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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总结近十年来中药材新品种选育和推广、新品种认证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新成绩，在此基础
上提出亟待加强的几方面工作：加快完成人工栽培２００种中药材品种选育的全覆盖；尽快完成中药材新品种全国认
证体系建立；建立全国或省级中药材新品种区试体系，探索生物技术在中药材育种领域的应用；开展品质性状遗传

规律研究等。本文是近年第一次对我国中药材新品种选育现状的全面总结。

［关键词］　中药材；品种选育；进展；建议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的要求不断提高，对

中药材的需求量剧增，给中药资源带来了极大的压

力，随着中医药临床用药和中药产业的发展需求最

终决定了绝大部分中药材需要人工种植和养殖。作

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源头———中药材既是 “大农

业”的组成部分，又是特殊的农产品，其质量的优

劣和安全性直接影响中药系列产品的质量和疗效。

而优良的药材品种又是药材质量稳定的基础，是中

药材规范化生产的保证。目前我国有２００余种中药
材实现了人工栽培，但作为 “源头工程”的良种选

育却是ＧＡＰ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绝大部分栽培药
材为遗传混杂群体，整齐度差、产量低、品质不稳

定。“源头工程”缺位，成为制约中药材规范化生

产、药材优质的主要 “瓶颈”环节之一［１］。因此，

发展高效、优质、抗逆的中药材新品种是中药材规

范化生产的必由之路。

１　中药材新品种育种现状

近十年来，中药材品种选育工作在国家大力扶

持下已积累了一定基础。在选育的中药材数量和质

量、选育的技术水平和人材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一定

成绩，特别是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专门设

立了 “生物技术与中药材优良品种选育研究”课

题，首次大规模支持了多种药材新品种选育或种质

创新研究。后续国家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 “荆芥等

９种大宗药材优良种质挖掘与利用研究”等项目，
以及支持各产业省和种植基地省的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等又给予了大力支持。目前已有北柴胡、丹参、

薏苡、青蒿、荆芥、桔梗等药材共选育出２２５个优
良新品种（表１），选育出的新品种药材种类从９０年
代不足５％（１０种左右）［１，２］到目前达到 ４０５％（８１
种），其中已有１６４个新品种得到了推广（表２），占
育出品种总数的７２８％。从采用的品种选育方法分
析，已有引种驯化（１５％）、集团选育（１６７）、选
择育种（２５％）、无性系（８６％）、化学或辐射诱变
（４５％）、组培脱毒（１５％）、系统选育（５４５％）、
杂交育种（１０１％）等的应用。中药材选育方法已呈
现出从 “选”到 “育”的发展趋势。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魏建和课题组利用系统选育和杂

交育种方法已培育新品种１３个，其中包括首个利用
系统选育方法培育的人参新品种 “新开河１号”、柴
胡二代新品种 “中柴２号”和 “中柴３号”［３］、荆
芥新品种 “中荆１号”和 “中荆２号”［４］，以及桔
梗杂种一代 “中梗 １、２、３、９号”系列新品种［５］

等。其中桔梗杂交新品种是我国中药材育种领域内

真正意义上第一个杂种一代新品种，是我国首个利

用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和自交系配制，并在生产上应

用的杂交种。这对于跨越式实现中药材良种的产业

化，利用杂种一代种源的高度可控推动中药材 Ｇ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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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

虽然中药材新品种选育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人

工栽培的中药材仍有６０％约１１９种左右没有选育出
优良品种。此外，通过十·五、十一·五的积累和辐

射带动作用，全国的中药材选育技术力量得到了极

大强化，一支近百人从事中药材种质资源和新品种

创制的优势团队基本形成，但面对类繁多的中药材，

品种选育队伍还有待进一步培养壮大。

中药材品种选育研究尚停留在种质资源评价的

“初级”阶段，育种手段和方法落后；新品种选育

体系、评价体系、繁育体系没有建立；最有效解决

农药残留问题的方法之一 “中药材抗病育种”研

究，也还没有取得实质进展［６，７］。与此鲜明对照的是

我国主要农作物的品种已更新换代３５次，良种覆
盖率达８５％以上，新品种在农业科技进步中贡献率
达４０％以上。此外虽然生物技术飞速发展，在农作
物的品种选育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但在中药材上

