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康军（左一）在药材基地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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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天地宽
———我州“十二五”期中藏药产业发展回眸

感言
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州中藏药产业办主任
何康军

“中藏医药是集文化、医疗、保健等
为一体的综合产业，其包容性、复合性
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具有
融合发展的广阔空间。 ”州经信委主任、
中藏医药产业办主任何康军认为，当
前， 甘孜州在推动中藏医药产业发展
中，把重点放于推动中藏医药产业与文
化产业、旅游产业和康复保健业之间的
深度融合。

当前，全国医药、保健品市场规模近
2万亿元。 但藏医药行业整体效益却不
高，藏药生产企业仅 100 家左右，产品
不足 1000 种，年产值仅 27 亿元，占全
国医药体系总产值的 0.15%左右。

我州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州中藏
医药产业定位重新评估和再认识，藏医
药从业人员渴求发展的热情正在逐步
凝聚，产业发展正面临着极为有利的外
部条件：“中藏医药产业是一项带动面
广、辐射性强、产业链长、附加值高，是
集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的朝阳产业。 只
有找准着力点，才可能重点突破，尽快
推动发展的进程。 ”

三年攻坚在行动
州委、州政府于 2013 年出台了《甘孜州关于

加快中藏医药产业发展的意见》和《甘孜州中藏
医药产业发展 2013—2015 年实施方案》，有力推
进我州中藏药业发展。

———摸清家底，拟定发展措施。 药办成员单
位赴各县，深入了解我州医药企业、药材种植、州
县藏医院制剂室建设等情况，督促指导各县中藏
医药产业发展，并编制出台了《甘孜州中藏药资
源分析报告》《甘孜州地产药材种植生态栽培技
术》《甘孜州中藏药材种植统筹推进方案》《甘孜
州藏药制剂室发展指导意见》等。

———组建协会，加大人才培养。 成立了甘孜
州藏医药协会和藏医药专家咨询委员会，聘任 21
名省州药学和藏医专家咨询委员，制定《甘孜州
常用藏药制剂质量标准指导手册》， 规范藏药制
剂管理、改进完善生产工艺、把控藏药制剂质量、
对藏药制剂 892 个批准文号进行梳理，将其规范
为 336 个品种。 组织州内外藏医院 30 余人进行
为期 38 天的佐塔炼制培训，选拔 10 名乡镇卫生
院藏医骨干到德格县白垭乡阿池诊所跟师学习，
组织了 200 名进行师承考试。

———整合资源，加大资金投入。 近三年，全州
农口资金、科技资金、扶贫资金、中藏药产业发展
共计投入 1 亿多元用于中藏药材种植、 药品生
产、药品研发等，为确保项目资金发挥更大作用，
对近三年支持项目进行督促检查，并提出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对支持范围、支持原则、支持对象、
支持标准及申报程序和监督管理进行明确。

———强力推介，拓展市场空间。 组织州县藏医
院和医药企业参加西博会、宁夏银川全国民族医药
博览会和 “2015·中国青海玉树国际冬虫夏草暨藏
医药展交会” 共有 260 种优势中藏药产品参展，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 10000 余份，推介项目 20 余个，接
受咨询 2000 余人次，免费义诊 200 余人。

———协调配合，优化发展环境。 州政府多次
召集经信、卫计、药监、发改、科技、州藏医院和泸
定县政府等部门就“然降多吉胶囊”合作、泸定金
珠药业园建设的相关事宜进行了会商讨论，省药
监局同意泸定中藏药产业园生产线 GMP 认证延
期一年，组织金珠公司和州藏医院赴广东省对接
医药企业，就泸定金珠中藏药产业园和然降多吉
胶囊合作进行招商洽谈。 扬子江集团等企业愿意
与我州就中藏药开发合作进行深入探讨。

康北、康南各县纷纷结合各自优势全力推进
中藏药产业发展，为甘孜全域在“十三五”期间取
得中藏药业发展重大突破夯实基础。

康北片区 ，德格县 “三举措 ”加力发展中藏
药业，县财政借支 300 余万元给县藏医院，实现
波棱瓜 、大黄 、藏木香种植面积达 700 余亩 ，宗
萨中藏医药产业园建设，目前已完成 5000 平方
米制剂室、中药饮片厂厂房建设，正进行设备安
装调试，2000 亩药材种植进入规划和试种阶段；
白玉县中藏药业实现产业布局、药材种植、研发
工作、人才培养“四新突破”；色达县加快推进饮
片厂建设；炉霍县“抓领导重视、抓政策推动、抓
产品研发 、抓品牌创建 、抓基地建设 ”“五措施 ”
推进中藏药业发展。

