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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归 Angelica sinensis 是我国传统药食两用中药，具有悠久的药用和栽培历史。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其药用

价值和营养价值逐渐被发现，有力推动了当归的产业发展。当归含有挥发油、多糖、有机酸等活性成分，具有抗炎、抗菌、

抗氧化、降血压、降血糖、抗心血管疾病等药理作用。目前已开发出较多以当归为原料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和饲料添加剂。

当归产业具有种植基础久、经济效益高、国内外市场广阔、发展前景广等优势，然而，也存在种植风险大、质量不稳定、采

收加工过程复杂、加工技术不成熟等问题。通过对当归资源分布情况、化学成分研究现状进行综述，详细阐述了当归在中医

药、食品、化妆品等领域综合利用状况，并针对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为后续当归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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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nggui (Angelica sinensis) is a traditional medicinal and edible species in China,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cultiv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s medicinal and nutritional value have been gradually 

discovered, which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sinensis industry. A. sinensis contains various chemical components, 

including volatile oil, polysaccharide and organic acid, which ha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anti-inflammatation, antibacterial, 

antioxidation, lowering blood pressure, lowering blood sugar and anti-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t present, more medicines, foods, 

cosmetics and feed additives have been developed with A. sinensis as raw materials. A. sinensis industry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ng 

planting base, high economic benefits, broad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and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high planting risk, unstable quality, complex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process, and immature processing technology.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istribution of A. sinensis resources 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its chemical composition, elabora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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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A. sinensi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ods, cosmetics and other field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A. sinensi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resource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ti-inflammatation; 

antioxidation; lowering blood pressure; lowering blood sugar 

当归为伞形科当归属植物当归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的干燥根，首载于《神农本草

经》，具有活气补血、润肠通便、调经止痛的功效[1]。

目前，已从当归的根、茎、叶中分离鉴定出 300 多

种化合物，包括挥发油、多糖、有机酸等，具有抗

炎、抗菌、抗氧化、抗阿尔茨海默病、抗抑郁症等

药理作用[2-4]，在药品和保健食品方面潜力巨大。

2019 年当归被正式纳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的物质目录，安全性较高，可被开发用于食品

领域，近年来，在化妆品和畜牧业领域的开发利用

也逐渐增多。 

中药材是中药产业的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战略性资源[5]。中药材及其衍生产品的开发利用有

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中药材生产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弃物。

而废弃物一般作焚烧、堆放、填埋等处理，不仅污

染环境，还造成了资源浪费。近年来，国内外研究

者对当归质量评价与控制、化学成分体内外活性、

作用机制、在临床应用中的用药规律等研究较多[6]，

但鲜有研究对当归的开发利用现状进行分析。当归

的开发部位多为根部，茎、叶、药渣等常被废弃，

开发利用程度不高。基于此，本文在总结当归资源

分布、化学成分、开发利用及产业化现状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其优势与不足，并提出当归产业化的发

展对策，为当归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当归资源与化学成分研究现状 

1.1  资源分布 

当归喜好寒冷、凉爽及湿润的环境，适宜生长

在海拔 1 500～3 000 m 的地区，资源分布广泛，涉

及日本、越南、朝鲜等地区。利用最大信息熵模型

和地理信息系统对当归进行适宜性区划，生态适宜

区主要集中在北美洲、欧洲、亚洲、南美洲和非洲，

总面积约 593.07 万 km2[7]。我国当归资源丰富，主

要依赖于人工栽培[8]。据古代资源分布记载（表 1），

当归主产于甘肃省，而四川省、陕西省等地亦有种

植。道地产区和非道地产区的当归饮片具有较大差

异，甘肃岷县当归品质最佳[9]。目前，随着人类活动

的影响，大气中 CO2的含量明显增加，温室效应日

益严重，极端天气频繁发生[10]，对当归品质有着显

著影响。有研究对未来当归适生区和时空变化进行

预测分析，发现当归高适生区与极高适生区均是对

全球变暖敏感性较强的区域，甘肃南部地区相对稳

定，可以持续规模化种植，而青海东部的适生区则

逐渐增多，可以考虑引入当归[11]。 

1.2  化学成分 

1.2.1  不同部位化学成分比较  当归含有挥发油、

有机酸、多糖、黄酮、氨基酸及微量元素等成分[12]，

不同部位的化合物的类型和含量存在差异[13]。挥发

油类成分复杂，分布广泛。刘洁丽等[14]利用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技术测定当归不同部位挥发油成分，结