才刚刚起步，需要继续探索。

表１　各省、市、自治区中药材新品种选育现状

省、市、

自治区

审批管

理部门

中药材品种

审批依据归类

有无专门

委员会
药材名 品种名 选育方法 证书号或选育年份 选育单位

是否大面积推

广（＞１００亩）

北京 北京市种

子管理站

北京市非审定

农作物品种鉴

定办法

无 桔梗 中梗１号 杂交 京品鉴药２００９００１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

是

中梗２号 杂交 京品鉴药２００９００２ 是

中梗３号 杂交 京品鉴药２００９００３ 否

北柴胡 中柴１号 集团 ２００３ 是

中柴２号 系选 京品鉴药２００９００４ 是

中柴３号 系选 京品鉴药２００９００５ 否

红柴胡 中红柴１号 集团 京品鉴药２０１２０３６ 否

荆芥 中荆１号 系选 京品鉴药２００９００６ 否

中荆２号 系选 京品鉴药２００９００７ 否

金荞麦 金荞１号 系选 京品鉴药２０１２０２１ 是

薏苡 太空１号 太空 京品鉴药２０１２０２２ 否

丹参 北丹１号 无性系 京品鉴药２００９００８ 否

元胡 杂交９号 杂交 １９９２ 否

天津 天津市种

子管理站

天津市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登

记办法

天津市非主

要农作物品

种登记鉴定

专业委员会

丹参 三倍体丹参 诱变杂交

无性系

２０１０ 南开大学 是

山东 山东省种

子 管 理

总站

山东省农作物

品种管理办法

山东省草品

种审定委员

会———中草

药 草 种 专

业组

西洋参 三抗１号 系选 ２００３ 山东省文登市农

业局

是

黄芩 文黄１１号 系选 １９８４ 是

文黄１６号 诱变育种 ２００１ 是

桔梗 鲁梗１号 集团 ２００７ 山东省农科院中草

药核技术与航天育

种研究中心

是

金银花 九丰１号 化学诱变 ２００５ 山东省平邑县九间

棚农业科技园公司

等３家单位

是

中花１号 无性系 ２０１２ 山东临沂市农业科

学院

是

蒙花１号 无性系 ２００４ 山东平邑县武台镇

富万家金银花王研

究所

是

蒙花２号 无性系 ２００４ 是

蒙花３号 无性系 ２００４ 是

金仓１号 系选 ２００５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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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省、市、

