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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周山地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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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邑县林下种植业发展十分迅速，本文通过分析大邑县林下中药材的发展现状、取得成效和存在问题，提
出了对策建议：合理布局产业规模，完善技术服务体系，积极培育专业市场，创新产业模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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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五位一体”发展思路和“四个全面”发展
战略，为林业指明了发展方向：林上保生态，林下促

经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贡献。四川盆周地区

具有林地面积大、地貌和生物多样性丰富，但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的特点，发展林下中药材不仅具有资源

优势，而且为精准扶贫开辟更多途径。大邑县位于

四川盆地西部边缘，是四川省山、丘、坝兼有的林业

大县，具有四川盆周地区的典型特征。对大邑林下

中药材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分析，以此

为基础提出发展思路，为盆周地区林下经济的发展

添砖加瓦。

１　大邑县森林资源及林业发展概况

大邑县地处龙门山脉和邛崃山脉交汇处，海拔

跨度近５０００ｍ（最高海拔５３６４ｍ，最低４７５ｍ），著
名的西岭雪山风景区就坐落于此，为大熊猫国家森

林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面积１２８４ｋｍ２，其中
林地７９３ｋｍ２。活立木总蓄积５６５７６万ｍ３，森林覆
盖率５６０２％，是山、丘、坝兼有的林业大县，为成都



市西部天然屏障，素有成都“后花园”之称。境内有

包括大熊猫在内的一级保护动物１４种，猕猴在内的
二级保护动物 ５１种；珙桐在内的一级保护植物 ６
种，楠木在内的二级保护植物２２种。境内还有林下
野生中药材达１７０余种，已成功驯化栽培３０余种，
主要品种有黄连、鱼腥草、地丁、重楼、半夏、夏枯草、

马齿苋等，尤以黄连最为典型，已申报地标产品。大

邑县有集体林４４６ｋｍ２，为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示范县。通过确权颁证，划定公益林２９５ｋｍ２，实现
分类经营，按４５０元·ａ－１·ｈｍ－１的标准给予生态
补偿。培育壮大新型林业经营主体１６０余家，其中，
林业企业２０家，林业专业合作社９６家，林业家庭农
场４４家，林业生产总值达１５亿元。

２　大邑县林下中药材发展现状

２．１　林下中药材发展态势
目前，大邑县林下中药材种植规模达到１３３３

ｈｍ２，且每年按６６７ｈｍ２的速度递增。其中以黄连、
鱼腥草、金银花为主的传统中药材３３３ｈｍ２，以药用
牡丹、白芪、钩藤等为主的林下中药材１０００ｈｍ２，林
下中药材年产值达３亿元。低山区（晋原、青霞、王
泗、新场、金星等镇）以牡丹、白芪、钩藤、金银花等

为主，中山区（斜源、出江、花水湾等镇）以黄连、鱼

腥草、川葵等为主，高山区（西岭镇）以重蒌、地丁、

川葵等为主。现有林下中药材协会１家，林下中药
材回收初加工企业１家，片剂生产企业１家，从事林
下中药材种植经营的企业 １０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２４家，家庭农场１２家，初步形成龙头企业或县合作
联社＋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农户的产业布局。尤以
成都市荣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效突出，该公司自

成立始，一直致力于林下中药材野生资源的保护利

用、新特品种的引进推广、成药鲜货的回收加工，建

有１处占地３３ｈｍ２的林下中药材科普园，１３３ｈｍ２

的林下中药材示范生产基地，以订单种植模式带动

５００余户农户种植林下中药材 ５３３ｈｍ２，同安徽亳
州、河北安国、河南禹州药材经销商和饮片厂建立战

略供销关系，每年回收中药材１０００余 ｔ，该企业的龙
头效应正在展现。随着社社通公路项目的推进，海

拔５００ｍ至２０００ｍ之间近１４０００ｈｍ２森林可进行
林下中药材适度规模种植，大大拓展了林下中药材

发展空间。

２．２　主要推动措施
大邑县林下中药材产业能如此快速发展，得力

于中药材发展的科技、环境及政策这一“天时、地

利、人和”资源。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中

医及中药材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中药材产业

也由此得到空前大发展。其次，自十八大以来，中央

提出“五位”一体发展战略，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因林下中药材产业，不与林、粮争地，

且林下具有有机质含量高，土壤未受化肥农药污染

等特性，可生产满足医药要求的中药材产品。第三

是市县领导高度重视。四川省有关领导到大邑县考

察林业产业时强调，大邑县未来几年，争取建成

６６６７ｈｍ２林下中药材产业园，成都市市财政按
１５０００元·ｈｍ－２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大邑县委
县政府计划也按１５０００元·ｈｍ－２给予一次性配套补
贴，并由县领导挂职成立林下中药材产业协会，领导

