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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对日本汉方药注册工作的介绍，不难看出日本

对药品注册的严格要求以及药品审评制度的透明和沟通制

度的健全，非常便于申请者及时理解审评要求及问题所在。

日本汉方药的注册程序说明：应该更多的运用数字和科学检

测的手段来佐证中医中药理论的正确性和组方、制剂、服用

的合理性。

汶川地震对川药产销影响的初步分析

古锐1，张艺1，钟世红2，祝捷1，尹鸿翔1，童应鹏1，范刚1

(1．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四川成都611731；2．成都医学院药学院，四川成都610083)

摘要：从川产中药材生产、采收及地质改变等角度，初步分析汶川地震对川产药材产销的影响。认为短期内，地震

灾区川芎、附子、黄连、三木类等川产道地栽培品种的生产将受影响，但估计恢复速度较为乐观；重灾区野生药材的

可持续利用形势严峻，地震负面影响深远。结合震后中药材的供求．分析认为中药材价格面临一定的上涨压力。震

区中药生产的灾情调查、重建规划及野生药材的可持续利用策略是相关职能部门及科研单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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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8．0级地震发生在四川I省龙门山断裂带，这一狭长

区域长约300 km，造成汶川、茂县、理县、黑水、绵阳、北川、青

川、平武、江油、都江堰等龙门山两侧31个县(市)人员损失

惨重。据5月底统计，耕地损失达6．7×10‘hm2。上述地区也

是川产道地药材生产的核心地区。

通过深入都江堰、彭州、平武、小金、茂县、马尔康等药材

产区对药农、收购点、药材市场进行了实地调查，结合道地药

材栽培特点、损失报道、震区人物访谈及药材市场调查，对此

次地震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1震区中药生产情况

参考《四川道地药材志》对四川中药产区的划分．将本次

地震影响的生产区分为3部分，分别是：盆地药材生产区(震

区四川I盆地成都平原及丘陵，I区)、盆地西缘山地药材生产

区(震区各市县龙门山脉东南麓，I区)、川西北高山峡谷药

材生产区(岷江上游茂县、理县及汶川县龙门山以西部分，I

区)，其中大宗中药材品种见表1。上述区域的中药材多为大

宗道地药材或川产特色药材，部分品种市场份额大，用量多，

影响力广。

2汶川地震对中药生产影响初步分析

2．1受地震影响严重的中药栽培品种：震后，震区药农以坚

韧不拔的意志，乐观的精神恢复生产，清理被毁田地，保存药

种，令人钦佩。目前，震区绝大部分川产道地药材已完成采

挖。由于本区域道地药材栽培历史悠久，收购渠道保持畅通，

乐观估计2009年震区道地药材生产应恢复到正常水平，未

来川产道地药材供应不会存在大的问题。但某些品种存在一

些值得关注的环节。

2．1．1 川芎：』II芎商品量的90％来自四川．彭州、都江堰是

其道地产区，什邡、崇州等地栽培面积较大，上述区域受地震

波及较重。

地震对2008年川芎产量影响不大。目前，震区药农已完

成川芎的采挖。而靠近山区的平坝，如白水河镇地震波及明

显，房屋受损较重，震后避灾和重建可能会减少灾区川芎的

收购．但基本能保证今年川芎的收获。

地震影响了川芎繁殖材料的生产。川芎主要通过苓种繁

殖，苓种基地主要分布在彭州市的小渔洞镇、龙门山镇，汶川

县的水磨镇，崇州市的九龙沟乡、什邡县八角乡等海拔900～

1 500 m以上的山区。苓种于7月下旬收获，放在荫蔽处保

存，并于立秋在大田栽种。苓种基地均处于地震重灾区，立秋

大田栽培用苓种供应不容乐观。目前，还未进行2008年秋季

新栽川芎面积的统计，但估计重灾区栽培面积将缩减，从而

影响2009年度川芎产量。因此，解决苓种基地重建，为2009

年立秋后川芎栽培提供优质苓种是川I芎生产面I临的首要

问题。

2．1．2附子与川乌(乌药)：附子道地产区为江油河西一带．

地势平坦，交通便利，震区生产生活恢复较快。由于距传统采

收期有较长过度期，其采收、加工及2008年产量均未受明显

影响。而山区JII乌于6月下旬至8月上旬采挖．估计产量受地

震影响较大。附子繁殖材料来自于盆地边缘山区栽培的川

乌，于11月中旬挖出JIl乌的侧根作为繁殖材料，称为“乌

药”，当年进行栽培。附子的生产面临与川芎相似的问题．即

繁殖材料“乌药”的生产地青JII、平武为重灾区，灾区可能难

以保证繁殖材料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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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药材生产区

