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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统计 2021 年辽宁省内各地区中药材种植品种、种植面积、产量和产值状况，为辽宁省中药材

生产发展规划提供依据。方法：根据中国中药协会中药区划与生产统计专业委员会辽宁省各委员上报数据，采用抽

样调查、分级分析、空间自相关性的分析方法，运用 SPSS 27. 0 软件、ArcGIS 10. 7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2021 年辽宁省 28 个重点县域中药材种植面积约 128. 98 万亩 （1 亩≈666. 67 m2），种植中药材 34 种，原植物 40
种，年产量约 8. 41 万 t，总产值约 54. 32 亿元。人参、苍术、五味子、威灵仙、水飞蓟、苦参、龙胆草等主要品种

约占中药材种植面积的 87. 03%。中药材年产值 10 亿元以上的药材品种有西洋参和人参。种植面积在 5 万亩以上的

县域依次为清原满族自治县、凤城市、本溪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县和盘山县。中药材种植种类最多县为桓仁

及清原，达 13 种。“辽药六宝”中人参种植面积较大，但产量较低，龙胆、五味子产量和产值相对较高；细辛种植

面积、产值、产量相对较低。结论：研究结果反映了辽宁省目前的中药材生产情况，可为辽宁省中药材的生产发展

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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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pecies, planting area, yield, and output value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Liaoning province in 2021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here. Methods: The data reported by the members in Liaoning province of the Specialized Committee for 

Regionalization and Production Statistics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Sampling survey, hierarchical analysis,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in SPSS 27.0 and ArcGIS 10.7. Results: In 2021, the planting area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28 key count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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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ning province was 1 289 800 mu (1 mu ≈ 666.67 m2). A total of 40 species of medicinal plants (34 kinds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were planted, with the total yield of 84 100 tons and the total output value of 5.432 billion CNY. The 

planting area of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Atractylodis Rhizoma, Schisandrae Chinensis Fructus, Clematidis Radix et 

Rhizoma, Silybi Fructus, Sophorae Flavescentis Radix, and Gentianae Radix et Rhizoma accounted for 87.03% of the total 

planting area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The annual output values of Panacis Quinquefolii Radix and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were more than 1 billion CNY. The counties with the planting area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over 50 000 mu 

were Qingyuan, Fengcheng, Benxi, Xinbin, and Panshan. Huanren and Qingyuan cultivated the most kinds (13)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Despite the large cultivation area, the yield of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was low. Gentianae Radix et 

Rhizoma and Schisandrae Chinensis Fructus had high yields and output values. Asari Radix et Rhizoma had a small planting 

area and low output value and yield. Conclusion: The results reflect the current production situation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Liaoning province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here.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resources; production statistics; planting area;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中药材生产与中医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

连，中药材种植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提升临床

用药的疗效，而且增加省内药农的经济收入，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辽宁省中药材种类繁多、独特，由

于野生药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栽培药材已成为

药材商品的主要来源。目前辽宁省中药材产业发展

基础良好，栽培的“辽药六宝”、宽甸“石柱人参”

等已经形成了最具道地性、影响力和地方特色的中

药材名片[1-4]。

中药资源关乎民生、社会稳定、生态环境保护

和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是中医药健康发展的物质基

础，中药材的供给和再生量能否满足中药工业增长

需求等一系列问题是解决中药资源稳定供应和资源

合理开发利用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中药材资源供

给情况需要中药材生产统计数据作为支撑[5]，我国各

省区每年均要通过上报中药材的生产数据来指导区

域中药材生产，服务产区规划，但由于统计口径、

统计途径、统计方法和统计尺度等方面的差异，导

致中药材种植面积等统计数据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本研究采用较为客观的抽样调查、分级分析、

空间自相关性分析方法，对 2021 年辽宁省中药材种

植产业成熟的重点县域中药材种植面积、不同类型

中药材种植面积、品种及产值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为产业发展宏观管理和调控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中药协会中药区划与生

