风险能力，提高林业产业

整体经营水平。四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同

时扶持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以龙头企业和产业集

群带动第二产业向规模化、集团化、集群化发展。

３．４　强化科技支撑
一是加大良种选育及推广应用力度，进一步推

进乡土林木良种选育，有效保护银杏、红豆杉、桢楠

等优良乡土树种种质资源。二是加强推广示范，构

建以“政府为主、社会参与”的覆盖全市的新型林业

科技推广和技术服务体系，大力推广科技成果。开

展基层林业职工岗位培训和林农实用技术培训，力

争每年全培训林农３万人以上。三是加强科技成果
转化平台建设。开展好彭州、崇州、都江堰、大邑、邛

崃、金堂等科技兴林示范县建设，建立市级科技示范

园１４个，完善１４个县级科技推广站建设。鼓励和
支持科研单位、科技人员通过技术服务、技术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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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入股、技术转让等方式参与基地建设，推广科技

成果，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加快产业基地建设。四

是加强标准化生产建设，依靠林业科技创新，大力推

行林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推

行标准化生产中的主体带动作用，带动基地农户走

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经营之路，将无公害贯穿于生产

加工全过程，努力开发绿色、无公害、有机林产品，争

创名牌产品，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４］。五是创新

培训模式，加强林业科技队伍建设和实用人才培养。

３．５　强化宣传和推进品牌创建、保护
一是通过互联网、电视、报刊、新闻媒体以及展

览会等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宣传林业产业，营造

富民、惠民、改善民生、建设“和谐林区”的良好氛

围，增强社会对林业产业的认识；加强对林业产业基

地发展典型的宣传，引导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和参

与林业产业基地建设，宣传特色优势林产品、龙头企

业及其品牌，提高产品和企业的知名度以及市场竞

争力［５］。二是加强对名优品牌的创建和保护。支

持龙头企业加快新产品的研发，提升产品质量，争创

国内、省内名优品牌。加大对品牌的扶持力度，培育

一批具有成都特色、在国内外市场有较高知名度的

名优品牌和驰名商标，积极申报地理标志产品，增强

对品牌的保护力度。对评为国家或省级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驰名商标的林业企业予以表彰和奖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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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１．

［４］　张中山，王雪飞，郭志耀，等．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的 ＳＷＯＴ

分析及发展对策［Ｊ］．四川林业科技，２０１５，３６（６）：１１７～１２０．

［５］　马捷，甘俊伟．基于ＳＷＯＴ分析的四川森林康养旅游发展路径

研究［Ｊ］．四川林业科技，２０１７，３８（２）：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１３２～１３５．

（上接第３２页）
［２］　卿艳．杜仲对照药材标定技术及质量评价研究［Ｄ］．成都中

医药大学，２０１１．

［３］　赵伯涛，钱骅，张卫明．杜仲的研究和应用［Ｊ］．现代商贸工

业，２００１（１０）：４７～４８．

［４］　秦振栋，吴养曾，于子清，等．杜仲皮与杜仲叶的比较研

究———Ⅰ降压与毒性［Ｊ］．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７７

（２）：６７～７５．

［５］　唐光旭，唐仕斌，李勇，等．杜仲叶、皮营养物质变化规律的

研究［Ｊ］．南方林业科学，２０００（４）：１～５．

［６］　石根勇，吴金龙，王丽云．杜仲叶致突变作用研究［Ｊ］．江苏

预防医学，１９９６（１）：２８～２９．

［７］　左月明，张忠立，王彦彦，等．杜仲叶环烯醚萜类化学成分研

究［Ｊ］．中药材，２０１４，３７（２）：２５２～２５４．

［８］　张前程．杜仲叶中活性成分的积累规律及其提取物的制备

［Ｄ］．河南大学，２０１５．

［９］　马伟，曾里，程健，等．ＨＰＬＣ法测定杜仲茶中车叶草苷含量

的研究［Ｊ］．食品与发酵科技，２０１６，５２（３）：９３～９６．

［１０］　黎桂燕．超声技术在中草药成分提取中的应用［Ｊ］．内蒙古

中医药，２０１６，３５（１５）：１４４～１４４．

［１１］　董嘉德．超声技术在中药提取中的应用［Ｊ］．中国药业，

２００２，１１（１１）：５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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