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好道地药、做好深加工、打好营销牌，让“山中宝”变成“家中宝”——

辽药，“成名”路上还需内外兼修
本报记者 孔爱群 孙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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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药有六宝，知
之者不多。大多数人
只知人参、鹿茸、蛤蟆
油，不知辽五味、辽细

辛、龙胆草。
如何提高以“辽药六宝”为

代表的辽宁道地中药材知名度？
我们发现，以人参优良品种

柱参为代表的名贵中药材，正在
努力保持其独有品质，以“地道”
维护享誉海内外的名声；而以辽
五味为代表的普通中药材，则在
品质以外，注重追求科技含量，
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
加值和“内涵”。

我们注意到，我省中药企业
已经普遍意识到大健康产业的
市场潜力，在研发中药制剂之
外，开始涉足大众关注度高的保
健产品，并借力各种渠道，提升
市场知名度。

提“颜值”，增“内涵”，需巧
借力，内外兼修的“辽药六宝”正
努力迈向“成名”路。

提要

引子

“柱参不到不开行”，早在100年前
的东北人参市场，柱参就享有这样的地
位。如今，柱参的地位仍可从旺盛的市
场需求和贵比黄金的价格上窥见一斑。

冬季是普通农民的清闲季，但对丹
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石柱子村的
柱参传人王清泉来说却是繁忙季。每天
都有客户找上门买他种的柱参，每支参
都要小心包装，再发往全国各地。

12月3日，一位浙江商户刚订购了
20支柱参，“他买的算中档参，现在中高
档参销量都看好。”王清泉告诉记者，依
据品质、品相，柱参分三档，高档参20年
以上，每支万元左右；中档参18年，每支
两三千元；低档参12年以上，一般三四
百元。每支干参只有10克左右，算起来
上等参比黄金还要贵。

王清泉告诉记者，“我打小就跟父
亲种柱参，几十年过去了，家里的参地
从父辈时的两三亩发展到现在的近200
亩。”16年前，王清泉从父亲手里接过参
地后，几乎每年都会新增参地，成了当
地的“柱参王”，即便这样，他家的柱参还
是供不应求。

柱参为何如此受青睐？
柱参，全称石柱子参，有400多年历

史，因独产于石柱子村而得名，独特的
自然环境和土壤地貌造就了其独特品
质。“一般人看不出来，就连内行也常看
走眼。”王清泉说，柱参对土壤、水分、气
候、光照及栽培管理技术等要求极严，非
石柱子之山、之水、之气、之特殊栽培而
不可得。既不施肥也不用药，生长极缓
慢，12年以上才出圃，所以极其珍贵。

凭其独有的品质，柱参享誉国内
外。而“辽药六宝”要成名，仅靠品质还
不够。“要发展深加工，延伸产业链，研制
中药制剂、中药保健产品提高附加值，
打响知名度。”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医药
处相关负责人认为，道地中药材要做
强，得开发有科技含量的大健康产品。

“要会营销、懂包装，借力打响市场知名
度。”这也是众多业内人士普遍认同的

“成名”之路。

聚焦辽宁中药产业
JUJIAO

下篇

王清泉种的柱参品质、品相都“地道”。 本报记者 孔爱群 摄

道地中药材贵在“地道”，这个“地道”
就是独一无二的品质。

11 月 27 日,记者随养鹿大户张树辉
去鹿场时，发现梅花鹿确实如他所述，“颜
色没有夏天时好看，随着季节变成了大山
一样的灰褐色，身上的花斑也不似橘黄色
时那般清晰明艳。”

张树辉是西丰县安民镇育才村人，19
岁开始养鹿，20年后的今天，成为县里最
大的养殖户。800多头梅花鹿，年产鹿茸
3 吨左右，产值 1500 多万元。他告诉记
者，鹿茸分两种，即二杠和三叉，生长天数
不同，价格也不同。二杠每公斤 8000 多
元，三叉每公斤 5000 多元。西丰鹿茸世
界闻名，他家产的鹿茸除了药企固定订
单，其余都被常年上门收购的客户买走，
市场好，不愁卖。

西丰县属北温带季风气候，自古以来
就是梅花鹿生长的最佳天然场所，人工驯
养梅花鹿有300多年历史，清太祖努尔哈赤
将此地封为“盛京围场”。“目前，全县鹿饲
养量3.5万只，年产成品茸80多吨，从事鹿
饲养、加工、销售人员达4万多人。”西丰县
鹿业发展局局长张青林介绍，西丰梅花鹿
从野生东北梅花鹿亚种经驯养、繁育、选育
而来，其鹿茸总氨基酸含量超过50%，8项
指标达到国际领先，品质、名气享誉世界。