自治区

审批管

理部门

中药材品种

审批依据归类

有无专门

委员会
药材名 品种名 选育方法 证书号或选育年份 选育单位

是否大面积推

广（＞１００亩）

山东 山东省种

子 管 理

总站

山东省农作物

品种管理办法

山东省草品

种审定委员

会———中草

药 草 种 专

业组

树型鲁平

金银花王

杂交  正大科技园与中国

林科院

是

木本红色

金银花

系选  北京密云县绿地晓

星农场

是

懒汉金银

花王

杂交 ２００４ 山东平邑县武台镇

富万家金银花王研

究所与中国林科院

是

安徽 安徽省种

子 管 理

总站

安徽省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鉴

定登记办法

无 桔梗 中梗９号 杂交 皖品鉴登字第１１０６００５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

否

太子参 宣参１号 系选 ２００５ 安徽中医学院 是

抗毒１号 杂交 ２００８ 安徽亳州市名贵药

材种植研究所等２
家单位

是

栝楼 皖蒌１号 选择育种 ２００３ 安徽省潜山县农业

委员会

否

云南 云南省种

子管理站

云南省园艺植

物新品种注册

登记办法

无 灯盏花 千山１号 集团 ２０１２ 红河千山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云南农

业大学

是

千山２号 集团 ２０１２ 否

云南省林

业厅园艺

植物新品

种注册登

记办公室

铁皮石斛 红鑫１号 系选 ２０１０ 红河群鑫石斛种植

有限公司、云南农

业大学

是

普洱铁皮

１号
系选 ２０１２ 普洱市民族传统医

药研究所、云南农

业大学

否

普洱铁皮

２号
系选 ２０１２ 否

滇龙胆２ 雪龙２号 集团 ２０１２ 永德县大雪山药用

生物科技种植有限

公司等２家单位

否

雪龙３号 集团 ２０１２ 否

三七 文七１号 系选 ２００３ 云南省文山州三七

科学技术研究所

否

滇重楼 滇重楼１号 混选 ２００９ 云南省农科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

是

滇重楼２号 混选 ２００９ 是

宁夏 宁夏自治

区科学技

术委员会

宁夏自治区科

技成果鉴定

无 枸杞 宁杞１号 群体优选 １９８７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

杞研究所

是

宁夏自治

区林业厅

宁夏自治区林

木品种审定鉴

定办法

宁杞２号 １９８７ 否

宁杞３号 宁ＳＳＣＬＢＯＯ１２０１０ 国家枸杞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否

宁杞４号 宁ＳＳＣＬＢＯＯ１２００５ 中宁县枸杞产业管

理局
是

宁杞５号 宁ＳＳＣＬＢＯＯ１２００９ 宁夏枸杞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否

宁杞６号 宁ＳＳＣＬＢＯＯ８２０１０ 宁夏林业研究所 否

宁杞７号 宁ＳＳＣＬＢＯＯ９２０１０ 宁夏枸杞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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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省、市、

自治区

审批管

理部门

中药材品种

审批依据归类

有无专门

委员会
药材名 品种名 选育方法 证书号或选育年份 选育单位

是否大面积推

广（＞１００亩）

吉林 吉林省种

子管理站

吉林省农作物

种子管理条例

吉林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

委员会－中
药材与食用

菌专委会

人参 新开河１号 系选 吉登药２０１３００２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等３
家单位

否

益盛汉参

１号
集团 吉登药２０１３００１ 益盛药业等 ３家

单位
否

宝泉山人参 集团 吉登药２００２ 吉林农业大学等２
家单位

否

集美１号 集团 吉登药２００９ 吉林农业大学等４
家单位

否

康美１号 集团 吉登药２０１２００２ 集安大地参业有限

公司等４家单位
是

福星１号 集团 吉登药２００９ 中国农科院特产研

究所等３家单位
否

吉参１号 集团 １９９８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

产研究所
否

黄果人参 系选 ２００３ 否

月见草 公选１号 系选 １９９６ 吉林农垦特产高等

专科学校
是

延选１号 系选 １９９６ 是

Ｃ２（０２７） 系选 １９９６ 是

Ｃ５（００９） 系选 １９９６ 是

西洋参 中农洋参

１号
集团 吉登药２０１２００１ 吉林农业大学等

１０家单位
是

桔梗 九桔兰花 系选 １９９７ 吉林市农科院 否

玉竹 抚竹１号 集团 吉登药２０１２００４ 抚松参源长白山人

参科技有限公司
否

吉竹１号 集团 吉登药２０１２００３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否

五味子 嫣红１号 系选 吉登药２０１２００６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

产研究所
是

长白红 系选 ２００４ 汪清长白山中药资

源开发研究所等２
家单位

是

珍珠红 选择育种 ２０００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

产研究所
是

水飞蓟 汪蓟１号  吉登药２０１１００２ 吉林省延边长白山

药业有限公司
否

汪蓟２号  吉登药２０１２００７ 否

苍术 汪术１号  吉登药２０１１００１ 吉林省延边长白山

药业有限公司
否

沙棘 金阳 选择育种 ２０００ 吉林农业大学园

艺系
是

湖北 湖北省种

子管理站

湖北省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认

定办法

无 半夏 鄂半夏１号 系选 ２００６ 恩施华丰公司 是

鄂半夏２号 系选 鄂审药２０１００１ 恩施华丰公司、湖

北省农科院中药材

研究所

是

厚朴 双河紫油

厚朴

系选 恩认药００１２００３ 湖北省农科院中药

材研究所

是

竹节参 鄂竹节参

１号
系选 鄂审药２００６００１ 是

玄参 恩玄参１号 系选 鄂审药２００８００１ 硒都科技园公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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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省、市、

