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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瞭解中國大陸藥材品質及現況，進行中藥材基原研習及標本收集，參加中

國醫藥大學張永勳教授所組成之大陸考察團，考察行程 13 天，走訪陜西、甘肅

2 省多縣市，參訪單位分成藥材市場、學術機構、植物園及栽培基地三部分。 

此次參訪藥材市場共 4 處，包括：文峰藥材市場、首陽藥材市場、黃河藥材

市場、萬壽路藥材市場；學術機構 1 處即甘肅中醫學院；植物園及栽培基地共 5

處，包括：麥積山石窟植物園、宕昌縣藥材栽培基地、首陽中藥材示範園區、陽

關植物園、西安植物園 。 

藉由參訪行程，瞭解大陸目前中藥材植物之栽培及管理、中藥材販售管理及

使用情形，並收集共計 60 種中藥材，供日後鑑定比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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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瞭解中國大陸目前中醫藥之發展、藥材市場中藥材販賣及管理之情形及中藥

材之栽培現狀，並且收集中藥材，供日後鑑定比對用。 

 

參加團員： 

本局參與人員：徐雅慧副研究員、陳佩儀技士 

中國醫藥大學：張永勳教授（領隊）、何承懋博士班研究生、李威寰博士班研究

生、廖繼仁博士班研究生、趙葳博士班研究生、吳雋元大學部學

生、石峻銘大學部學生、吳承宇大學部學生。 

弘光科技大學：何玉玲助理教授 

工業技術研究院：邱淑嬌研究員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盧國樑副教授 

台灣區中藥工業同業公會、立安生物科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吳昭明副理、董事

長 

勝昌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沈義隆高級專員 

輝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動物用產品事業部：劉錦志資深技術經理 

文興出版事業有限公司：黃世勳董事長 

立安生物科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吳宥靜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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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日期及地點 

08/19（五）臺北乘車至桃園搭機經香港至陜西省西安市 

08/20（六）陜西省西安市至甘肅省天水市 

08/21（日）甘肅省天水市至隴南，參觀麥積山植物園 

08/22（一）甘肅省隴南經武都、岷縣至隴西，參訪宕昌縣栽培基地 

08/23（二）甘肅省隴西至蘭州，參訪首陽中藥材示範園區 

參訪首陽藥材市場、文峰藥材市場 

08/24（三） 蘭州市，參訪黃河藥材市場 

拜會甘肅中醫學院 

08/25（四）甘肅省蘭州市至武威市，隨路考察 

08/26（五）甘肅省武威市至張掖市，隨路考察 

08/27（六） 甘肅省張掖市至酒泉市，隨路考察 

08/28（日） 甘肅省酒泉市至敦煌市，參觀敦煌民俗市場及隨路考察 

08/29（一）甘肅省敦煌市，參訪陽關植物園 

下午搭機赴西安市 

08/30（二）陜西省西安市，參訪西安植物園 

 下午參訪萬壽路藥材市場 

08/31（三）西安搭機經香港返桃園；桃園乘車回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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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內容 

一、藥材市場： 

（一）首陽藥材市場 

首陽鎮位於甘肅省隴西縣西部，中藥材種植歷史悠久。始建於 1992 年的首

陽中藥材市場，占地面積 68 畝，是西北最大的中藥材集散地之一。交易旺季上

市人數 1 萬多人，日交易藥材 150 噸以上。市場內有四川、湖北、河北、安徽、

廣東、浙江、雲南等省內外常駐客商 1500 多人。藥材主要發往大陸東南沿海三

省市及香港、臺灣、韓國、加拿大、南非等地區和國家。 

當地大多將原形藥材以切製成飲片，如黃耆、當歸、大黃、黨參、甘草等。

店鋪販售形式為露天集市擺攤，無明顯告示牌標示藥材品名。 

 

 

首陽藥市當地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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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峰藥材市場 

緊鄰首陽藥材市場，位於隴西縣城東邊 10 公里的文峰鎮，該鎮歷史上就是

西北物資集散地之一，素有隴中碼頭之稱。被譽為為藥材市場黨參、當歸最大集

散地，市場經營各類中藥材多達 600 餘種，輻射大陸地區 20 多個省市，當歸、

黨參、黃耆出口海外 10 多個國家和地區。 

 

文峰藥材市場 

參觀當天只見新興大樓，參觀交易城內的中藥展示館，分為當地中藥材、種

子類藥材、浸液標本、藥材原植物圖片及藥材發展歷史等區。值得一提的是，在

此收購到 42 種中藥材之種子，包括大黃、黃耆、當歸、知母等常見中藥材，能

收集其種子，十分難得。 

 

文峰藥材市場交易城展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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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樓另一層有著類似期貨、股票交易處，究竟到底是如何操盤掌握目前中

藥材之價格我們實在沒有弄懂，但推估與近年大陸中藥材價格飆升有些許關係。 

 

中藥材期貨、股票交易處 

 

