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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产量 11512 吨、产值 65968 万
元。短短 2 年时间，种植面积翻了
近一番，产值提升至原来的 4 倍多，
成为种植规模达 10 万亩以上的云南
省重点道地药材之一。

    
市场供需矛盾突出

  
据云南省中药材产业工作组副

组长崔秀明介绍，我国现有以黄精
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现代中药复方制
剂 150 余种、健康保健品 170 余种，
年均消耗黄精原料 5 万余吨。据云
南省中药材种植养殖行业协会统计
数据，截至 2020 年，全省滇黄精占
据国内黄精市场约 51% 的份额，但
产品依然供不应求。

由此可见，目前的滇黄精产量
远不能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这也
导致不少种植户出现惜售心理，开
始“捂货”等待涨价。这在一定程
度上加剧了市场货源紧缺状况，使
供需矛盾进一步加深。

崔秀明认为，目前，虽然滇黄
精市场需求旺盛，供需矛盾突出，
但由于滇黄精对管护技术要求较高，
药材是否增产、质量好或不好等，
专业种植户尚且难以把握，普通种
植户盲目跟风种植存在很大风险。
同时，滇黄精是云南“十大云药”
之一，省级行业协会和各部门对滇
黄精产业的发展有统一规划，今后
的发展思路应在合理稳步扩大种植
面积的基础上，进行提质增效，而
不是短时间内迅速扩大面积。因此，
群众盲目跟风种植不可取。

   

品种与种植技术亟须更新
    
据了解，品种更新缓慢、缺乏

种植管理新技术等，是制约滇黄精
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目前，云南
选育登记的滇黄精新品种仅有“云
农滇黄精1号”“云农滇黄精2号”“云
农滇黄精 3 号”“林韵 1 号滇黄精”
等少数几个。同时，《滇黄精规范
化栽培技术规程》《滇黄精种子和
种苗质量分级》《滇黄精林下栽培
技术规程》等地方标准和生产规程
已使用多年，未能及时升级更新。

针对滇黄精产业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崔秀明表示，应积极
创新种植和管护技术，强化产品精
深加工环节，不断延伸产业链，从
而提升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和效益。
同时，各级部门特别是农科和农技
推广部门应积极作为，在现有产业
发展的基础上，攻关研发和培育一
批高效、高产、高质量的滇黄精新
品种，尽快实现品种更新迭代。

“在种植和管护技术方面，应
积极创新，并尽快制定出台省级地
方标准，更新升级种管技术和操作
规范，不能长时间依靠老经验。”
崔秀明说，目前，四川、广西等药
材生产基地也在发展黄精产业，如
果滇黄精品种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更
新和升级，势必会削弱滇黄精在国
内市场上的竞争力。

同时，崔秀明认为，依托滇黄
精产业雄厚的生产基础、较大的市
场份额、高品质的初级产品，要通
过强化中间精深加工环节建设，扶
持一批有实力的企业积极建设加工
生产线，开发滇黄精深加工产品和
大健康产品，提升产业综合效益，
促进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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