自治区

审批管

理部门

中药材品种

审批依据归类

有无专门

委员会
药材名 品种名 选育方法 证书号或选育年份 选育单位

是否大面积推

广（＞１００亩）

湖北 湖北省种

子管理站

湖北省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认

定办法

青蒿 鄂青蒿１号 集团 ２００６ 恩施清江生物公司 是

天麻 宜红优１号 杂交 ２００２ 湖北省宜昌市三峡

天麻技术协会

是

绞股蓝 恩七叶甜 集团 １９９９ 湖北民族科学院 是

恩五叶蜜 集团 １９９９ 是

平利四倍体

绞股蓝

杂交 ２００２ 平利五和绞股兰科

贸有限公司与平利

绞股蓝研究所

是

浙江 浙江省种

子 管 理

总站

浙江省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审

定办法

浙江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

委员会中药

材专业组

温郁金 温郁金１号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８００１ 浙江省农科院亚热

带植物研究所

是

菊花 小洋菊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６００２ 桐乡市农技中心 是

早小洋菊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６００３ 是

金菊１号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８００８ 否

金菊２号 系选 浙（非）审药２００９００３ 磐安中药材所 否

延胡索 浙胡１号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７００１ 是

白芍 浙芍１号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７００３ 是

浙贝母 浙贝１号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７００２ 是

玄参 浙玄１号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８００２ 是

薏苡 浙薏１号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８００６ 浙江省中药所 是

石蒜 浙石蒜１号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８００４ 是

雷公藤 浙藤１号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８００５ 是

野葛 浙葛１号 系选 浙（非）审药２００９００１ 是

玉竹 浙玉竹１号 系选 浙（非）审药２００９００２ 是

灵芝 仙芝１号 系选 浙（非）审菌２００９００３ 浙江寿仙谷药业 是

蝉拟青霉 蝉花草１号 系选 浙（非）菌２０１１００１ 浙江省亚作所 否

铁皮石斛 天斛１号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６００１ 浙江天目药业 是

森山１号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８００７ 浙江森宇药业 是

仙斛１号 系选 浙认药２００８００３ 浙江寿仙谷药业 是

仙斛２号 系选 浙（非）审药２０１１００１ 是

湖南 湖南省种

子管理局

湖南省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登

记管理 办法

（试行）

无 山银花 银翠蕾 无性系 ２００５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是

花叶忍冬 无性系 ２００５ 是

金翠蕾 无性系 ２００５ 是

黄姜 湘云１号 杂交 ２００３ 长沙瑞华种业有限

公司

是

湘云２号 杂交 ２００３ 是

安黄姜１号 单株选择 ２００４ 湖南省安化县农

业局

是

安黄姜３号 系统育种 ２００４ 是

葛根 湘葛１号 杂交 ＸＰＤ００９２００５ 湖南省兴湘高效农

业研究所等 ２个
单位

是

陕西 陕西省种

子管理站

陕西省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登

记管理办法

无 山茱萸 石磙枣１号 无性系 ２００８ 陕西省 ＧＡＰ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是

·１３７·



２０１３年９月　第１５卷　第９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ｅｐ２０１３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９

续表１
省、市、

自治区

审批管

理部门

中药材品种

审批依据归类

有无专门

委员会
药材名 品种名 选育方法 证书号或选育年份 选育单位

是否大面积推

广（＞１００亩）

陕西 陕西省种

子管理站

陕西省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登

记管理办法

无 大红枣１号 无性系 ２００８ 是

黄姜 安姜１号 系选 ２００３ 陕西省岚皋县林业

技术推广站

是

安姜２号 系选 ２００３ 是

安姜３号 系选 ２００３ 是

杜仲 秦仲１号 无性系 ２００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学院

是

秦仲２１号 无性系 ２００３ 是

秦仲３号 无性系 ２００３ 是

秦仲４号 无性系 ２００３ 是

丹参 天丹１号 集团 陕鉴药材２０１１００１号 陕西天士力植物药

业有限公司

是

天丹２号 杂交 陕鉴药材２０１１００２号 否

甘肃 甘肃省种

子管理局

甘肃省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认

定登记办法

无 当归 岷归１号 系选 登记号２００４１７６ 甘肃省定西市旱作

农业推广中心

否

岷归２号 系选 ２００６ 否

岷归３号 辐射 登记号２００８Ｙ０１１０ 否

岷归４号 辐射 甘认药２０１１００１ 否

岷归５号 系选 甘认药２０１３００３ 否

黄芪 庞芪１号 系选 登记号２００４１７７ 否

庞芪２号 系选 登记号２００８Ｙ０１０９ 否

庞芪３号 辐射 登记号２０１２Ｙ０１５８ 否

党参 渭党１号 系选 登记号２００４１７８ 否

渭党２号 系选 登记号２００８Ｙ０１０８ 否

渭党３号 辐射 登记号２０１２Ｙ０１２３ 否

半夏 ＢＹ１ 系选 登记号２０１１Ｙ０２８７ 甘肃省农科院 否

柴胡 ＪＸ０６１６ 系选 登记号２０１２Ｙ０５５４ 陇西稷丰种业有限

责任公司

否

大黄 ＤＨ２００６１ 系选 登记号２０１２Ｙ０５５１ 陇南市农业科学研

究所

否

重庆 重庆市种

子管理站

重庆市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鉴

定办法

无 青蒿 渝青１号 系混 渝品审鉴２００９００８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是

山银花 渝蕾１号 系选 ２００９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等２单位
是

粉葛 苕葛１号 无性系 渝品审鉴２００９００９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等４家单位
是