（三）黃河藥材市場 

 黃河中藥市場是大陸 17 家國家級中藥材專業市場之一。該市場位於蘭州

市安寧區莫高大道 35 號，是一個占地約 60 餘畝的現代網路銷售物流中心。主要

銷售的藥材如黨參、黃芪、甘草、當歸、生地、板藍根等。同時，該中心經營大

陸其他產地常用中藥材及中藥飲片約 800 餘種。 

 

黃河藥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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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門口即可見牆邊掛有公告文宣《關於對中藥材採用硫磺熏蒸問題的通

知》，其內容如下： 

一、 中國藥典 2000 版中規定只有山藥可以採用硫磺熏蒸。 

二、 對於在市場流通領域的部分中藥材和中藥飲片（山藥除外），通過

採用硫磺熏蒸或浸泡達到外觀漂白的行為，應按違反《藥品管理法》

第四十九條、第七十五條（附頁）的規定進行查處。 

 

每家店陳列的藥材不多，放眼整個藥材市場，大多為高山地區常用藥材，如

天山雪蓮、藏雪蓮、肉蓯蓉、不老草、人參果；名貴藥材如天麻、龍骨、平貝母；

其他不乏有動物類藥材，狗鞭、動物蹄筋等。 



第 7 頁/共 22 頁 

 



第 8 頁/共 22 頁 

在藥材市場中，還不時見到健美茶包以及鎖陽咖啡，當地老闆見到我們對著

鎖陽咖啡又摸又拍照，他告訴我們鎖陽咖啡大多都攙有壯陽藥，大力阻止我們購

買。 

 

 

（四）萬壽路藥材市場 

西安萬壽路藥材市場是大陸正式批准的 17 個重要的藥材經營流通專業市場

之一，位於西安市東大門萬壽北路。該市場建於 1991 年 12 月，占地 45 萬平方

米，有固定、臨時攤位共 1500 餘個，市場經營品種達 1600 多種，日成交額約 150

多萬元人民幣，銷售至新疆、甘肅、蘭州、青海、寧夏及周圍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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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銷售之藥材與黃河藥材市場差異不大，但為開放性空間，其清淨度與溫

溼度控制均不及黃河藥材市場。各店面之藥材多以麻布袋裝，以飲片居多。可見

藥材曝曬於路旁，亦有於店前挑揀、分裝藥材，倖陝西地區氣候乾燥，藥材較不

易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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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機構： 

甘肅中醫學院 

甘肅中醫學院位於甘肅省蘭州市城關區嘉峪關西路 732 號，學院設有中醫醫

療系、臨床醫學系、中西醫結合系、針灸推拿系、藥學系、護理系、經貿與管理

系 7 個系，藏醫學院、繼續教育學院 2 個二級學院，以及社科部、基礎課部、公

共課部 3 個教學部。 

當天參觀該校展示館，其內展區分為動物標本區、蠟葉標本、誤用藥材區、

中藥材區、藏傳醫藥展覽區等。其內讓我們最感到有興趣的是誤用藥材，收集的

誤用藥材大多在市面難以收購到。藏傳醫藥展覽館十分華麗，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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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物園及栽培基地： 

（一）麥積山植物園 

 

   
青蒿                             茵陳蒿 

 

（二）宕昌縣栽培基地 

路程參訪武都、岷縣至隴西，當地氣候不佳，黃土高原連日下雨，許多快速

道路都已坍方，被泥石流破壞的道路，使得我們原本預定當歸、紅耆栽培基地無

法如期參訪，在沿途打聽到會經過宕昌縣，那邊有大黃的栽培基地，因而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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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經過幾個路口轉折處，開車的師傅眼尖，幫我們停好車，讓我們各自下

車拍照，有幾處農家自己種植的中藥材，第一次看到結石纍纍的花椒、另見到枸

杞、大棗、延胡索等藥用植物。 

 

當天抵達旅館時已經午夜零時，經過整理藥材、洗刷烘乾，頭不沾枕，隔日

遇上旅館大停電，將行李從高樓層人工搬下，實屬本次考察最辛苦的一天。 

此栽培基地有相當程度規劃，有告示種植區塊之中藥材名稱，但沒有實際名

稱的插牌，我們與當地農民語言有些隔閡，無法明顯問出種植的到底是哪個物

種，僅能從告示牌標示之種植區塊中猜測。當地農民都很親切，也願意分享大黃、

當歸、獨活，拔取同時偶遇農民家中圈養的豬，也是蠻特別的經驗。當地種植多

種藥用植物，如掌葉大黃、唐古特大黃、黨參、紅耆、黃耆、獨活、當歸等。 



第 14 頁/共 22 頁 

 

宕昌縣大黃栽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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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陽中藥材示範園區 

