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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附加值不高
    
“砂仁采收后，我们只做一些简

单的加工就卖给公司，公司进行烘干
等初加工后，再将干品卖给川渝和
两广地区的客户。”杨军说，据他
对市场行情的了解，1 公斤云砂仁在
省外制药厂生产成药品后，价值可达
3000 多元，加工成中药饮片，价值
也能达六七百元。然而，云砂仁的田
间收购价每公斤仅为 100 多元，经合
作社初加工后每公斤也仅售 150 元左
右，加工附加值并不高。

虽然云砂仁种植面积和产量均是
全国第一，但其加工附加值低，产业
潜力未被充分挖掘和利用。据了解，
云砂仁浑身是宝，根、茎、叶、花、
果均可入药，也可食用，果实的药用
价值最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版）中收录的成方制剂中，
以砂仁为配方成分的就有 134 个组
方，常见的如香砂养胃丸（片）、参
苓健脾胃颗粒、香砂平胃颗粒等。而
作为中药配伍、制药原料和保健食品
加工原料的来源，砂仁的用途也十分
广泛。目前，全国共有砂仁相关药品
355 个、方剂 1082 个、国产保健食
品 65 个。

可见，云砂仁主要是用作精深加
工药品配伍、配方，作为饮片、食补
使用的比例较小。而云南种植的砂仁
主要以原料销售为主，缺乏成药加工
环节和链条，砂仁加工地主要集中在
川渝和两广地区，云砂仁产业附加值
不高。

    

    亟待融合发展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昆明综
合试验站站长、云南省中药材“十大

云药”品牌打造工作组副组长崔秀明
告诉记者，近年来，云砂仁加工环节
取得一些成绩，比如砂仁片压片糖果，
在昆明各大医院营养科使用，颇受少
儿患者欢迎。然而，云南砂仁产业总
体发展仍比较滞后，亟待采取措施进
行融合发展。

崔秀明认为，首先，要进一步强
化种植，加强绿色基地建设，积极开
展良种选育及扩繁推广。同时，扶持
培育一批优质绿色种子种苗专业化经
营新主体，推进良种选育基地建设，
保障良种自主供给，在种植中强化标
准化基地建设，尤其是绿色、有机认
证基地建设，把环境优势、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此外，不断完
善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建设，建立严格
的市场准入和质量追溯及监管制度，
提高云砂仁质量，为加工环节建设夯
实基础。

其次，省级层面要进一步做好顶
层设计，依托利好政策和财政、金融
扶持措施，强化加工环节建设，这是
提质增效的核心和根本。一是提高原
料质量，以此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药企、
药商与产地建立产销关系。二是加强对
本土产业加工主体的培育，在云砂仁集
中产区，进一步布局加工园区和扶持龙
头企业提升核心加工技术，加强一二三
产业的融合发展。

再次，在实现砂仁药用加工的同
时，企业可结合旅游线路、民族风情、
特色食品等，探索开发一批保健、即
食、酒类饮品等砂仁特色产品。此外，
尽快形成砂仁种苗、种植、初加工、
精深加工和销售的流通闭环，实现云
砂仁的“内循环”，提升其附加值，
促进产业由大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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