产统计专业委员会辽宁省各委员上报的数据信息

（https://sctj. zyzypc. com. cn），其中包括辽宁省中药

原料药质量监测技术中心、各地区中药材产业协会、

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及中药生产企

业上报的数据信息。辽宁省各委员上报的中药材种

植数据信息共计 164 条，涉及 28 个县 （区），40 种

原植物，34 种药材。

1. 2　方法

通过抽样调查、分级分析、空间自相关性的分

析 方 法 ， 运 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软 件 、 ArcGIS 

10. 7 软件、R 4. 0. 4 软件对 2021 年度辽宁省中药材

种植调查数据中的中药材种植情况、各县区中药材

种植情况、“辽药六宝”生产统计情况、具有地方特

色的中药材种植情况进行生产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辽宁省总面积 14. 8万 km2，2021年省内中药材种

植面积达 145 万亩 （1 亩≈666. 67 m2），产量约 11 万 t，

产值约 55 亿元[6]。其中种植产业成熟的 28 个种植县

域中药材种植总面积约 128. 98 万亩，占全省中药材

种植面积的88. 9%，中药材年产量约8. 41万 t，占全省

中药材年产量的76. 45%；中药材年产值约54. 32亿元，

占全省中药材年产值的 98. 76%，而其他县区药材种

植面积较小而分散，主产区域 28 个种植县域可基本

反映辽宁省药材的生产情况。

2. 1　辽宁省中药材生产规模统计

2. 1. 1　不同品种产值统计情况　年产值超过 1 亿元

的中药材共有 12 种，从高到低依次为人参、西洋

参、苍术、黄精、五味子、水飞蓟、龙胆、白鲜皮、

威灵仙、细辛、苦参、关苍术，其中人参和西洋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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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产值达 10 亿元以上。

