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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观察Z

少药企不得不从缅甸、印度等地进口
或使用外省生产的云木香。

总体来看，无论是发展基础、自
然环境，还是市场保有量等，云南都
具有比较明显的云木香发展优势。

    

发展现状不尽如人意
    
丽江市玉龙县鲁甸乡农户陈冬

生，2004 年开始种植云木香，最多时
面积曾达 300 多亩。后来，随着云木
香市场变化，当地不少农户逐步退出
云木香种植，转而开始发展滇重楼等
热门中药材。“2017 年我退出时，周
边已没有其他农户种植云木香了。”
陈冬生说，当地云木香发展面积一直
在缩减，最后村里就剩他一人在种，
药材收购商嫌路远货少，不愿来收购，
再种下去也是无利可图，于是他便转
种其他中药材。

陈冬生的情况，反映了云木香产
业的发展现状。据云南省农科院有关
数据，云南云木香发展鼎盛时期是
2010 年前后，全省种植面积达 50 万
亩。此后，随着市场变化和种植结构
调整，每年都有种植户退出，云木香
种植面积持续缩减，到 2017 年，已
缩减至 10.46 万亩。近几年，种植面
积还有缩减趋势。

同时，由于缺乏质量和品牌建设
方面的标准，各地出产的云木香产品
质量参差不齐，价格千差万别，也没
有叫得响的品牌，致使销售路子越走
越窄。此外，种植方式零散传统，技
术长期得不到更新，新品种少，生产
标准不统一，“靠天吃饭”现象突出，
加之加工基础十分薄弱，精深加工产
品很少，导致产业整体发展层次低，
瓶颈难突破，效益不尽如人意。    

健全产业链是关键
    
据云南省中药材种植养殖行业协

会会长苏豹介绍，从省级层面到各种
植区域的主管部门，对云木香的总体
发展规划布局、政策和资金扶持等都
比较滞后。而企业和种植户在品牌、
质量、技术、产业链等各个环节的建
设中，以及市场的开发维护方面，也
都明显落后于滇重楼等热门中药材。

目前，云木香产业仅靠种植户和
少数企业单打独斗地发展。因此，下
一步要想充分挖掘产业潜力、做大做
强，政府部门首先应积极出台扶持政
策等措施，在稳住现有种植面积的基
础上，根据种植承载量和市场需求，
合理地逐步提升面积，强化加工环节
建设，健全产业链，帮助企业和种植
户摆脱单打独斗的局面。

云南省农科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副
研究员邓先能认为，在种植生产环节，
农业科技部门和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
门应积极探索生产和管护技术，研发
新品种，制定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从种植环节着手提升品质；在加工环
节，积极依托国家有关中药材发展的
扶持政策，建设一批拥有烘干、分拣
分级、切片等能力的机械化、小型智
控化的田间初加工设施和小型加工企
业，并积极推进质量追溯体系建设、
品牌打造、产品标准化建设等，全面
提高云木香的产品质量。同时，通过
引进扶持药企和从事大健康产业的企
业等方式，加快精深加工环节的建设，
积极开发食药兼用的云木香产品和衍
生工业品，丰富产品形态，扩大市场
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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