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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大镇地处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西北

部。地理坐标为东经 100° 39′～ 101° 56′、北纬

23° 54′～ 24° 08′。东与恩乐镇及景东县文井镇交

界，南与按板镇接壤，西与振太镇及景东县大朝山东

镇毗邻，北与景东县景福镇相连。土地总面积 869 平

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占 82.7%。镇内大部分地区属南

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8.9℃，年降雨

量 1300 ～ 1700mm。辖 24 个村民委员会，362 个村民

小组，涉林农户 9984 户，41778 人。全镇林业用地面积

为 63267.9 公顷，其中：商品林面积 48463.9 公顷，公益

林面积 14804 公顷；按权属划分国有林面积为 23784.4

公顷，集体林面积为 39483.5 公顷；全镇有林地面积

60215.8 公顷，活立木蓄积 5829870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为 69.94%。

一、勐大镇林下中药材种植现状

（一）种植情况

勐大镇中药材种植全镇共有 13个村（桂花甲、文

来、平和、西山、半坡、白水、马台、平地、文夺、库

达、南康、文雷、文况）发展了林下中药材种植产业，

总面积 7430.08 亩，涉及 22村 176 组 1572 户。其中主要

种植的有滇黄精 20村 272 户 1242 亩、滇重楼 21村 837

户 1545 亩、岩七 12村 192.9 亩、白芨 7村 131 亩、龙胆

草 4村 1811 亩、石斛 3村 26 亩、茯苓 9村 181 户 1160

亩、姜 5村 660 亩（老板种）、花椒 6村 74 户 410 亩、

三七 2村 7亩为主；天冬、苦参、雷丸、滇红花、魔

芋、山乌龟等品种零星种植。

（二）上市价格基本情况

根据勐大镇 2020 年第二季度统计报表统计数据显

示，2021 年滇重楼价格将稳中有降，鲜货价格每公斤在

6～ 100 元之间，干货价格每公斤 300 ～ 400 元之间；滇

黄精价格平稳，鲜货价格每公斤 14 ～ 18 元之间，干货

价格每公斤 50 ～ 60 元之间；白芨价格稳中有升，鲜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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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每公斤 18～ 25 元左右，干货价格每公斤 120 ～ 180

元左右；龙胆草干货价格每公斤 50 ～ 60 元左右。茯

苓鲜货价格每公斤 8 ～ 10 元左右，干货价格每公斤

30 ～ 50 元左右；滇红花干货价格 110 元/公斤；其余中

药材品种由于种植面积小，价格随市场需求而定，价格

波动不会太大。

二、林下中药材发展中存在的困难问题

（一）统筹规划滞后，产业发展协调性不高

勐大镇林下中药材种植以小型合作社和个体户种植

为主，缺乏有效规划和合理布局，导致个体户种植面积

较小、分布零散，管理难度大，未形成规模化、专业化

的种植模式。

（二）产业链条短，精深加工程度较低

勐大镇林下中药材种植链条未能向下延伸，大多数

企业和合作社不具备进一步晾晒、切割、炮制原料的场

地和设备，大部分中药材以初级原料出售，产品附加值

不高，未能充分发掘其药物价值的经济效益。加工能力

薄弱，产业链短，产品类型不够丰富，精深加工程度较

低。尤其生物医药科研力量薄弱，缺乏自主开发能力，

成果转化率低，没有形成完整的产品研发链和技术转化

链，知识产权意识不足。

（三）品牌优势尚未彰显

勐大镇林下中药材种植企业 2个，都处于初步发展

阶段，带动力强的中药材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较少，药

农分散种植居多，龙头带动作用不强，发展缓慢，生产

加工粗放，原药材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以出售原药材为

主，缺乏知名品牌、大品牌的带动，市场拓展滞后，产

品竞争力弱，资源综合利用率低。绿色、有机、标准化

种植基地比重小，标准化种植水平较低，生产投入管理

力度不足，种植过程监管手段滞后，生产中不合理使用

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等现象依然存在，生产投入品

使用不够规范，获得认证的企业及种植基地较少，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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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国内大型制药企业的采购和使用标准，市场认同度

较低。

（四）对外链接强度不足

一是现有企业集中在产业链上游种植端，生产、销

售环节缺乏良好的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产业配套服务

支撑较弱，难以成为更高能级、更新业态的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稳固基石，这对招引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