果表明，根、茎、叶中相对质量分数最高的化合物

分别为 Z-藁本内酯、α-金合欢烯、二十烷。根部挥

发油含量显著高于茎叶部分，是茎叶挥发油含量的

2 倍[15]。其中，归身挥发油含量高于归头、归尾[16]。

李岑语[17]通过水提醇沉法及离子交换凝胶色谱法

从当归不同部位分离得到酸性多糖，结果表明酸性

多糖纯化得率由高至低顺序依次为归尾＞归身＞茎

叶＞全当归＞归头。阿魏酸是当归中重要的指标性

成分，受降水量和温度等因素影响，归尾阿魏酸含

量高于归头、归身[16,18]。 

1.2.2  产地对化学成分的影响  当归的生长与海

拔、光照、气温等环境条件密切相关[19-20]。姚阳阳

等[21]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甘肃岷县、宕昌、榆中

和天祝 4 个产地的当归质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4

个产地的当归Ｚ-藁本内酯、阿魏酸、洋川芎内酯 I、

洋川芎内酯Ｈ、阿魏酸松柏酯、洋川芎内酯 A、欧

当归内酯 A 含量存在较大差异。高效液相色谱法测

定甘肃岷县、青海西宁、四川北川、云南宾川等多个

产地的当归中 4 种苯酞类成分的含量，发现不同产

地的当归样品中成分含量相差较大，表明当归在地

理环境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22]。张明童等[23]采

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对来自甘肃省内和省

外当归样品中 37 个无机元素的含量进行测定，结

果表明 Cr、Mn、Rb、Sr、Ba 等无机元素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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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当归资源分布考证 

Table 1  Research on distribution of A. sinensis resources 

朝代 著作 记载 现代地理分布 

东汉 《神农本草经》 生川谷 — 

汉 《名医别录》 生陇西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岷县、宕昌县 

魏晋 《吴普本草》 或生羌胡地 甘肃省西部 

南北朝 《本草经集注》 今陇西叨阳、黑水当归，多肉少枝气香，名马尾当归，稍难

得；西川北部当归，多根枝而细；历阳所出，色白而气味

薄，不相似，呼为草当归，阙少时乃用之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武山县，四川省北部，安

徽省马鞍山市和县 

唐 《新修本草》 生陇西川谷；今陇西叨阳、黑水当归，多肉少枝气香，名马

尾当归，稍多根枝而细；历阳所出，色白而气味薄，不相

似，呼为草当归，阙少时乃用之；今出当州、宕州是马尾

当归，蚕不复用；陶称历阳者，是蚕头当归也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渭源县、岷县，天水市武

山县，陇南市宕昌县，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 

唐 《千金翼方》 生陇西川谷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 

北宋 《本草图经》 生陇西川谷，今川蜀、陕西诸郡及江宁府、滁州皆有之，以

蜀中者为胜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四川省，陕西省，江苏省

南京市、扬州市 

明 《本草乘雅半偈》 生陇西川谷，今当州、宕州、翼州、松州、秦州、汶州多种

莳矣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岷县，陇南市宕昌，天水

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松潘县 

 《本草纲目》 今陕、蜀、秦州、汶州诸处人多栽莳为货；以秦归头圆尾多

色紫气香肥润者，名马尾归，最胜他处 

陕西省，四川省，甘肃省天水市，甘南藏族自治

州舟曲县，定西市岷县、宕昌 

 《本草蒙筌》 生秦蜀两邦 陕西省、四川省 

清 《本草崇原》 始出陇西川谷及四阳黑水，今川蜀、陕西诸郡皆有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渭源县，天水市武山县，

四川省，陕西省 

 《本草从新》 川产力刚善攻，秦产力柔善补 四川省、陕西省 

 