地金２号 无性系 渝品审鉴２００９０１０ 是

山西 山西省种

子 管 理

总站

山西省农作物

品种管理办法

无 远志 晋远１号 系选 ２０１２ 山西省农科院经济

作物研究所

是

广西 广西自治

区种子管

理站

广西自治区农

作物种子管理

条例

无 罗汉果 永青１号 系选 ２００７００１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广西

分所等２家单位

是

药园无籽

１号
诱变育种 ２００８０３０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所广西分所

是

青皮果 系选 ２００８００３ 是

普丰青皮 系选 ２００８００４ 是

·２３７·



２０１３年９月　第１５卷　第９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ｅｐ２０１３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９

续表１
省、市、

自治区

审批管

理部门

中药材品种

审批依据归类

有无专门

委员会
药材名 品种名 选育方法 证书号或选育年份 选育单位

是否大面积推

广（＞１００亩）

广西 广西自治

区种子管

理站

广西自治区农

作物种子管理

条例

无 冬瓜果 系选 ２００８００８ 否

早花青皮 系选 ２００８０１２ 是

钩藤 药园钩藤

１号
系选 ２０１０００７ 是

药园钩藤

２号
系选 ２０１０００８ 是

千层塔 容杉１号 系选 ２０１１０２２ 是

青蒿 桂蒿１ 系混 ２００７ 是

桂蒿２ 系混 ２００７ 是

桂蒿３ 系混 ２００７ 是

蔓性千

斤拔

千斤拔

３号
系选 ２０１２ 是

蛇足石杉 容杉１号 系选 桂登药２０１１０２２号 是

天冬 药园天冬

１号
系选 桂登药 是

药园天冬

２号
系选 桂登药２０１００１０号 是

药园天冬

３号
系选 桂登药 是

福建 福建省种

子总站

福建省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认

定法

福建省农作

物审定品种

审定委员会

中 药 材 专

业组

仙草

（凉粉草）

闽选仙草

１号
集团 闽认药２０１０００１ 福建省农科院药用

植物研究中心

是

山药 麻沙山药

１号
集团 闽认药２０１２００１ 福建省农科院药用

植物研究中心等３
家单位

是

闽选山药

１号
集团 闽认药２０１２００２ 是

铁皮石斛 冠斛１号 集团 ２０１２ 福建省农科院药用

植物研究中心

是

泰斛１号 集团 ２０１２ 是

金线莲２ 福建金线

莲５号
集团 ２０１２ 否

闽农金线

莲１号
杂交 ２０１２ 否

薏苡 金沙薏苡

１号
集团 闽认杂２０１２００１ 莆田市种子站等３

家单位

是

龙薏１号 集团 闽认杂２００９００１ 龙岩龙津作物品种

研究所

是

浦薏６号 集团 闽认杂２０１１００１ 浦城县农科所 是

闽选薏苡

１号
集团 ２０１１ 福建省农科院药用

植物中心

是

太子参 柘参１号 集团 闽认药２００３００１ 柘荣县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

是

柘参２号 集团 闽认药２００３００２ 是

科杂太子

参３号
杂交 ２０１２ 福建省农科院药用

植物中心，柘荣农

业技术推广站

否

黄栀子 贯栀１号
（暂名）

集团 ２０１２ 福建省农科院药用

植物研究中心，宁

德市农科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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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省、市、

自治区

审批管

理部门

中药材品种

审批依据归类

有无专门

委员会
药材名 品种名 选育方法 证书号或选育年份 选育单位

是否大面积推

广（＞１００亩）

贵州 贵州省种

子管理站

贵州省中药材

品种审（认）

定标准

贵州省中药

材 品 种 审

（认）定委

员会

太子参 黔太子参

１号
脱毒品种 黔审药２０１１００１号 贵州昌昊中药发展

公司

是

四川
四川省种

子管理站

四川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办法

四川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

委员会－药
用植物专业

委员会

白芷 川白芷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０７００１ 遂宁市银发白芷产

业有限公司

是

川芷２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１２００１ 四川农业大学 是

附子 中附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０９００１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