2. 1. 2　不同品种种植规模情况　将各中药材种类的

种植面积划分为>10 万亩、（1 万，10 万]亩 2 个梯度

进行分析。

2. 1. 2. 1　种植面积 10 万亩以上中药材统计分析　辽

宁省种植面积 10 万亩以上中药材仅有人参、苍术 2
种。辽宁省不少地区大力发展人参的林下种植，导

致其整体种植面积较大，为 69. 76 万亩，占重点县

域总种植面积的 50% 以上，年产量为 0. 44 万 t，占

重点县域总产量的 5. 2%；年产值为 13. 53 亿元，占

重点县域总产值的 24. 9%。近些年，由于苍术药材

栽培技术的逐步成熟及药材用量的快速增长，其经

济效益较好，使省内苍术药材的种植面积较大，为

15. 73 万亩，占重点县域总种植面积的 12. 19%；年

产量为 1. 02 万 t，占重点县域总产量的 12. 14%；年

产值为 8. 2 亿元，占重点县域总产值的 15. 1%。两

种药材种植面积为 85. 49 万亩，约占中药材种植面

积的 66. 28%；年产量为 1. 46 万 t，占比达 17. 36%。

2. 1. 2. 2　种植面积在 1 万~10 万亩的中药材统计分

析　种植面积在 1 万~10 万亩的中药材种类有 12 种，

根据面积大小依次为五味子、威灵仙、水飞蓟、苦

参、龙胆、玉竹、黄精、细辛、西洋参、白鲜皮、

益母草、桔梗，占重点县域中药材种植种类数的

35. 29%；种植面积为 39. 63 万亩，占比达 30. 73%；

年产量为 6. 3 万 t，占比达 74. 91%。

2. 2　辽宁省中药材生产的重点区域分析

根据重点县域的抽样调查数据，将种植面积 

2 万亩以上的所有中药材种类作为规模以上的中药

材种类进行重点分析。规模以上的中药材种类有 11
种，应用 ArcGIS 10. 7 对 11 种规模以上的中药材分

布县域进行分析。人参、苍术、五味子、威灵仙 4
种药材的种植县域均超过了 10 个。其中，人参主要

分布在清原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和本溪满

族自治县；苍术分布较广，在 21 个县域均有分布；

威灵仙、玉竹主要分布在凤城市；水飞蓟主要分布

在盘山县；苦参主要分布在建昌县和义县；龙胆主

要分布在清原满族自治县；黄精主要分布在清原满

族自治县和本溪满族自治县；西洋参、细辛主要分

布在新宾满族自治县。

2. 2. 1　辽宁省药材种植面积区域分布　根据重点县

域的调查数据，应用 R 语言对各县域中药材种植面

积进行分级分析，发现重点县域中药材种植面积在

5 万亩以上的县域有 5 个，（1 万，5 万]亩的县域有 10
个，(0. 1万，1万]亩的县域有11个，(0~0. 1万]亩的县

域有 2 个。其中，5 万亩以上的县域总种植面积为

104. 47 万亩，占比达 80. 99%，产量 4. 54 万 t，占比

达 53. 98%。因此，重点县域种植面积 5 万亩以上的

县域的总面积及年产量在辽宁省各县域中具有代

表性。

整体来看，辽宁东部地区中药材种植面积较大。

种植面积在 5 万亩以上的县域依次为清原满族自治

县、凤城市、本溪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县、

盘山县。应用 ArcGIS 10. 7 分析显示辽宁省重点县域

中药材种植面积不存在空间自相关，表明不同县域

的中药材种植面积在空间上随机分布。

2. 2. 2　辽宁省药材年产量区域分布　根据重点县域

的抽样调查数据，应用 R 语言对各县域中药材年产

量进行分级分析，中药材年产量超过 0. 5 万 t 的有 3
个县域，其中盘山县年产量超过 2 万 t。各县域种植

面积和产量基本成正比。应用 ArcGIS 10. 7 分析显示

辽宁省重点县域中药材种植面积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性，不同县域的中药材产量在空间上随机分布。

2. 2. 3　各县域中药材种植种类空间分布　根据重点

县域的抽样调查数据，应用 R 语言对辽宁省各县域

中药材种植种类数量进行分级分析显示，中药材种

植种类最多的是桓仁满族自治县和清原满族自治县，

均达 13 种；本溪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和建

平县种植中药材种类数均达到 10 种及以上；另有 9
个县域种植的中药材种类数为 5~9；其余 14 个县域

种植的中药材种类数<5种。整体而言，辽宁东部地区

中药材种植种类较多。应用 ArcGIS 10. 7 分析辽宁省

重点县域中药材种植面积空间自相关性，结果如下：

莫 兰 指 数 （Moran's I） =0. 474 641， P<0. 05， Z=

3. 470 187>2. 58，Z 值代表自相关性的显著性，说明

数据具有相关性，且辽宁省不同县域的中药材种植

种类数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

2. 3　辽宁省重点中药材“辽药六宝”生产统计情况

人参、鹿茸、五味子、细辛、蛤蟆油、龙胆是

辽宁省最具道地性和影响力的中药材，习称为“辽

药六宝”。由于“辽药六宝”中 2 种动物类中药材动

态变化趋势较大，根据重点县域的抽样调查数据，

本研究只对 4 种植物类药材的种植面积、产量和产值

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见表 1。通过对比分析 2018—

2021 年“辽药六宝”中植物类药材市场价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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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五味子、细辛的价格近年均有所回升，龙胆价