1.2.3  加工方式对化学成分的影响  除了产地外，

干燥方式及辅料的加工方式也是影响当归化学成分

及含量的重要因素。不同加工方式可对当归中化学

成分的含量产生影响，使药理作用的趋向性发生改

变[24-26]。臧泽鹏等[27]对不同干燥方式下当归特性及

理化性质进行评价，发现超声-真空远红外干燥法能

更好地保存藁本内酯、绿原酸、阿魏酸、多糖、总

酚、总黄酮等成分的含量。当归的炮制辅料十分丰

富，酒作为辅料使用最多[28]。已有研究者对酒炙和

酒洗当归进行比较分析，初步鉴定出 L-焦谷氨酸、

缬氨酸、乳果糖等 37 种特有成分[29]。 

2  当归的开发利用现状 

2.1  在中医药中的开发利用 

当归在中医药领域应用历史悠久，常用于妇科、

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等疾病的治疗，是中医临床常

用的大宗药材之一。在中医药领域多用于中药方剂

及中成药。 

2.1.1  中药方剂  当归被称为“妇科圣药”，常与其

他药物配伍使用，可用于治疗女性因血寒、血虚而

出现的月经不调、痛经等疾病。《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中含有当归的处方共有 49 种。随着科学研究的深

入，相关的中药方剂治疗范围不断扩大，作用机制

也更加明晰。《金匮要略》记载的“当归芍药散”由

当归、芍药、茯苓、川芎、白术、泽泻配伍，主治

养血调肝、健脾渗湿。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当归芍

药散具有增强免疫能力、抗氧化、治疗痛经、慢性

骨盆炎、多卵巢综合征等药理作用[30-32]。目前，对

于经典名方的研究热点集中于信息考证、质量控制

及指纹图谱的建立、临床应用研究。但近年来，研

究趋势逐渐向制剂基准样品、药材品质评价、物质

基础及作用机制转移[33]。 

2.1.2  中成药  与中药汤剂的苦涩相比，中成药具

有服用方便、异味刺激性小等优点。《中国药典》

2020 年版关于当归中成药的记载有 289 种，占所

载中成药的 17.6%，较《中国药典》2015 年版新增

和减少相关中成药各 1 种，为养血当归胶囊和益血

生胶囊。当归丸、当归浸膏片等当归相关中成药既

可以用于月经不调、痛经、产后血虚、虚寒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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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两虚等妇科疾病治疗，也可以用于治疗风湿关

节痛、慢性肾炎、贫血等疾病治疗。按不同剂型分

类，中成药中丸剂比例最高，其次是胶囊和颗粒。

按照不同给药方式，中成药可分为口服、注射、直

肠、吸入、局部表面给药制剂，其中以口服比例最

高，其次是局部表面给药制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

上，进一步丰富中成药剂型，优化给药途径，完善

中西药的配伍禁忌，是今后当归中成药研究的重要

方向[34]。 

2.2  在食品中的开发利用 

2.2.1  保健食品  随着对食品安全与质量的关注，

人们逐渐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越来越倾向选择对

健康有益的保健食品。药食同源目录中药材的药食

同源产品是对中药保健食品的极大补充[35]。作为

《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中的物品之一，当

归安全性高，可开发用于保健食品。以当归为原料

开发的保健食品剂型主要有颗粒剂、胶囊、片剂、

液体制剂、茶剂、片剂等；功能主要有增强免疫力、

改善黄褐斑、通便、改善营养性贫血、对辐射危害

有辅助保护功能等（表 2）。当归相关保健食品已有

成功上市的先例，开发前景广阔，应加大研发，促

进更多剂型产品的上市。 

表 2  以当归或当归提取物为主要原料或配伍的部分注册保健品 

Table 2  Some registered health products with A. sinensis or extract as main raw material or compatibility 

剂型 产品 功能 批准文号 

颗粒剂 黄芪当归颗粒 增强免疫力 国食健字 G20110659 

胶囊 阿胶黄芪当归胶囊 改善营养性贫血 国食健注 G20140548 

麻仁当归胶囊 通便 国食健注 G20130750 

葡萄籽蜂胶当归软胶囊 祛黄褐斑、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功能 国食健注 G20060006 

杜仲纳豆胶囊 辅助调血脂、降血压 国食健注 G20140121 

液体制剂 黄芪党参当归熟地黄阿胶铁口服液 改善缺铁性贫血 国食健字 G20150375 

归苓茸胶口服液 增强免疫力 国食健注 G20110391 

当归沙棘西洋参酒 增强免疫力 国食健注 G20200169 

茶剂 当归白芷茶 改善黄褐斑 国食健注 G20230817 

当归决明子首乌茶 通便 国食健注 G20140411 

片剂 当归玫瑰花片 改善黄褐斑 国食健注 G20240133 

芦荟当归洋参片 通便 国食健注 G20210264 

 