院、四川农业大学

是

中附２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０９００２ 是

川附２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０９００３ 西南科技大学 是

红花 川红花２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０９００４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经济作物育种栽培

研究所

是

灵芝 药灵芝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０９００５ 德阳市食用菌专家

大院

是

药灵芝２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１１００３ 是

赶黄草 赶黄草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１０００１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经济作物育种栽培

研究所

是

叠鞘石斛 川科斛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１０００２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

物所

是

麦冬２ 川麦冬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１０００３ 西南交通大学 是

川麦冬２号 系选 ２０１３ 是

川芎２ 川芎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１０００４ 四川省中医药科

学院

是

绿芎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１１００５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是

郁金 黄丝郁金

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１０００５ 四川省中医药科

学院

是

天麻 川天麻金乌

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１１００１ 西南交通大学等３

家单位

是

川天麻金红

２号
系选 ２０１３ 是

丹参 川丹参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１１００２ 四川农业大学 是

中丹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１２００３ 四川省中医药科

学院

是

紫苏 川紫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１１００４ 四川农业大学 是

牛膝 宝膝１号 系选 川审药２０１２００２ 四川农业大学等２
家单位

是

蓬莪术 川蓬１号 系选 ２０１３ 成都中医药大学等

２家单位
是

河北 河北省林

木品种审

定委员会

河北省林木审

定品种管理

办法

无 丹参 冀丹１号 系选 冀ＳＳＶＳＭ０１６２０１２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经济作物研究所

是

冀丹２号 系选 冀ＳＳＶＳＭ０１７２０１２ 是

冀丹３号 系选 冀ＳＳＶＳＭ０１８２０１２ 是

紫苏 多紫１号 化学诱导

加倍选育

冀ＳＳＶＳＭ０１９２０１２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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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省、市、