为保证梅花鹿的营养和鹿茸的品
质，张树辉给鹿喂食苜蓿，还有黄豆、豆
浆，现在每只梅花鹿都有“身份证”，一只
鹿一个标识，鹿茸产自哪头鹿、鹿的种源

都可追溯。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辽宁西部山区养

鹿，东部山区种参，凭借的都是独特的自
然环境，人工管理也趋于自然。

王清泉的柱参受市场青睐，是因为始
终坚守祖传种植方法，求质不求量，无论
市场如何紧俏，也不过多扩大种植面积，
他的柱参园被政府确定为“柱参示范基
地”。桓仁满族自治县一般生长期在 15
年以上的野山参、林下参，在种植上也同
样遵循自然之法。而蛤蟆油，更是产于自
然生长的林蛙，“除了在山林中投放蛙苗，
营造适合林蛙生长的生态环境之外，基本
不用人工干预。”抚顺青松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森这样强调。

人参、鹿茸、蛤蟆油这些名贵道地中药
材，只要够“地道”，保证其独有的原生态品
质，就能抢占高端市场。而辽五味、辽细辛
和龙胆草等则不然，在保品质之外，还要通
过深加工提升“内涵”。“研制出贴有辽宁标
签的中药制剂和中药保健品、食品，不仅能
提高附加值，打响知名度，还能延伸产业链
条，促进我省中药材产业的健康发展。”辽
宁省中医药产业协会会长张建军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省盛产道地
中药材的各县市，中药加工产业正蓬勃兴
起，一些企业已从简单加工中药饮片，转
向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精深加工。中药
企业经营者普遍认识到，大健康产业的市
场前景好，开始涉足各类中药保健产品、
食品，开拓更大的市场。

道地中药材要“地道”

如果说独特的品质是道地
中药材的“颜值”，那么深加工
则是“内涵”，是“成名”的关键。

辽五味，有益气生津、补肾宁
心之功效。东北三省的辽五味，
辽宁产量最高，多在山区种植。

11 月中旬，宽甸县石湖沟
乡石湖村，种植大户林盛军的
近 3 公顷辽五味已是一排排枯
藤。从 2000 年开始种植辽五
味，他以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精
心管理，实现了年年高产，年年
盈利，去年还新建了自家的库
房和烘干房。

“辽五味属落叶木质藤本，
3年结果，亩产1000公斤。过去
辽五味价格有过低谷，去年开
始回头，今年干品市场价每公
斤100元。”林盛军透露，价格低
时很多人放弃种植，但他一直
坚持，因为他种的辽五味产量
高，没赔过钱。

种药材重在质量，管理必
须跟上。“种辽五味要透风、透
光，保证 1.5 米的垄间距，要施
生物菌肥，春天还要对土地进
行消毒杀菌，一年光剪枝就得5
茬。”林盛军说，没有耐心、细
心，不能吃苦，干不了这一行。

药材好，药才好。以道地
辽五味为原料，丹东药业集团
生产了“辽五味颗粒”。

丹东药业集团总经理张凌
巍表示，辽宁道地中药材原料
充足，其良好品质保证了药剂
产品的疗效，深受认可。丹东
药业年产值2亿多元，具有中药
饮片、颗粒剂、片剂等10个剂型

近百个品种的生产能力，生产
技术先进，设备齐全，药学专业
技术人员占四成以上。“但药品
的销售渠道以医院、药房为主，
行业外很少知道。要提高道地
中药材的知名度，必须研发适
合大众消费的中药保健品、食
品。”张凌巍说。

抚顺青松药业有限公司用
辽五味研发了保健产品“丽人
胶囊”，还生产了两味药“萃仙
丸”和“辽五味胶囊”。“我们在
中药材提取方面，填补了辽五
味提取领域的一些技术空白。”
林森介绍说，“萃仙丸”加入了
人参、鹿茸，价格昂贵，一小袋
20粒，要20多元，一天的用量就
要100多元，附加值大大提高。

林森认为药企的作用不仅
在于此，更重要的是在质量上
把关，从种植、加工到产品检
验，带动道地中药材全产业链
的规范、健康发展。

我省辽五味、辽细辛、龙胆
草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
第一位，这些道地中药材多以
中药饮片的形式销往我国南方
或其他国家，少有深加工。近
年来，我省积极培育中药龙头
企业，发挥其在中药产业智能
化水平和精深加工能力建设方
面的示范作用，提高科技含量，
做强中药产业。张建军表示，

“相关研究虽起步较晚，但产品
正推陈出新。”

在西丰县的辽宁鹿滋堂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
黑参。“黑参采用传统炮制方法

九蒸九曝技术发酵而成，不仅
保持了人参原有的营养价值，
还增加了参中的有效皂苷成
分，去除了人参的燥性，一年四
季均可食用。”公司总经理刘刚
告诉记者，黑参是用当地5年生
林下鲜参，在蒸参设备中进行
蒸煮后晾干，反复 9 次，发酵 62
天生成的稀有人参皂苷，含量
是红参的5倍至20倍。