2.2.2  普通食品  当归及其提取物作为食品添加剂

效果显著。可以提高食品的风味，其独特的香味主

要来自挥发油[36-37]。以对数期酿酒酵母发酵的川西

高原当归药花蜜酒，气味独特，同时由于微生物的

作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含量提

高，具有良好的营养保健功效[38]。由当归、白术、

大枣、蜂蜜组成的复方当归茶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

力及增强免疫能力[39]。当归根部多糖及精油有一定

抑菌作用，能够有效延长产品的保质期[40]。当归叶

所含的精油对革兰阴性菌具有良好的抑制活性[41]，

推测其也可用于延长保质期，可为当归叶的进一步

开发利用提供参考。目前，当归相关食品的开发多

以根的提取物为主，以茎叶等废弃物为原料的产品

开发较为少见，其安全性也有待验证。 

2.3  在化妆品中的开发利用 

2.3.1  肤用化妆品  当归具有益气补血的功效，在

化妆品中能有效对皮肤进行营养补充及修复[42]。当

归提取物、多糖及阿魏酸均能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

减少黑色素的生成，从而达到调理皮肤的作用[43]。

当归与人参、银耳等配伍制成的隔离产品具有滋润

皮肤、抑制黑色素、增加细胞活力、延缓衰老的优

点[44]。当归精油具有一定的清除自由基的能力、还

原能力及抑制脂质过氧化能力[45]，可作为一种抗氧

化剂用于化妆品。在肤用化妆品领域，当归还有其

他的辅助作用，如精油的促透皮吸收作用[46]。以当

归为原料开发的化妆品剂型主要有洁面乳、爽肤水、

乳液、精华液、面膜、面霜等；功能主要有保湿、

晒后修复、抑菌、美白、延缓衰老等。 

2.3.2  发用化妆品  当归也可用于头发的护理。在

治疗脂溢性脱发方面，其应用频次仅次于何首乌[47]。

当归外用时，可通过减少皮肤油脂分泌、促进 α-黑

色素细胞刺激素、转化生长因子-β1、血管内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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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表达，从而促进脂溢性脱发小鼠的毛发生长[48]。

蒋日琼等[49]对含当归提取物的洗发水进行研究，发

现不同添加量的当归提取物洗发水的干湿梳性能均

优于未添加的洗发水。有研究表明，纳米乳在 24 h

内表现出一定的毛囊靶向性，有利于当归精油的皮

肤递送，促进毛发生长[50]。对当归、侧柏叶及苦参

进行科学的处理，用于头发洗护产品中，能有效去

屑止痒防脱发[51]。当归提取物制成的头皮护理精华

液进行人群试用功效评价，表明当归提取物可有效

改善脱发症状[52]。目前，当归已被开发用于多种发

用化妆品。 

综上，当归作为化妆品原料，多用于护肤、发用

化妆品领域（表 3），但其对皮肤的作用机制尚未完

全阐明，需要进一步证明当归的性质，包括细胞实 

表 3  以当归为主要原料的化妆品 

Table 3  Cosmetics with A. sinensis as main raw material 

类型 产品名称 功效 备案编号 

国产 当归祛斑复颜霜 祛斑美白 国妆特字 G20190594 

国产 当归霜 保湿补水 粤 G 妆网备字 2024146837 

国产 当归精华油 柔润保湿 粤 G 妆网备字 2024125734 

国产 当归单方精油 保湿 粤 G 妆网备字 2024125838 

国产 当归生姜按摩啫喱 舒缓干燥头皮、补充头部营养、令头部肌肤舒润 粤 G 妆网备字 2024129305 

国产 当归面膜膏 补水同时锁住肌肤水分、改善肌肤干燥缺水状态、令肌肤

光滑细腻、水嫩清莹 

粤 G 妆网备字 2024078605 

国产 当归草本嫩颜膜 保湿水润、美丽肌肤 粤 G 妆网备字 2024114152 

国产 当归通之浴精华 清洁 粤 G 妆网备字 2024156498 

国产 当归精华乳 蕴含多种植物成分、让肌肤焕发活力、养护肌肤、滋润保

湿、令肌肤娇嫩柔滑 

粤 G 妆网备字 2024048136 

进口（中国香港） 当归琉光舒缓面霜 能舒缓肌肤、改善皮肤刺激、唤醒肌肤、达到保湿效果 国妆网备制字（粤）2023200015 

进口（中国香港） 当归按摩油 2 号 — 国妆网备制字（粤）2020001410 

 