自治区

审批管

理部门

中药材品种

审批依据归类

有无专门

委员会
药材名 品种名 选育方法 证书号或选育年份 选育单位

是否大面积推

广（＞１００亩）

河北 河北省林

木品种审

定委员会

河北省林木审

定品种管理

办法

无 多紫２号 化学诱导

加倍选育

冀ＳＳＶＳＭ０２０２０１２ 否

多紫３号 化学诱导

加倍选育

冀ＳＳＶＳＭ０２１２０１２ 否

菊花 河北香菊 集团 冀ＳＳＶＣＭ０１６２０１１ 是

河北省科

技成果转

化 服 务

中心

河北省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审

定办法

菊花 脱毒菊花 热处理加

茎尖培养

２００４ 是

丹参 脱毒丹参 热处理加

茎尖培养

２００４ 是

菘蓝 选优板蓝根 系统 ２００６ 是

河南 河南省种

子管理站

河南省主要农

作物品种审定

规程

无 金银花 金丰１号 系选 ２０００ 河南封丘农科中心 是

地黄 金九 杂交 ２０１１ 温县农业科学研

究所

是

黑龙江 黑龙江农

业厅

黑龙江省农作

物种子管理

条例

无 沙棘 绥棘２号 杂交 黑审２００ｌ５０ 黑龙江省农科院浆

果所

是

绥棘３号 杂交 ２００３ 黑龙江省农科院浆

果所

是

江苏 江苏省种

子管理站

江苏省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鉴

定办法

无 黄芩 四倍体

黄芩

化学诱变

育种

２００２ 中国药科大学 否

江西 江西省种

子管理站

江西省非主要

农作物品种认

定办法

无 水栀子 药都选１号 系选 ２００６ 江西樟树药都中药

材种养专业学校

是

新疆 新疆自治

区种子管

理总站

新疆自治区非

主要农作物品

种登记办法

无 红花 新红花７号 杂交 ２００７ 新疆自治区农科院

经济作物所

是

广东 无 无 无 无

辽宁 无 无 无 无

内蒙古 无 无 无 无

青海 无 无 无 无

西藏 无 无 无 无

上海 无 无 无 无

表２　已选育出新品种的中药材

药材名＋育出品种数量（推广数量）

丹参１１（９）、金银花１１（１１）、铁皮石斛９（８）、人参８（１）、青蒿８（８）、枸杞７（４）、黄姜７（７）、薏苡７（６）、桔梗６（１）、菊花６（４）、罗汉果
６（５）、太子参６（５）、当归５（５）、北柴胡４（２）、杜仲４（４）、山银花４（４）、月见草４（４）、紫苏４（１）、半夏３（２）、党参３（０）、附子３（３）、
黄芪３（０）、黄芩３（２）、绞股蓝３（３）、灵芝３（３）、鱼腥草３（３）、沙棘３（３）、天冬３（３）、天麻３（３）、五味子３（３）、西洋参２（２）、、玉竹２
（０）、白芷２（２）、川芎２（２）、灯盏花２（１）、滇龙胆２（０）、滇重楼２（２）、葛根２（２）、粉葛２（２）、钩藤２（２）、红花２（２）、金线莲２（０）、
荆芥２（１）、麦冬２（２）、山药２（２）、山茱萸２（２）、水飞蓟２（０）、玄参２（２）、白芍１（１）、苍术１（０）、蝉拟青霉１（０）、大黄１（１）、地黄１
（１）、叠鞘石斛１（１）、赶黄草１（１）、红柴胡１（１）、厚朴１（１）、黄栀子１（０）、金荞麦１（１）、栝楼１（０）、雷公藤１（１）、蔓性千斤拔１（１）、
牛膝１（１）、蓬莪术１（１）、千层塔１（１）、三七１（０）、蛇足石杉１（１）、石蒜１（１）、水栀子１（１）、菘蓝１（１）、温郁金１（１）、仙草（凉粉草）
１（１）、延胡索１（１）、野葛１（１）、郁金１（１）、元胡１（０）、远志１（１）、浙贝母１（１）、竹节参１（１）、博落回１（１）、茯苓１（１）

２　中药材新品种认证体系现状

目前，依托农业、林业种子管理体系，中药材

新品种的审定、鉴定、认定或登记工作体系已基本

建立。中药材品种审定、鉴定、认定或登记工作正

逐步走向管理科学、严谨、可靠的规范化轨道。在

管理体系方面，１８个省市的种子管理部门已将其纳
入到非主要农作物中，北京、重庆、浙江、云南、

新疆、天津、四川、陕西、山西、山东、宁夏、江

西、江苏、吉林、湖南、湖北、黑龙江、河南、河

北、贵州、广西、甘肃、福建、安徽。６个省市建
立了专门的中药材专业委员会，或相关委员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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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山东、浙江、福建、四川、福建等。但仅有

一些草类药材如甘草纳入 《全国牧草品种审定委员

会》和木本药材如金银花、杜仲等纳入 《全国林木

品种审定委员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新品种的审

定、鉴定、认定或登记中工作中，对于新品种的种

类界定受到限制：驯化自野生、引种自其它地区、

农家品种、育成品种兼顾不足；同时，基本上未考

虑中药材品种自身的特性，相对于农作物以产量优先

兼顾品质，中药材则首先是品质（整齐度、质量指标）

为先，其次才是产量、抗性。因此，有必要制定具有

全国指导性意义的 《中药材新品种认定指导办法》，

促进国家级中药材新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建立。

另外，中药材新品种的区域试验还处于自发状

态。对比全国农作物品种区试网点规模近３００个而
言，中药材的国家级或省级的试验站还是空白。众

所周知，中药材品质具有受到遗传和环境的双重作

用，中药材新品种的选育、鉴定或审定、推广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建设国家级或省级中药材品种

试验站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新品种试验、推广的公正

和可靠，并有力地促进全国中药材品种审定、鉴定、

认定或登记工作逐步走向管理科学、严谨、可靠的

规范化轨道。

３　生物技术辅助中药材品种选育研究尚待探索

虽然中药材育种取得一定成果，但中药材种类

繁多，生物学特性、生长习性各异，种植的年限、

种质纯化的程度、品种选育的基础等均各不相同。

摆在中药材品种育种面前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

题就是：如何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分子技

术有机结合起来，迅速培育一批大宗常用药材的品

种，并应用于生产，以快速改变目前中药材生产无

良种的尴尬局面。

纵观国内外植物品种选育的历史，其技术发展

的基本道路是：农家品种鉴定利用→常规品种选育
→杂交品种选育→分子辅助标记育种、分子设计与
基因工程。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中药材品质的稳定