首陽中藥材科技示範園區始建於 2002 年，位於首陽鎮董家堡村，占地 200

畝，是集中藥材引種馴化、試驗示範、科技培訓、輻射帶動為一體的中藥材試驗

示範基地。2009 年，縣上將園區整體劃分為藥圃園、新品種示範、設施栽培、

種苗繁育、種子繁育、新肥料應用、試驗研究 7 個功能區，分別進行不同品種和

不同類型的試驗示範，有效提升了園區的輻射帶動功能。 

目前已發展成為中藥材標準化種植、提高藥材地道性和開展技術研究的示範

基地。該園區主要有四方面的特點：一是主要的中藥材新品種引種馴化基地。先

後引進各類中藥材新品種 120 多個，成功種植 98 個，示範推廣獨活、丹參、牛

蒡子、紫蘇、白芷等中藥材。2003 年 11 月，隴西黃耆、黨參通過大陸品質監督

檢驗檢疫總局原產地標記認證，制定的《甘肅隴西黃耆標準化生產操作規程

（SOP）》於 2004 年 12 月通過省科技廳鑑定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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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園區中有多樣藥用植物，如地膚子、黃耆、紅耆、續斷、知母、桔梗、

黃芩、土貝母、柴胡、紫苑、水飛薊、甘草、金銀花、紫蘇、南板藍、紅花、藿

香、苦参等，為本次考察頗有收穫參訪行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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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陽關植物園 

陽關位於甘肅省敦煌市西南處，西漢時設置，因在玉門關之南，故名。與

玉門關同時為當時對西域交通之門戶。昔日陽關城早已蕩然無存，現僅存一座被

稱為陽關耳目的遺址。出了陽關，為一望無際之沙漠，故此區之植物多為耐旱、

耐風之植物。 

 

 

途中偶見(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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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安植物園 

陝西省西安植物園成立於 1959 年，隸屬於陝西省科學院，是西北地方最

早成立的植物園，為進行植物科學研究、生物多樣性保護、植物資源利用以及科

普教育的科研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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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植物園占地面積 20 公頃，收集保存植物 3400 餘種（含品種），是目前

西北地方保存植物種類最多的植物園。目前，西安植物園建有九個專類區：藥用

植物區、水生植物區、花卉區、油料植物區、芳香植物區、單子葉植物區、雙子

葉植物區、裸子植物區和木蘭園。此次參觀的主要為藥用植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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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本次大陸考察重點在於收集藥材標本，深入瞭解各集散地實際販售品項、藥

材品質等情形。本次在四個藥材市場考察，視察藥材誤用比例減少，藥材品目大

多相類似，不若前幾年藥材集散地五花八門，當地藥材販售藥材多為集市趕集方

式，市場品種單一。依據大陸之規定，藥材市場應實際販售全形藥材，另由飲片

工廠承攬藥材處理機制，如切片、炮製等手續，加工成藥材飲片，包裝並標示清

楚。兩者應分流，並對飲片工廠的清淨度有所管制，才能確保消費者使用之安全。 

本次造訪西安及甘肅省，在參訪過程見到中藥材期貨，第一次見到將中藥材

當股票、期貨在操作，近年來中藥材價格飆漲，逐年攀升，中國大陸掌握了出口，

價格攀升，中國大陸通常以供給大陸內需即可，不見得要出口的心態，使台灣藥

廠、藥商無可奈何。對於藥材價格機制不夠透明化，囤積藥材與收購、賣出等利

益糾葛其中，實際能調節供應需求與價格似乎也無從插手起，為本次考察觀察心

得之一。 

在甘肅當地拉車距離十分辛苦，時而見到有運貨的火車從沙漠中穿越而過。

在等待的沿途，欣賞到的藍天、白雲使人心情愉悅。在近年來大陸開發極為快速，

連同藥材資源發展面臨部分野生藥材資源瀕臨枯竭。不知道何時這片藍天白雲處

即將被開發成都市叢林大廈。 

本局自 98 年起每年均派員赴大陸進行中藥材基原研習及標本收集，發現大

陸各集散地實際販售品項、藥材品質及誤用情形，每年均略有差異，而這些情況，

連帶影響主要自大陸進口中藥材之台灣。加上中藥材種類繁多，且亦有許多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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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使用之藥材，持續收集並了解大陸市場中藥品項、品質之變化，用以因應台

灣市售中藥之品質變化。 

此次大陸參訪，收集約 60 種藥材正、偽品，包括：大黃、水防風(迷果芹)、

牛蒡子、牛膝、王不留行、甘草、甘肅丹參、白丑、白芷、合歡、肉獨活(歐當

歸)、旱防風(野胡蘿蔔)、沙苑子、板藍根、知母、羌活、紅花、紅耆、苦參、射

干、柴胡、桔梗、荊芥、麻黃、紫丹參、紫莖獨活、紫蘇、雲木香、黃芩、補骨

脂、蒙古黃耆、蓖麻、遠志、銀柴胡、膜莢黃耆、薏苡、瞿麥、雞冠花、關防風、

藿香、黨參、土貝母、天山雪蓮、光皮木瓜、肉蓯蓉、牡丹子、芍藥、狗腎(狗

鞭)、茅蕨、香果、草蓯蓉、細辛、紫草、脹果甘草、糖參(4 年參)、糖參(6 年參)、

蕨麻(人參果)、龍骨、藏雪蓮，以供研究及鑑別對照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