验、消费者测评等，以支持以当归为主要原料的化妆

品功效宣称。交互融合多元重点技术，补充市场需求

较大的小众产品是中药护肤产品发明思路[53]。 

2.4  在其他方面的开发利用 

当归在畜牧业的应用形式多为饲料添加剂。当

归提取物可显著改善奶牛生产性能、乳品质及健康

水平，在奶牛日粮中添加 0.5%的当归提取物经济效

益最佳[54]。生猪日粮中当归的应用，不仅提高了饲

料转化率、促进猪的生长，改善肉品品质，还减少

了粪污排泄量及对环境的污染[55]。随着“减抗限抗”

和环保政策的实施，中药材采收和加工过程中废弃

物资源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如可制备成动物饲料

或复合生物肥等高附加值产品[56]。研究发现，在肉

鸡的日粮中添加当归茎叶粉，其生长性能、屠宰性

能、血清生化指标及抗氧化能力均提高，推荐添加

量为 3%[57-58]。虽然，当归作为饲料添加剂对改善畜

禽的生长性能、饲料效率等问题发挥重要作用，但

其在畜牧中作用机制仍不明晰。 

总之，当归作为一种优质的药食同源植物，有

较高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着现代医学、分子生

物学、食品科学等学科的发展，当归已广泛用于药

品、保健品、化妆品等各类产品中（图 1），开发前

景广阔。 

3  当归产业化发展现状及对策 

3.1  当归产业化发展现状 

3.1.1  当归产业化发展的优势  当归历史悠久，有

1 700 多年的种植历史和 2 000 多年的药用历史。随

着人们逐渐认识到中药材的重要性，对中药材需求

增加，当归的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当归产区为甘

肃、云南、四川、湖北等地，甘肃岷县是较大的道

地产区，2021 年岷县当归种植面积已达 12 667 hm2

以上[59]。随着当归产业化进程中，标准化种植基地

建设逐年扩大，建成了多个专业中药材市场建成，

已培育和壮大了一批龙头企业。当归含有丰富营养

成分，如蛋白质、多糖、维生素、粗纤维、酚类等，

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的开发应用具有一定

的优势。通过不同的加工方式，当归可制备成多种

剂型的产品，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当归产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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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当归相关产品的开发及作用 

Fig. 1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of A. sinensis related products 

工、饮片生产的过程相对固定，有利于实现标准化

和规范化管理。科学研究的深入，当归的质量和附

加值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近年来，我国重视中药

材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

实施方案》《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等一系列文件[60-61]，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将为当归产

业化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62]。 

3.1.2  当归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

产业链上游，包含原料及设备环节，具有规模种植

风险大、质量不稳定、采收加工过程复杂等问题。

当归种植具有一定的风险，受到气候变化、病虫害

等因素的影响[63-64]。同时，采收主要依靠人工进行，

劳动程度较大，效率较低，标准化生产技术普及率

不高。此外，经营主体主要为农户散户，经营模式

多为“农民自主管理”，存在生产管理松散的问题，

抗市场风险能力差，极大影响产业链韧性。 

在产业链中游，包含医药制造环节，具有加工

技术不成熟、产品加工粗糙、资源利用率低等缺点。

由于技术的限制，饮片及其相关产品加工过程中易

出现有效成分损失，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当归的使

用品类主要有生当归、酒当归、土当归、当归炭等，

《中国药典》2020 年版只对生当归、酒当归饮片进

行规定。当归可制备的产品种类繁多，市场上相关

产品较少，其利用过程面临与市场对接难、市场认

可度不高、产品应用受限及难以大规模推广等问题。

目前，我国当归饮片及其产品生产技术水平参差不

齐，在工艺和质量上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同时，

当归的主要利用部位为根部，而其地上部分则被作

为废弃物直接抛弃，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及环境的污

染，也使得当归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程度降低。 

在产业链下游，包含流通及销售环节，具有市

场竞争力激烈、品牌建设较滞后、销售渠道不完善、

消费者认知程度低等问题。由于当归及其相关产品

的市场需要大、利润空间高，一些不法商家将欧当

归、独活等混肴品掺入当归中销售，影响市场交易。

同时，营销运作较少，营销观念较落后，品牌建设

较为滞后，消费者对当归及其相关产品了解不足，

受限于传统观念和广告宣传。 

3.2  当归产业化发展对策 

当归产业链是一个典型的供应链系统，包括生

产、供应、加工、销售等诸多环节。经过多年的发

展，在种植、储运、销售、生产加工等环节，形成

了初步的产业基础，具有了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群和产业链。为满足当归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需求，