和提高，又迫切需要有优良品种在生产上推广应用。

同时现代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

种、分子设计育种等新技术、新手段在农作物品种

选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阶段生物工程

育种（分子设计育种）已成为常规育种方法的重要

补充。农作物品种选育方法仍以杂交育种、杂种优

势利用等为主，但分子设计与基因工程成为提高育

种效率，拓展遗传背景，导入外源基因的重要手段

之一。随着药用植物基因资源的日趋匮乏和需求的

日益增加，加紧大规模发掘药用植物的基因资源，

利用生物工程和基因工程育种技术，定向培育抗逆

抗病性强、药用活性成分含量高的药用植物新品种；

或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将药用活性成分生物合成

途径移植到农作物或其他植物中，创建可生产药用

活性成分的植物新品种等都值得探索。但转基因品

种带来的安全性问题，对中药材而言更值得关注，

更需要系统的评价，特别是作为饮片供中医药临床

用的中药材需慎重对待。

４　中药材新品种选育建议

目前，常用的中药材中经选育的优良品种不多，

大多数人工栽培的中药材没有进行系统的种质资源

的调查、收集、整理、保存和评价工作，缺乏遗传

育种学各项遗传参数、生长发育规律、种子特征、

药材质量药效与栽培因素的关系等基础数据的积累，

特别具有高整齐度、高产、优质或高抗的新品种还

不多，而在药材生产上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品种更少。

因此，亟待从以下六个方面开展工作：

（１）培育人工栽培的无良种中药材的新品种：
在建立在种质评价基础之上，以 “选择育种”为主

要育种手段，以培育常规品种为主。争取用３５年
内完成９０种左右人工栽培的无良种中药材的新品种
选育，每种培育出１２个可以在生产上大规模推广
应用的优良品种。

（２）培育可控性更好、抗性更强、品质更优中
药材新品种：选择研究基础好、已选育出新品种的

药材；进一步选育创制出可控性更好、抗性更强、

品质更优新品种，满足不同中药材产区对不同品种

特性的要求。如柴胡、薏苡、青蒿、枸杞、罗汉果

等５０种中药材。
（３）开展中药材的杂交育种：对于有条件的药

材如丹参［８，９］、桔梗［１０］等药材可以开展杂交育种或

杂种优势利用研究。从而提高中药材选育的技术水

平，也为深入研究中药材品质性状的杂种优势遗传

特点奠定基础。

（４）开展中药材的生物工程育种探索：对于丹
参［１１］、柴胡［１２］、青蒿［１３］等次代谢途径研究较为清

晰的中药材，可开展性状的分子标记、遗传图谱构

建、品质性状遗传定位等的研究，为分子标记辅助

选择育种、分子设计育种奠定育种。例如可利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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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非编码ＲＮＡ和基因过表达技术，提高药材有效成
分的含量；或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移植生物合成

途径，创建可高产目标成分的植物新品种。

（５）开展品质性状遗传规律研究：需要大力开
展种质的纯化，为杂交育种、性状遗传学的研究积

累一批遗传材料。在此基础上开展性状遗传规律，

特别是争取品质性状遗传规律研究有突破。针对药

材的不同用途开展针对外观品质、有效成分、药效

强度等不同层面的品质育种。

（６）建立起符合药品特性的中药材品种选育技
术方法和区域基地：建立符合药品特点的中药材新

品种鉴定技术体系，建立满足中药材复杂生长特性

的新品种选育、区试示范国家或省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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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浙江省中药所、福建农科院、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

院、湖南农业大学、湖北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中国医学科

学院广西分所、贵州省中药研究所、重庆市中药研究院、河

南中医学院、山西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甘肃中医学院、

宁夏农科院、青海省藏医院、西藏自治区藏医药研究院、西

藏农牧学院、新疆自治区中药与民族药研究所、云南农业大

学、北京市种子管理站、上海中医药大学、天津大学、安徽

农科院园艺所等单位的协助提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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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１２：５３９５５４．

［１３］ ＬｉｕＢｅｎｙｅ，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ｉｇａｏＤｕ，ｅｔａｌ．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ｆ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ｎｉｎ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ｎｎｕａＬ
［Ｊ］．ＰｌａｎｔＣｅｌｌＲｅｐ，２０１１，３０：６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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