康南片区，乡城县加快推进 800 平方米藏医
院制剂室标准化建设和 400 亩药材种植基地规
范化建设；巴塘县大力发展酸石榴种植，规划到
2020 年种植面积达 2000 亩； 理塘县开展了高海
拔玛咖种植 7000 亩， 并成功试种高原濒危药材
10 余种；得荣县全力提升藏医服务，并逐步向云
南发展藏医药业务； 稻城县与全域旅游融合，规
划藏药浴等康养业发展； 雅江县结合气候条件，
大力推进黄芪、秦芄、羌活种植达 700 亩。

五年发展见成效
———药材种植初具规模。 全州人工种植川贝

母、波棱瓜、大黄、秦艽、玛咖等药材面积达 2 万
亩， 人工种植佛手柑 8000 亩、 变俄色茶树 6 万
亩、沙棘 3 万亩。

康东片区药材种植率先走上规模化，康定前
溪乡楼上村全体村民集体筹资种植林下天麻
1000 亩、 时济乡时济村与企业合作种植重楼、石
斛等药材近 3000 亩、 东俄洛中药材种植园 1000
余亩；种植探索科学化，州农科所在八美农试场
药材种源基地 50 亩，入园品种 50 余种；种植进
入标准化，康定市舍联乡干沟村中药材种植合作
社建立了 100 亩标准化重楼种植基地；种植激情
持久化， 泸定高原生物科技公司 10 余年从事中
药材种植研究和摸索。

康定恩威高原药材野生抚育基地公司采取
公司主导的种植模式开展以川贝母、大黄、羌活
等为主的中藏药材人工种植。 主要开发品种为川
贝母、冬虫夏草和羌活。 基地总面积 3000 亩，目
前已进入规模发展期。 基地将进一步改进育种、
育苗技术，和扩大种源、种苗繁育基地，争取 5 年
内实现种源基地 300 亩、种苗基地 10 万平方米、
年产种苗 200 吨，可推广面积 2000 亩，年产商品
200 吨，产值 2 个亿。

———药品加工有序推进。 集药品加工、产品
研发、物流仓储为一体的泸定金珠药业园一期工
程完成建设，4 条生产线设备安装调试。炉霍雪域
俄色公司完成 4 条生产线和 4500 平方米的研发
中心主体建设。 德格宗萨藏医院完成 5000 平方
米标准化制剂室、中药饮片厂和保健食品厂厂房
的建设。 州藏医院完成海螺沟建设“中国南派藏
医药传承与创新基地”项目概念性规划等前期工
作。 色达金马饮片厂完成厂房建设，并取得饮片
生产许可证，通过 GMP 认证。

德格县宗萨藏医院是一所传统藏医诊疗和
藏药制剂配售相结合的民间藏医院。 该院有执业
藏医师 5 名，长期跟师学徒 30 人；常年配制藏药
制剂 208 种， 其中 130 余种为州内常用制剂品
种，15－20 种是师承验方，年产藏药 120 吨，年产
值约 2500 万元。 目前，该院正在加紧规范藏药制
剂室建设，拟申报其相关资质。

“我院当前正全力打造南派藏医药产业园
区，实现藏药制剂‘五个突破’，从而加快中藏医
药产业发展，进一步传承中藏医药文化。 ”甘孜州
藏医药研究所副研究员、 德格县藏医学会副会
长、宗萨藏医院院长洛热彭措说。

据洛热彭措介绍，德格宗萨藏医药产业园项
目已被纳入甘孜州中藏医药产业发展 “十三五”
规划， 现有固定客户五省藏区 400 多家藏医院，
在五省藏区建有门诊 10 余个； 宗萨藏医院现已
完成 5000 平方米制剂室生产车间和宗萨中药饮
片生产车间的建设工程， 预计年产藏药制剂 150
吨。 中药饮片 100 吨；宗萨藏医院引进国际先进
制药设备和检验设备进行藏药制剂生产、 检测，
聘请省内大医药企业的专业管理队伍进行制剂
中心生产管理， 组建博士团队进行市场营销；该
藏医院将藏药制剂生产、藏医药文化旅游、藏医
药康养业有机结合进行产业园建设。

“近年来， 全社会对中藏医药的认识度不断
提升，科研院所也加大研发力度，一大批中藏医
药产品不断问世，解除了病人痛苦。 甘孜有那么
多的藏药资源， 我们有信心将藏医发扬光大，惠
及更多百姓。 ”洛热彭措对甘孜本土的藏医产业
格外看好。