龙头型药企在落户或设立生产基地造成了困难。二是研

发创新能力不足，“政产学研”结合不紧密，资源优势

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化，行业整体发展缺乏后劲，在科技

资源整合、服务体系建设、研发投入等方面须进一步加

强，提升科技创新驱动力。三是缺乏信息平台，供需信

息不对称。产供销信息不畅，药农种植、销售存在很大

的盲目性，产量或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产品供求关

系失衡，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五）机构不健全，科技创新难度大

2020 年 11 月生物医药职能职责从县茶特中心划转县

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没有专门的编制和人员，相关

工作职能并入科技管理股，产业专班工作人员处只有 1

人，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没有设置专门的岗位与编制

及人员。

三、今后勐大镇林下中药材发展的意见建议

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

品牌”为契机，以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

一业一品牌，推进勐大镇林下中药材产业发展。

（一）推进良种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

积极开展民族药资源创新，中药材良种选育、优良

品种扩繁推广、品种适应性栽培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

发展中药材种源产业。充分利用桂花甲等现有企业和专

业合作社现有优质药材种苗繁育基地资源优势，建设以

重楼、黄精、石斛、三七、天麻等优势品种为重点的良

种繁育基地，支持培育标准化良种选育基地，优质种子

种苗专业化经营公司，为周边药企药农发展生物药材种

植提供优质种苗。进一步保护野生药材资源和生态环

境，解决中药材种苗生产质量标准和统一供应问题，从

源头上控制种苗质量和规范种苗市场秩序，保障优质中

药材生产。

（二）加快推进优质林下中药材原料生产基地建设

1.做优滇黄精、滇重楼等产品质量。建立滇黄精、滇

重楼优质核心示范基地，做优药材质量，大力推广有机

滇黄精、滇重楼林下种植技术，以及“仿野生”种植技

术。利用滇黄精具有食药同源的特点，加强精深加工产

品开发及相关技术研究，重点打造 1 ～ 2个市场反响良

好的滇黄精产品品牌。推广滇重楼、滇黄精优良品种，

提升镇沅滇黄精、滇重楼的质量安全水平，加大饮片、

保健品等精深加工产品研究开发，进一步扩大产品附加

值及市场影响力，努力将“滇黄精”打造成国内知名

品牌。

2.助推石斛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强石斛中药材产品高

质量发展的引导，着力推进以铁皮石斛、鼓槌石斛、流

苏石斛等为主要品种的大石斛产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

带动示范作用，鼓励林下仿野生种植等多元化发展，推

进制定有关石斛花、石斛叶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不断

提高产品附加值。

3.助推石斛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强石斛中药材产品高

质量发展。着力推进以铁皮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

等为主要品种的大石斛产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示

范作用，鼓励林下仿野生种植等多元化发展，推进制定

有关石斛花、石斛叶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不断提高产

品附加值。

4.大力发展林下三七产业。大力推广林下三七“仿野

生”种植及深加工技术，围绕《普洱市思茅松林下有机

三七产业化发展规划（2019—2025）》，推进林下三七规

模化、专业化、绿色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打造林

下有机三七品牌。

5.建设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核心示范基地。以桂花甲

生物药业为实施主体，按照“公司+合作社+基地（初加

工厂）+农户”模式，建设以滇黄精、滇重楼、白芨、

三七、石斛等优势品种为重点的规范化种植核心示范基

地，辐射带动周边优质中药材规范化种植。

6.推进中药材有机、绿色认证基地建设。以原料质量

为核心，推林下、抓有机，紧紧抓住勐大镇林业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林下种植、有机种植“林药结合”模式，

鼓励企业严格按照有机药园、定制药园生产技术规程要

求进行管理，按有机药园、定制药园认证（认定），全面

提高药园管理水平，确保“有机药园、定制药园”出产

的生物药材从种植到加工全过程可追溯，质量安全有保

障，为加工企业提供优质药材原料。重点培育建设规模

核心有机绿色认证基地。

（三）建设优质中药饮片和健康产品原料及加工

基地

1.推进中药材产地初加工基地建设，按照国家《中药

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要求，按照“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的原则，合理规划建设中药材初加工厂，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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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药材标准化产地初加工基地，确保中药原料质量，

提高药材产区经济效益。重点开展石斛、滇龙胆、滇重

楼、云茯苓等一批中药材采收后干燥、去杂、精选分

级、贮藏等产地初加工技术的研究，为进一步进行饮片

炮制或提取等精深加工提供合格的原生药材。全面提高

生产加工水平，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

综合效益，改变以销售原药材为主、附加值低的现状。

2.推进中药材优质中药饮片加工基地建设。支持和鼓

励有条件的企业或引入中药饮片加工企业，在中药材原

产地建立中药材饮片加工厂。鼓励加工企业开展传统中

药饮片、配方颗粒、冻干饮片等现代中药饮片的研究，

增加产品种类、扩大生产产能，助推生物药产业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

3.推进健康产品加工基地建设。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

企业在中药材原产地建立健康产品加工厂。以中医药理

论、民族医药传承为基础，开展药食同源中药材质量安

全性评价，促使滇黄精、天麻、石斛等一批云南药食同

源特色药材品种成为新食品原料，研究开发各类药膳、

药酒、药茶、健康饮品、保健食品等产品。以保证中药

材质量趋于稳定均一、安全和有效，为旅游产业和康养

中心建设提供健康产品。

（四）建设中药（民族药）康养体验基地

1.发展中药（民族药）主题文化旅游。借普洱打造滇

西南独具特色中药文化旅游节—“普洱端午百草根节”

之机，筹办相关的系列活动、学术交流及论坛，发展药

膳、药浴、中药茶饮、中药熏蒸等特色康养体验项目，

加快中医药特色旅游城镇、休闲度假区、文化街区、主

题公园和酒店等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与项目落地。

2.建设“林、药、养、游”综合体。促成一批“林、

药、养、游”融合发展模式的综合体、特色小镇项目投

资建设，形成具有当地特色、优势突出的中医药康体

文化养生品牌，推动勐大生物医药产业链延伸和多元化

发展。

3.建设集康养、旅养、医养的“云养之乡”。推进中

医药康养、运动康养、森林康养等，实现旅游+大健康

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以“文化—旅游—医疗—康养—

餐饮”一体的特色大健康产业生态，加快形成集旅游、

康养、护理、医疗的全流程、高品质康养服务体系，打

造“云养之乡”康养服务和医养服务品牌，实现以养带

药、以医带游，不断提高服务能级，延伸医药产业服务

链和价值链。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充分发挥勐大镇的林业资源优势，做

强做大林下中药材产业，打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产业示范，让勐大镇的林业资源优势变成实实在

在的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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