需要提出有力的策略，以构建更具创新力、更高附

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 

3.2.1  推动当归产业高质量发展  当归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对于确保产业链稳定安全及保障产业内部

和产业之间各环节畅通有重要意义。一是培育优良

品种，优化种植和采收技术。培育适合当地气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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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条件的优良品种是非常重要的，如通过系统选

择法成功选育出的岷归 2 号，在产量和适应性上均

表现出优良的性状[65]，为当归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支持。在种植方面，可以采用多种优化措施提高

当归的产量和品质，如合理的种植密度、科学施肥、

病虫害防治等[64-67]。同时，根据当归生长情况和市

场需求，探索和发展多样化的采收时间和方式。不

同采收期对当归的产出性能和根部性状均具有显著

影响，尽量在霜降前后 3 d 进行采收[68]。二是加大

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成果

的转化与应用，对于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保障中药质

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68]。以

经典名方为契机，加大当归相关药品的研发。在当

归及其混肴品的鉴别方面，研究者通过聚合酶链反

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手段和建立定性判

别模型的方法，实现了对当归的精确识别[70-71]，为

确保当归的质量保障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3.2.2  推动当归产业链多元化  在复杂多变的市

场和产业环境下，企业要想持续性成长，不仅要具

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识别机遇，还需通过产业、产

品或地域多元化战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72]。一

是加工工艺需要优化，以推动当归产品的安全化多

元化。当归及其相关产品的加工策略应着重于保证

药材品质和提升加工效率。同时，应加强相关产品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提高产品标准化程度。当归的

产品体系仍以中药材、饮片及中成药为主，其他衍

生产品较为单一。当归与产品之间仍存在衔接不畅

通的问题，未实现从高功效至高效益的转变，有待

将当归产品推向价值链高端。因此，需要重视当归的

抗菌、抗氧化、延缓衰老等作用，开发系列保健食品、

化妆产品。废弃物的研发也是当归从高功效转为高

效益的有效途径。如当归茎叶榨汁物具有保护红细

胞损伤的作用，对溶血性贫血有治疗作用[73]。二是

加快培育一批当归龙头企业。实行“龙头企业＋药

材基地＋药农”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发挥龙头企业

的带动效应。企业对内要主动进行适配市场变化的

战略选择、提高契约缔结和履约能力，对外帮助企

业建立和维持好的组织声誉，通过有效的跨界整合

形成产业链协同和供应链服务体系，提升产业链稳

定性[72]。 

3.2.3  推进当归产业链现代化  目前，当归产业对

数字平台建设、数据资源应用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应

用敏感性较低。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的重要途径[74]。一是加快建设当归大数据服务平

台和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提高对当归产业发展预测、

预警、重点产品监测分析能力。利用软件开发等信

息技术可实现对中药材种植、采收、加工、干燥、

包装、仓储及销售等过程的追溯[75]。利用电子商务

交易平台，拓宽当归销售渠道，改善供给侧需求，

国内外全面销售。二是加强推广宣传并打造全国知

名品牌。加大对当归相关品牌的支持力度，积极引

导品牌工作的建立。当归在传统医学中具有重要作

用，挖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联系，用新颖的方

式宣传当归及其相关产品，创建具有特色的品牌产

品。岷县当归作为“中国当归之乡”的代表，拥有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品质保证，是当归及其相关产品

品牌发展的重要基础。利用大数据服务平台分析用

户偏好，制定有针对性的市场推广计划，运用多元

化的营销渠道，如媒体、网络平台等，提高当归品

牌知名度。 

4  结语 

当归作为大宗药材之一，除具有药用优势外，

还富含挥发油、多糖、蛋白质、纤维素等营养物质，

开发前景也十分广阔。目前，对于当归的开发利用

主要集中在根部，对茎叶、药渣等废弃部位的研究

较少，缺乏对废弃物的开发利用，造成资源的浪费，

后续可将废弃物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推进相关产品

的研发。 

解决当归产业化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

入手，如推进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优化加工工艺、

培育龙头企业、建立大数据服务平台和电子商务交

易平台、加强科技研发等。对于当归的市场波动大，

可能受到供求关系、政策因素等多种影响，则需要

多主体共同参与决策，实现产业链的延伸和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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