格略有下降，其中人参的价格波动较大，见图 1。

2. 3. 1　人参种植面积变化分析　根据栽培方式不同

将人参分为林下参、园参；根据地理历史及质量等

原因，将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石柱

村所栽种的人参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地理标识产品，

称为石柱参[7]。不同栽培方式所产出的人参药材质量

变化较大，对经济效益有较大影响，使人参的栽培

面积发生变化。石柱参是辽宁省特有人参品种，由

品质较好的野山参经人工栽培选育而得到，通过仿

野生条件，对土壤质量、气候条件、栽培技术等要

求极其严格，采用不施肥、不用药的栽培方式，使

得石柱参品质优良，质量堪比野山参。但其生长极

缓慢，出圃年限为 15~20 年，价格根据每支品相不

同进行定价。由于其较高的经济价值且对生长环境

较高的要求，使本地区栽种面积变化较大。省内其

他地区人参种植面积略有升高。

2. 3. 2　五味子种植面积变化分析　2021 年五味子

的栽培面积较 2020 年增加约 3. 53 万亩，近年来五味

子价格在快速下降后又有小幅上升，导致其经济效

益仍然较高，栽培面积增加。

2. 3. 3　龙胆种植面积及产地变化分析　辽宁省内种

植的主要品种为龙胆 Gentianae scabra Bge. ，因其

质量上乘、临床疗效较好、产值较高，药农种植热

情较高。根据 1. 1 项下的数据分析，2020 年辽宁省

龙胆药材的种植面积约为 1. 17 万亩，2021 年辽宁省

种植龙胆约为 2. 71 万亩，增长了 131. 62%。2020 年

辽宁省内种植龙胆的地区有 4 个，分别为清原满族

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县、西丰县、宽甸满族自治

县；2021 年辽宁省内种植龙胆的地区有 3 个，为清

原满族自治县、铁岭县、西丰县，与上一年相比，

增加了铁岭县，减少新宾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

治县 2 个地区。清原满族自治县种植面积增加较大。

2. 3. 4　细辛种植面积及产地变化分析　2021 年辽

宁省细辛药材的栽培面积约为 2. 11 万亩，有两个地

区 栽 种 ， 为 新 宾 满 族 自 治 县 和 桓 仁 满 族 自 治 县 。

2020 年辽宁省细辛药材的栽培面积约为 1. 84 万亩，

在辽宁省凤城市、清原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

县、宽甸满族自治县有栽种。2021 年栽培面积增长

了约 14. 67%，产地减少 3 个地区，新增 1 个地区；

产值方面，细辛药材价格在小幅增长，经济效益较

高，栽培面积不断在扩大。

2. 4　辽宁省其他特色中药材品种种植情况分析

除“辽药六宝”外，辽宁省特色中药材品种种

植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部分品种的具体变化分析

如下。

2. 4. 1　北苍术种植面积变化分析　2020 年北苍术

在辽宁省内种植面积约为 1 万亩，2021 年其种植面

积约为 15. 72 万亩。近年来，随着北苍术栽培技术

的成熟、价格的上涨及使用量增大等，其经济效益

在逐年上升，因此，许多适宜栽种北苍术药材的区

域加大了对其种植推广力度，使北苍术的药材栽种

面积大幅度上升。

2. 4. 2　黄精种植现状及前景分析　黄精作为药食同

源的药材品种，其在辽宁省内的栽培面积较大，约

为 2. 48 万亩。由于其药食同源的潜在价值[8]，在日

常使用过程中需求量较大，其种植面积有进一步增

加的趋势；同时黄精药材的价格在近些年也逐步上

涨，虽然涨幅较小，但其经济效益仍然可观。

3　结论与建议

根据 《辽宁省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方案 （2018—

2020 年）》 [9]，鼓励中药材生产企业等相关单位加

强辽宁省道地药材品牌建设，开展人参、龙胆、五

味子、细辛等道地药材 （炮制）、中药材商品规格等

级、示范基地建设等标准规范的制定，不断提高中

表1　“辽药六宝”中植物类药材种植面积、年产量及产值

品种

人参

五味子

龙胆

细辛

种植面积/万亩

69.75
7.79
2.71
2.11

年产量/t

4370
4240
3340
1400

产值/亿元

13.534 290
2.970 709
2.172 625
1.400 000

图1　2018—2021年“辽药六宝”中植物类药材市场价格

（产新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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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生产、产业化水平，强化中药材质量标准体系

建设，将加强人参 （石柱参） 等地理标志中药材品

种申报、品牌保护利用等工作，发挥品牌作用。这

些因素使药农朋友们的生产积极性高，辽宁省中药

材种植种类逐渐增多，种植面积逐渐增加，经济效

益在逐步提升。

中药材产品具有农产品和药品的双重属性，这

给中药材的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通过对辽宁省

内中药材种植产业成熟的重点县上报数据的分析，

能够很好地概括辽宁省当前中药材生产的总体情况，

建议辽宁省各县域根据各自环境条件不同，因地制

宜，增加种植品种，实现多元化种植，充分发挥辽

宁省中药资源宝库的优势。积极推动辽宁省中药材

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建设，完善辽宁省中药材

的发展体系，建立辽宁省道地药材种质资源圃，发

布辽宁省道地药材种子种苗标准，形成道地药材种

源追溯体系，以保证辽宁省道地药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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