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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道地药材科学规范种植生产。加大

中药材道地产区环境保护，推行中药材生态种植、野生

抚育和仿生栽培，利用有机、良好农业规范等认证手段，

科学引导中药材种植养殖。制定全省道地优势药材目录，

编制 10 种大宗道地优势药材品种种植养殖区域规划，逐

步确定 10 种道地优势药材主栽品种，加快优良、特色、

乡土中药材良种认定和选育，建立 50 个道地优势药材良

种繁育基地和 100 个规范化种植养殖基地、100 个良种中

药材保障性苗圃基地。鼓励国有林场开展林下中药材基

地建设。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中药材保险产品，抵御

中药材种植风险和中药材价格波动风险，切实保护好中

药材种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实施贫困地区中药材

产业推进行动，引导贫困户以多种方式参与中药材生产，

推进精准扶贫。

（二）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实施野

生中药材资源保护工程，完善中药材资源分级保护、野

生中药材物种分级保护制度，设立优质种源保护区，保

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建立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

资源库，培育天然中药材基地和中药材种苗推广基地。

开展中药资源普查，摸清中药资源底数，建好中药资源

动态监测平台，提供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和信息服务，完

善中药材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加强中药材标准化体系认

证，建立与国际标准等同的标准质量认同体系。加大云

南道地药材品种的研究和登记工作，促进特色中药材大

品种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近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药材产业发展，
先后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云南中药材产业不断发展
壮大。2020 年，全省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达 1194 亿元。现将
云南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关于贯彻落实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 年）的实施意见》等政策的部分内容整理如下，供读者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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