———科研工作不断跟进。 州县藏医院先后收
集整理藏医药古籍文献 200 余部，藏药“佐塔”中汞
的安全性研究获得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雪域俄
色公司开发出了 2 个系列、4 大类、35 个产品，并通
过“QS”“绿色”“有机”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及
变叶海棠药用标准评审，药品“康珠甘露”胶囊进入
研究阶段。 州藏医院养生保健酒“药王御液”上市。
色达金马药业公司的“纽玛颗粒饮料”取得 QS 认
证。白玉县藏医院“胃舒胶囊”新药进入药品临床前
试验，“芫根含片”取得药品 GMP 认证。

———品牌打造逐步加力。 全州提交中藏药专
利申请 44 件，其中发明专利 27 件。 藏药“然降多
吉胶囊”获得国药准字，成为四川省首个藏药国
药准字号。 康定金珠获得四川省知名商标。 “八味
獐芽菜丸”“六味能消丸”“石榴健胃丸”“五味金
色丸”等藏药品种正在注册审核中。 炉霍县全力
打造“雪域俄色”品牌，向国家食药监局提交了霍
尔古藏茶降糖胶囊等“食品健字号”申请，雪域俄
色茶获得四川省著名商标。

———藏医服务明显提高。 州藏医院开展了临
床疗效验证、诊疗技术和诊疗方法的创新研究及
藏药浴，甘孜县中藏医院开设了骨伤科和中医康
复理疗，德格县藏医院治疗心脑血管和肝胆疾病
有独特疗效， 白玉县中藏医院开设了藏医内科、
外科、妇科和放射、彩超、检验等辅助科室，炉霍
县中藏医院开设了藏医内科、风湿病专科、胃肠
病专科和康复理疗科。 65%以上乡镇卫生院、40%
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藏医药服务，基层中藏医
药服务量为 28%。 州藏医院等 7 家藏医院获得

《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 藏药制剂批准文号 892
个，藏药品种 337 个，年产量 200 余吨，现正开展
制剂标准提升工程。 白玉、色达、石渠、乡城、德
格、州藏医院和德格宗萨藏医院完成了新版 GMP
标准化制剂室建设。

德格县藏医院完成一个南派藏医药展示中心
建设，展示中心面积 800 余平方米，内收藏藏医药
书籍 500 余册、藏医药古籍 120 余册、唐卡 100 幅、
教学解剖图 100 幅、药材标本 300 余种等；完成一
个制剂室标准化建设，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购置
设备 460 余万元，生产品种 260 个，年产量约 8 吨；
完成一个门诊大楼改造， 按照突现藏医文化特色，
建设成“藏式花园文明庭院”和藏文化宣传走廊，开
设特色门诊；完成一个藏药浴中心设计，规划面积
500 平方米，装修装饰体现藏式风格。

产业发展群众得实惠
丰富的资源，不仅让中藏医药产业成为甘孜

州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让广大农牧民群众从中
获得巨大经济效益。

每年五六月，理塘县格萨尔王纪念广场野生
药材交易十分火爆。 理塘县人仁青多吉回忆道，
在海拔 5000 余米的高山上挖取珍贵药材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 他们一家往往是三兄弟齐上
阵，早早准备好御寒衣物、高压锅、帐篷棉被等生
活必需品，因为挖药材的时间一般会持续一个月
左右。

仁青多吉告诉笔者，他们一家运气好的时候
依靠挖野生珍贵药材，一年可以有十几二十万元
的收入。 依靠这些收入，仁青多吉一家也早已修
好了小洋房、买了越野车。

不过，对于现在的仁青多吉来说，每年上山
去挖野生药材已属“副业”了，他依托前几年挖野
生药材赚取的几十万元，开始了自己种植中藏药
材的事业。 “这边海拔高，以前田里种不出东西，
后来州农科所的专家向我们介绍种植中藏药材，
我想到挖野生药材也不是长久之计，便开始尝试
药材种植，现在规模比较大了，一年有好几十万
元的收入了。 ”

去年 8 月， 大片大片的藏药波棱瓜挂满泸定
县兴隆镇毛家寨村，四处显示出一片丰收的喜悦。

“过去，村民们种植的主要还是玉米和土豆，
一年收入不到 2000 元。 自从普及波棱瓜种植以
后，我们搭建起了波棱瓜种植基地，村民的种植
积极性高涨，家家户户的收入年年增加。 ”村民杨
建康笑逐颜开。