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

２．３　取得的成效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大邑县林下中药材产业链

初步形成，农户通过中药材种植、销售获得劳动报

酬，或将林下使用权流转给别的业主进行林下中药

材开发，获得资产性收入外，该产业还同林下生态旅

游、林家乐、森林蔬菜等产业形成互联互通，提升总

量的同时，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将森林的生态效益转

化为可利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以推进五位一体全

面发展。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林下使用权年均租

赁费增加９００元·ｈｍ－２，达到现在的年均１２００元·
ｈｍ－２。目前，大邑县可进行林下开发的林地达
１３３３３ｈｍ２，仅这一项，山区农民年可获得的财产性
收入就达１６００万元，按１０万山区人中计，人均年获
益１６０元。林下价值的体现，提高了农户进行林权
“三权”分置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全面深化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大邑县主要林下种

植中药材平均收益概算见表１。
山区农民林下中药材种植获得收入包括劳动报

酬、土地流转费和利润，以目前的１３３３ｈｍ２计，年总
收入达４２４０万元。具体分项为年劳务性收入达
２０００万元，年林地财产性收入１６００万元，年利润可
达６４０万元，为有效解决林区“三农”问题，搭建了
一块新的平台。

经过近年的发展，大邑县林下中药材产业从探

索阶段逐渐回归理性发展轨道，形成以黄连、鱼腥

草、地丁、牡丹、白芪、重楼、钓藤、川葵为主的拳头品

种，构建了以玉米为主的粮药模式和以黄柏、杜仲为

主的药药模式，为进一步完善林下中药材产业运行

机制奠定基础。初步掌握林下中药材营销规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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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畅通营销信息通道积累经验。

　　表１ 大邑县主要林下中药材效益分析

品种
种植规模

（ｈｍ２）
总产出

（元·ｈｍ－２）
劳动成本

（元·ｈｍ－２）
原料成本

（元·ｈｍ－２）
林下土地成本

（元·ｈｍ－２）
利润

（元·ｈｍ－２） 备注

黄连 ６１３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９８００ ５年后收获
钩藤 １７３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１８００ 每年收割，连续３０年

药用牡丹 ５３ ７８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１８００ ５年后收获
金银花 １４０ １０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１８００ 每年收割，连续１５年
白芍 ６０ ７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０８００ ５年后收获
其它 ３３３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９８００
平均 ６０８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２６００

２．４　发展面临问题
大邑县林下中药材产业仍处于粗放发展阶段。

一是劳动力缺乏，劳务成本高，占总成本的５７％，从
业人员主要为山区６０岁以上的留守群众，且这一群
体正在快速萎缩。其次是缺少精深加工企业，林下

中药材附加值未能有效实现。第三是大邑县未形成

林下中药材交易市场，完全依靠其它药材市场经销

商代为销售，由于信息不对称，致使药农在交易谈判

中处于劣势，削弱了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第四是

针对不同立地条件及林相设计的拳头品种种植模式

少，不能指导山区群众因地制宜开展林下中药材种

植。

３　对策建议

３．１　合理布局产业规模
大邑县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必须在保护野生中

药材资源和林地地力的基础上，统筹处理好引进、推

广和加工关系，避免出现一哄而上。在大邑县现有

林业园区规划基础上，结合全县产业功能区建设，对

可利用林下资源进行功能区化。对新场、青霞、鹤

鸣、花水湾、金星等旅游乡镇，结合旅游规划，种植四

季观花观果或药食两用的林下中药材如牡丹、白芪、

川葵等，结合乡村旅游，融入园林绿化元素，提高林

下中药材的附加价值。对斜源、出江等乡镇，结合传

统中药材黄柏、杜仲、厚朴种植，林下套种黄连、鱼腥

草、川葵。工作重点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主，重点

发展可及度高能实施机械化操作的区域。

３．２　完善技术服务体系
快捷有效的技术服务是保障林下中药材发展的

重要条件。同高校开展校地合作，进行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培育林下中药材科技服务人才。四川农

业大学就有与大邑县合作开展“三木药材”及林下

黄连栽培标准化种植研究的成功案例，其成果在指

导大邑县林下中药材种植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结

合新时期林下中药材种植要求，应加大科研项目立

项及经费保障，提高科研成果实用性和生产转化率。

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拳头品种培育、种植标准制定、种

植模式拓展、推广基地建设、科技下乡服务等，保障

林下中药材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方面发

展。

３．３　积极培育专业市场
通过培育林下中药材市场，畅通销售渠道，才能

保障林下中药材健康发展。做好这一工作，主要以

规范壮大林下中药材协会为切入点，提高其市场信

息的收集和分析能力，引导全国各地药商到大邑县

开展订单种植、成药收购及饮片加工，加快形成这一

产业的龙头效应。

３．４　创新产业模式机制
围绕农民增收、农村发展、资源保护、生态改善

总体要求，创新工作思路。首先是实行以奖代补方

式，提高资金利用率，不仅杜绝偷工减料的骗补行

为，还鼓励龙头企业、家庭林场、专业合作社等社会

资金进入林下中药材种植领域，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其次是提高奖励标准。在现有奖励政策前提下，兑

现县级配套奖励，这一产业才能快速壮大。第三是

引入保险机制。林下中药材虽然较传统林业周期

短，但投入和产出仍有滞后性，农民风险较大，通过

引入保险机制，一定程度降低农民投资风险，促进该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第四是使林下中药材种植机械

纳入农机补贴政策范围，才能让林下中药材产业逐

步实现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成为助推精

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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