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部生态种植区
生态种植：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是指在保持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础

上，遵循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采用清洁化生产、绿色防控等生态培
育措施种植药用植物，保证中药材的质量和安全，实现生态经济良性循
环的中药材生态培育模式。

种植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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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生态种植主要采用林下种植、间
套作种植、轮替种植等为主。

种植区域：在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太本站镇、义勒力特镇等区域，突
泉县宝石镇、学田乡、六户镇、永安镇、太平乡等区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苏
木、高力板镇、杜尔基镇、额木庭高勒等区域选择森林、草原、湿地等未被污
染，自然环境适宜，远离污染源，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区域。优先选择道
地中药材产区，在非道地产区，应充分论证其种植适宜性和生态风险。

品种选择：遵循适地适药、良种优先原则，结合自然条件建议以苍
术、赤芍、防风、黄芩、桔梗、黄芪等作为主要种植品种。

根据兴安盟大兴安岭向草原过渡地带地形分布和兴安盟林草生态建设
划分的北部大兴安岭生态屏障区、中部浅山丘陵生态修复区、南部科尔沁沙
地锁边区和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三区一地”保护格局，将兴安盟林下中药
材种植划分为三个区域。

北部野生抚育区
野生抚育：林草中药材野生抚育是指在保持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础

上，对原生境内自然生长的中药材，根据其生物学特性及群落生态环境
特点，主要依靠自然条件、辅以轻微干预措施，提高种群生产力的一种中
药材生态抚育模式。

抚育模式：依据兴安盟林草中药材原生性特点和生境状况，综合考虑
气候、土壤、水分、养分等条件及其影响因素，充分结合目标中药材资源分
布和蕴藏量，合理确定林草中药材资源保护、原生境保育与采收利用相协
调的抚育模式。兴安盟野生抚育主要以封育模式（全封、半封、轮封）为主。

抚育区域：在阿尔山市，科右前旗阿力得尔以北索伦镇、德伯斯镇，
扎赉特旗巴彦乌兰苏木、新林镇、阿尔本格勒镇、阿拉达尔吐苏木、胡尔
勒镇、巴达尔胡镇、巴彦扎拉嘎乡等区域内选择野生中药材集中分布、无
污染、有经营潜力的区域，远离污染源和强人类活动区域作为抚育区。
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环境空气功能一类区质量要求。设立在生态保护
红线、公益林和各类自然保护地内的野生抚育区，其位置、功能分区和抚
育活动要符合相关规定。

抚育对象：根据当地野生中药材资源分布、道地药材利用传统、抚育
价值和生产潜力，建议以苍术、赤芍、防风、黄芩、桔梗、黄芪等作为主要
抚育对象。

中部仿野生栽培区
仿野生栽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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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培模式：依据目标林草中药材在适生境的天然生长状态和野生条
件要素，充分利用自然生态条件和特征，兴安盟仿野生栽培主要采用林
荫栽培、野生撒播等模式。

栽培区域：在科右前旗阿力得尔苏木以南大石寨镇、俄体镇、归流河
镇、巴日嘎斯台乡、察尔森镇、额尔格图镇、跃进马场等区域，扎赉特旗音
德尔镇、巴彦高勒镇等南部区域内选择森林、草原、荒漠、湿地等未被污
染、自然环境适宜、远离污染源，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区域作为栽培区
域。优先选择中药材道地产区，在非道地产区，选定的栽培区应与目标
中药材品种原生境土壤、气候等条件类似，并充分论证其种植适宜性。

栽培品种：遵循适地适药、良种优先原则，选择性状稳定、适宜性强
的林草中药材品种，优先选择本地区道地品种、优良乡土品种和种植实
验成功的引种品种，建议以苍术、赤芍、防风、黄芩、桔梗、黄芪等作为主
要栽培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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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按照兴安盟医药健康产业链发展安排部署，兴安盟林业和草原局编制了《兴安盟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南（试行）》，提出要优先实施人
为干扰较少的培育模式，选择适宜的药材种类，采用合理的培育模式，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形成生产规范、产品质优、规模适度的林下中药材产业体系。

今日，推出“兴安盟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南解读”专版，聚焦林下中药材产业体系的构建。通过深度解读，在全社会营造共同推进兴安盟林下中
药材发展的浓厚氛围。

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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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药共生长林药共生长林药共生长 青山变青山变青山变“““金山金山金山”””
——兴安盟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南解读

全过程管控
种植过程中严格农药、肥料等投入品管控，严禁使用对生态环境和

人体健康有毒有害的投入品。在生态种植全过程中，定期对生产安全、
种植活动、产品质量、环境影响和生态状况等进行监测和记录。根据监
测结果，及时调整种植方案，采取应对措施。依据《中国药典》相关规定，
对产品的质量、药残留成分等检测，保证产品质量达标。

种源要求
选择的种源应符合中药材相关标准要求，优先选择道地产区、具有

中药材种子种苗生产经营资质单位所繁育的种苗。中药材种苗应当符
合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没有标准的，应当明确生产基地所使用种苗
等级与相关质量要求。禁止选用转基因的种质或繁殖材料。从本旗县
以外调运的中药材种苗，应当按国家要求实施检疫。

种植要求
三种种植模式的种植区域均要选择未被污染、自然环境适宜，且符

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区域。结合自然地理条件，优先选择道地中药材产
区。在非道地产区，应充分通过种植适宜性论证及其生态风险评估后科
学选定。土地整理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标准，采取作业保护和水土保
持措施，避免造成土壤污染和水土流失。根据所选中药材种类（品种）的
繁殖方式，采用种子直播、育苗移栽、根茎埋植等方式种植。根据所种植
的中药材养分需求特性和土壤供肥保肥特性，科学制定肥料使用技术规
程，合理使用肥料，并应符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林草中药材生态种
植、野生抚育、仿野生栽培三个通则的有关要求，禁止施用化学肥料及有
害物质超标的肥料。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加强林下中药材
有害生物的调查监测。根据有害生物种类、发生规律和危害特点，科学
制定防治方案，因地制宜选用自然调控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绿色
防控技术防治。禁止使用化学农药。

采收与初加工
参照传统采收经验和现代研究成果，根据药材的品种、入药部位和

气候条件确定适宜的采收时间，确保药材质量。采收过程应保证中药材
药用部位的完整，防止外源性污染物或者破坏，同时避免产生水土流失、
土地沙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将采收后的药材，明确药用部位、非药用部
分和异物范围，采用适宜方法去除非药用部位及异物，按不同大小、粗细
等进行分级，以便于加工利用。干燥处理应在保证药材质量的前提下，
借鉴优良的传统方法，确定适宜的干燥方法。采用直接晾晒时，应明确
晾晒方法、晾晒时间及注意事项等。采用设施设备进行干燥时，应明确
设施设备、温度控制等要求。涉及需要蒸、煮、烫、熏等特殊加工要求的
中药材，应根据传统加工方式，结合相关标准要求，采用相应的初加工技
术，明确加工的时间、流程等要求。中药材初加工过程中，禁止使用有
毒、有害物质用于防霉、防腐、防蛀虫，禁止采取硫磺熏蒸的方式加工药
材，禁止一切染色增重、漂白、掺杂使假等行为，确保中药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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