“波棱瓜籽可以入药， 农户种植波棱瓜不愁
销路，经济效益十分强大。 ”泸定高原生物科技开
发中心总经理刘代品告诉笔者。 波棱瓜是许多藏
药公司的主要生产原料，需求量十分巨大。 自从
基地建立以来，半高山村庄的 200 多农户加入到
种植的行列，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到 1200 余亩，仅
庆丰村的产值就达 80 余万元， 不少村民借此走
上了“小康路”。

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增加群众收入，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 在我州，像这样依托种植中藏药材
而走上致富路的藏民不少。 我州充分依托中藏药
材带来的经济效益，利用好优势资源。 抓好中藏
医药产业发展，就是抓好民生的体现。

民生的改善，让甘孜更加坚定了发展中藏医
药产业的信心和决心。 州委、州政府看到中藏医
药产业发展是群众致富增收的重要渠道，是实现
全面小康之路的现实选择。

科学谋划“十三五”
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我州将按照“做大一

产，推进药材种植，规范基地建设；做强二产，扩
大制剂规模，推进饮片生产；做优三产，拓展康养
产业，挖掘藏医文化”的总体思路，坚持“农药、旅
药、养药、医药”四个结合，走规范化、企业化、市
场化道路，坚持“企业主导，政府推动；传承创新，
辩证统一 ；藏医药持续发展 ；重点突破 ，辐射带
动；产业互动，共同推进；资源保护，协调发展”的
原则，抓落实,强化专项督查；抓指导,强化技术培
训；抓投入 ,强化资金扶持；抓配套，强化要素保
障 ；抓合作 ,强化招商引资 ；抓平台 ,强化宣传推
介。 依托企业带产业，实现中藏医药业产业化；依
托药材建基地，实现中藏药材种植规模化；依托
名医推藏药，实现中藏医药服务集约化；依托院
校搞研发，实现藏药研发现代化；依托标准强品
牌，实现中藏药业品牌化；依托培训抓人才；实现
藏医人才专业化。 药材种植达 5 万亩， 确定 3-5
个 GAP 基地选点工作， 中藏医药业实现产值 20
亿元，力争达到 30 亿元。

全州现有中藏药企业 14 家，已获得
《药品生产许可证》 的生产企业 4 家，保
健品生产企业 2 家， 药材野生抚育和人
工种植企业 50 余家，药用动物养殖企业
1 家，流通贸易企业及个体户 300 余家，
种植药材面积 2.5 万亩，“十二五” 期实
现最高实现年总产值 20.26 亿元 (2013
年), 其中一产药材种植和采集 5.75 亿
元、二产药品加工 6.81 亿元、三产药品
销售和藏医服务 7.7 亿元。

数说“十二五”

“十二五”期，州委、政府将中藏药业
作为“六大支柱产业”加快发展。 面对我
州中藏药业龙头企业少、带动作用差，市
场主体小、产业程度低，资金投入少、统
筹协调差，统一标准难、品牌打造少，专
业人才缺、研发能力弱，基地建设慢、种
植规模小的现实问题，充分分析我州中
藏药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率较低；藏医文
化历史悠久，传承创新能力较弱；产业发
展面临机遇，基础建设欠账较多；中藏药
业加力推进，产业化程度较差的发展形
势。 州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州县藏医院
及医药企业学习借鉴“宁、陇、青”三省区
优惠政策推动、藏医服务促动、药材基地
驱动、龙头企业带动、服务平台联动的中
藏医药业工作经验，提出我州“龙头企业
是主体，药材种植是前提，以医带药是基
础，科技研发是关键，标准制定是核心，
人才培养是动力”中藏药业发展工作思
路，依托企业带产业 ，扶持一批龙头企
业，依靠企业培育市场，实现中藏医药业
产业化；依托药材建基地，加快药材种植
基地建设，保障原药材的供应，推进中藏
药材种植规模化；依托名医推藏药，提升
医院服务能力，整合制剂室建设，推进中
藏医药服务集约化；依托院校搞研发，加
快藏药新产品的开发和试制，研制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品、药剂，推进藏药研
发现代化；依托标准强品牌，制定标准、
规范流程，积极申报准字号、健字号，实
现中藏药业品牌化；依托培训抓人才，加
强师承培训、订单定向培养，积极引进人
才，实现藏医人才专业化。

泸定中藏药产业园区。

佐塔研制。

专家为药农支招。 藏医制剂室。

专家查看药材种植情况。

（本版文图均由州中藏药产业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