(1区)

盆地西缘山地药材生

产区(I区)

川西北高山峡谷药材

生产区(I区)

1、I区共有品

Jll芎

附子

麦冬

泽泻

郁金

厚朴

杜仲

川黄柏

黄连

牡丹皮

川I乌

云木香

天麻(栽培)

JII射干

大黄(药用大黄)

麝香(养殖)

羌活

独活

大黄

冬虫夏草

川I贝母

红毛五加

赤芍

狭叶柴胡

川木香

藁木

花椒

天麻(野生)

重楼(野生)

猪苓

彭州、都江堰(道地产区)、什邡、崇州

江油市

绵阳市(道地产区)、江油市

都江堰、德阳

崇州

都江堰、彭州

青川、平武、都江堰、彭州

都江堰、彭卅I

彭州

彭州

江油、平武、青JlI、安县

tl'．Jtl

平武、青川

北川、绵阳

北川、青JiI、平武

都江堰

岷江上游地区的茂县、汶JiI县、理县、黑水县

龙门山脉各县市及茂县、汶川县、理县、黑水县

小满及芒种间

大暑及小暑

清明至谷雨

12月下旬

冬季茎叶枯萎后

5～8月

4～6月

立夏至夏至

10～11月

秋季叶枯萎后

6月上旬至八月下旬

立秋后

立冬后至次年清明

秋季采挖

9～10月、4～5月

10～11月

秋季倒苗前

立秋前后

9～lO月、4～5月

夏初

6～8月

农历四月十五后

春、秋两季

立秋前后

立秋前后

立秋前后

9月～10月

立秋前后

立秋前后

7月至次年3月

鉴于市场于临床对附子的需求远大于川乌，根据灾区实

际情况，建议全力保证11月附子繁殖材料“乌药”的栽培，从

而保证2009年附子的产量。

2．1．3 “三木类药材”、黄连、云木香：“三木类药材”包括厚

朴、杜仲、黄柏．上述药材主要分布在盆地西缘山地(I区)，

是本次地震灾害的重灾区，人员、道路、房屋损失惨重，栽培、

采收、管理人力缺乏，2008年上述药材产量估计有所下降。

今年7～8月，通过对彭州市白鹿镇、通济镇、小渔洞镇、

崇州市的九龙沟乡、都江堰市虹口乡等地调查表明，黄连、

。三木类药材”主产区被毁栽培地面积较小。由于均为多年生

中药，估计未来药材栽培面积不会有减少，但药农在地震中

伤亡情况不明，可能会对药材管理、采收造成影响。另外，周

边重庆市一些地区采用搭架遮荫减少黄连光照强度。地震造

成的蔗荫棚垮塌使大量黄连花葶毁坏，可能影响了黄连

留种。

本次地震造成的地质灾害呈现范围广、程度深、危害大、

持续时间长等特点。盆地西缘山地药材生产区的重建必须要

面对次生地质灾害的影响，优化栽培基地建设。

．此外，本次地震所造成地质灾害呈现范围广、程度深、危

害大、持续时间长等四大特点。盆地西缘山地药材生产区的

重建面临次生地质灾害的影响，可能某些传统栽培点地震后

重建中必须废弃，这也将影响上述药材栽培面积的恢复。

z．2地震区野生中药品种生产的影响：本次地震所影响的

川西北高山峡谷药材生产区(I区)生物多样性显著，是川产

道地药材、特色地方药材的重要产地，药材种类多、产量大，

集中了冠有“川”字的许多中药材。灾区包括了阿坝州12个

县，其中汶川、茂县、理县等为3个重灾县，由于震后居民对野

生资源的依赖程度增高，该药材生产取野生药材的可持续发

展不容乐观。

2．2．1地震造成今年本地区药材产量减少：地震发生正值

冬虫夏草采挖期，震后外地采挖者和本地人多停止采挖；道

路阻塞造成今年大量外地采药者不能进山．震后重建也使

2008年度当地居民进山采药的时间和次数有所减少。小金、

马尔康等地药材收购点调查表明，药材收购量与往年基本持

平，但虫草、川l贝母等大宗品种收购量有所降低。另外，外来

药材收购者的减少使通过该渠道输出的药材量缩减。综合上

述因素，2008年度该地区野生药材产量减少。

2．2．2未来对本地区野生资源需求量将会增加：地震造成

了龙门山脉西北侧汶川、茂县的高山峡谷形成较大的地质构

造改变，高山居民为规避地质灾难大量迁出，坝区重建任务

十分繁重，一段时间内重灾区居民对野生资源采集需求估计

有所减少。

 万方数据



中革菊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第39卷第11期2008年11月 ·附7·

但是，作为阿坝州经济支柱的旅游业在地震中受到毁灭

性打击，致使该地区九寨沟县、小金县、金川县等灾情较小地

区的山区居民生计更加依赖于野生资源的采集。以小金县达