“自去年11月产品上市后，
销量很好，仅 10 个月就卖了
1000多万元。”刘刚表示，以现在
的生产能力，做到3亿元产值没
问题。为此，他们还专门成立了
辽宁中书堂黑参有限公司，目
前,除了整支黑参，公司还生产
了食用方便的黑参茶、黑参粉。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中药
企业多适合涉足大健康领域的
产品。辽宁光太药业有限公司
研发的“玉竹膏”获国家专利，
即将上市。“公司以前主要生产
中药饮片，附加值也就 20%，但
加入科技含量的玉竹膏价值增
加了几倍，开袋即食，一定会受
市场欢迎。”总经理王雁铭对这
款产品充满信心和期待。

我省以“辽药六宝”为代表
的道地中药材精深加工之路正
越走越宽，但中药产业总体规
模小，技术创新能力弱，产品研
发、精深加工、市场服务等全产
业链建设尚需推进。

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研
究员张亚玉认为，辽宁中药产
业要做强，除了靠科研力量增

“内涵”,还要学会开拓市场。

延伸产业链条增“内涵”

“东阿阿胶”无人不晓，但
“鹿皮胶”却鲜为人知。

记者在西丰县采访时，发
现酒店收费食品中有一袋“福
鹿寿”鹿胶糕，生产厂家为铁岭
春天药业有限公司，但包装袋
上却打着“东阿阿胶”的品牌。
原来，西丰县与东阿阿胶集团
开展了鹿产品加工合作，春天
药业由东阿阿胶投资建设，目
前已开发了鹿胶糕、鹿筋膏等
多款鹿产品。

“县里规划建设了8平方公
里的生命健康产业园，基础设
施实现‘九通一平’，成为全国最
大的鹿产品加工基地，吸引了国
内著名企业的目光。”张青林说，
除东阿阿胶，贵州茅台集团投资
10亿元，利用西丰鹿业资源，在
园区建设了保健酒及保健品加
工项目，县里还与北京同仁堂、
鹤年堂等一批知名企业积极寻
求鹿产业方面的相关合作。

“借力国内知名企业的成
熟技术和品牌知名度，有利于
西丰相关鹿产品快速打开市
场，提高知名度。”张青林说，目
前，生命健康产业园已有加工
企业 80 多家，18 家享有自营进
出口权，集群效应开始显现，西

丰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鹿产品
集聚区。

辽宁道地中药材要闯出名
堂，需多方借力，开拓市场。丹
东制药集团的柱参、柱参粉等产
品，通过北京一家营销团队，卖
出的价钱要比自己销售高出很
多。“我们的道地中药材很好，但
宣传、策划不到位，缺少专业的
营销团队。”张凌巍觉得，不善于
包装、不会营销，影响了辽宁道
地中药材的市场知名度。

“中药材销售主要有6个渠
道：出口、国内各大药厂、各中
药连锁店、互联网、药材市场和
作为土特产、旅游产品销售。”
林森认为，中药产业和健康产
业应紧密结合，要充分利用保
健、养生和旅游产业扩大宣传，
不能守株待兔，坐等客来。“青
松药业把蛤蟆油加工成蛤蟆油
胶囊，不仅方便食用，还由男性
产品变成了女性产品，消费群
体又扩大了一倍。”

道地中药材开拓市场，还
要借力互联网。张建军说，一
些企业充分利用网络渠道，通
过直播销售中药材，能让外地
客户直接看到人参出土时的状
态，也不失为一种营销方式的

创新。辽宁山参谷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自己建设的网络平台12
月末上线运营，“电子商务不仅
是宣传媒介，还会带来更多客户
资源，省掉中间销售环节，买卖
双方都得益。”公司负责人说。

我省正着手推动中药材集
约加工与集中仓储，配套建设电
子商务交易平台及现代物流配
送系统，初步形成中药材种植养
殖、初加工、包装、仓储、运输和销
售一体化的现代物流体系。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医药处相关负
责人认为，这是为道地中药材开
拓市场“奠基”。

对于如何做好辽宁道地中
药材，提高知名度，采访中，几
位业内专家开出“药方”：企业
要与科研院所合作，研制出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疗效明显、安
全有效、质量可控的中药制剂
产品，对疗效确切和市场占有
率较高的中成药大品种进行扩
能及二次开发。同时，要创新
思维，开发中药保健品、功能食
品、药用化妆品等大众消费高、
关注度高的产品。

以品牌产品打开市场大
门，辽宁道地中药产业有望香
飘四海。

打市场得会“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