维乡为例，由于震后游客罕至，居民收入大幅降低，采集羌

活、贝母、猪苓、手参、红毛五加等药材和松茸等菌类成为唯

一的增收手段。

由于地震对旅游者、投资者信心的长期负面影响，估计

在未来几年内，包括汶川、茂县等重灾区在内的阿坝州居民

对野生药材的经济依赖将居高不下，外地采药者将会重新大

量涌入，无序采挖将会进一步加剧，影响该地区野生中药材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汶川地震对中药供销影响的分析

通过对四川省西南药都中药材批发市场的调查表明，至

2008年以来，中药价格正处于一个明显的下降通道中。目前，

主管部门对震后的药材价格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措施，因而大

部分药材价格走势平稳。

3．1川产道地药材栽培品种在市场上知名度与占有率高，

地震带来的减产可能在1～2年内造成一定的价格上涨压力。

现阶段川芎由于前期存货多，价格基本平稳；黄连、云木香的

价格涨幅普遍达到10％左右。

3．2阿坝州野生川产药材供应较为充足。由于三重灾县(汶

川、茂县、理县)野生中药材产量及市场份额较小，7月产新期

后．多数品种价格呈正常的缓慢增长。

3．3道路不通畅提高药材成本。四川省阿坝州是西北地区

大宗药材黄芪、当归、甘草等人川的重要通道，此次地震造成

上述线路交通不畅，在5～6月份严重影响了西北药材的流

通，但目前该类药材货源充足，价格平稳。，

3．4震后较短时间内，感冒类、清热类中成药批发价格涨幅

在50％以上，西南药都市场已出现金银花、大青叶、板蓝根、

贯众等药材价格的小幅上涨，但由于震后未出现重大传染病

流行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此未出现厂家抢购药材的

情况，估计此类药材上涨空间不大。

4关于震区中药材生产重建的建议

四川是著名的。中药之库”。此次地震位于川产道地药材

生产的核心地区，其损失情况需要作进一步评估。目前，中医

药产业的恢复重建已引起相关行业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相

应的重建规划正在制定中。一些中央与地方重建项目已开

展，如国家科技部汶川地震灾区中药产业的重建项目，成都

市科技局启动的“都江堰市虹口乡高原村地震灾后恢复与重

建新农村科技试点示范项目”等。震区川药生产的恢复对于

支持灾区重建，保证川药声誉，维护广大药农利益，维护药材

市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建议如下：

4．1 目前，省级中医药产业重建规划已开展，建议政府部门

在规划过程中破除行业分割，联合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农业厅(局)、科技厅(局)、发改委、卫生厅(局)等行业主

管部门，联合高等院校药学、农业、地质专家，积极进行川药

重建规划。

4．2建议灾区各级地方政府迅速组织恢复产区中药材生

产，抓紧川芎、附子等重点品种的生产组织与服务工作；对于

道地产区品种，如“三木类药材”、黄连、云木香等建议加强其

他产区的调配及市场监控，稳定市场供求。

4．3加快灾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让山区居民尽快拥有林

地资源使用权。结合该政策的实施，建议大力加强灾区药用

植物野生变家种的基础科研投入力度，开展林区野生药材可

持续采收方法研究。需要强调的是，研究成果应真正成为能

让每一个居民共享的资源。从而提高山区居民合理利用野生

药物资源的能力，扩大林下中药种植规模，减少居民对野生

药材资源的无序利用程度与经济依赖程度，让灾区居民真正

受益的同时推动野生药材的可持续利用。

4．4充分利用重建过程中的相关优惠政策及兄弟省份的对

口支持，积极吸引资金，扩大川产地道地药材和特色中药材

影响，进行川产中药材品种的产业化开发，提高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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