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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426.htm （１９８６年１月１

５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药工

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中药是祖国医药

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起了很大作用

，至今仍然是我国人民防病治病的重要药品。做好中药工作

，是关系到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和我国十亿人民保健医

疗事业的大事，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中药

工作的领导。 近几年来，中药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

还存在不少问题。中药材有近百个品种供应不足；不少地区

的中药饮片质量较差；职工队伍业务技术素质不高，科技力

量薄弱；中药出口，有些单位抬价抢购，低价倾销。对于这

些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争取尽快解决，力争在三年内做

到：除稀有的动、植物药材外，其他药材基本满足需要；全

面提高中药质量，特别是饮片质量；在对一般药材经营放开

搞活的同时，对人参、麝香等名贵药材和甘草、杜仲、厚朴

等属于保护资源的少数品种，必须加强管理，统一收购，统

一经营。 国家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药工作的报告（

摘要） 中药是我国的宝贵财富。保护和发展中药资源，促进

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是提高我国亿万人民健康水平的大事

。近几年来，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经过各级人民政府

的努力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中药的生产和供应开始出现了好

的势头。一九八四年中药材种植面积比一九八一年增长６１

％。中成药产值比一九八一年增长７４％；购进中药（包括



中药材、中成药）价值、销售中药价值分别比一九八一年增

长４２％和４６％。全国中药材供应紧缺品种由一九八二年

初的一百四十种减少到九十多种，中成药已基本满足供应。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些药用野生资源破坏严重；有些

家种药材的发展，由于缺乏信息指导，盲目性较大；有的饮

片质量仍然较差；有些地区生产销售假、劣、冒牌中成药问

题严重；中药教育和科研力量薄弱；对人才问题重视不够。

为了尽快改变目前的状况，进一步把中药工作搞上去，实现

三年大见成效的目标，我们准备做好以下各项工作：一、结

合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有计划地发展药材生产。 要在搞好药

材资源普查的基础上，根据防病治病的需要，协同卫生部、

农牧渔业部、林业部制订“七五”发展计划，加强信息传播

和咨询工作，大力扶持和指导专业户的生产，并根据供需情

况签订收购合同。认真按照有关规定，管好用好中药材开发

基金（从中药材收购金额中提取百分之一）和生产扶持资金

。 家种药材要以发展紧缺药材为主，要优先扶持发展重点药

材生产基地，木本药材要纳入国家和各地造林计划。当前全

国紧缺的品种（见附件一），主产地要按照需要或计划，保

证种足种好，。防止盲目生产。 野生药材，要继续贯彻“保

护、养殖、猎取相结合”和“采集、保护、培育相结合”的

方针，对重要野生资源，主产区要组织有关部门建立保护区

，切实加强管理。 对资源稀少的动、植物药材，要加强科研

工作，开展人工试养试种，并积极寻找供代用的同疗效药物

。科研项目可采取招标方法，签订合同，争取早出成果。 对

进口药材，凡国内适宜生产的要积极引种试种，逐步扩大生

产。对犀牛角、玳瑁、海龟板、虎骨等，《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第五次成员国大会（我国是成员国）决定

禁止国际间做商业性质的贸易，我们应维护国际信誉，不再

进口，并努力寻找代用品。 对食药两用、交叉经营的品种，

如山楂、乌梅、莲子等，要继续贯彻“优先保证药用”的原

则。二、进一步放宽购销政策，搞活管好中药市场。 中药材

除甘草、麝各、杜仲、厚朴因属保护资源须统一由当地药材

公司收购外，其余全部放开，自由购销。各地如还需增加管

理品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对甘草应制

定保护法规，有组织地进行采挖，并按照国家计划安排甘草

及其制品的生产和出口。猎麝取香要严格控制，进山猎捕须

由当地人民政府审发狩猎证。砍伐杜仲、厚朴等珍贵树木药

材，要按《森林法》的有关规定，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砍

伐的树龄必须在十五年以上。黄连、当归、人参、贝母等二

十种重点药材，应根据供需状况，协商议购。 要发挥好大、

中城市中药贸易中心的作用，恢复传统的中药集散市场，发

展产供销的横向联系。对符合《药品管理法 》规定从事中药

经营的集体和个体商贩，要按照有关政策进行指导。药材门

市部应积极收购零星药材，收售结合，议价购销。医药部门

要积极配合卫生、物价、工商管理等部门，加强市场监督和

管理。对哄抬药价，掺杂掺假，制造假、劣药品的不法分子

，要严厉打击，依法严惩。三、加快饮片厂的技术改造，提

高中药质量。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年期间，要对全国四十

四个重点饮片厂分期分批进行改造。在列入地方基本建设和

技术改造计划的基础上，国家每年给予一定扶持。其他饮片

厂请各地根据需要投资改造。今后饮片炮制加工要严格执行

《炮制规范》，不合格的不准出厂。 中成药应根据市场需要



，合理调整产品结构，对混乱品种要由医药、卫生、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要求严格整顿，争取二、

三年内中成药质量得到全面提高。所有药材批发和零售单位

不得收购和销售假、劣、冒牌中成药，违反者要依法制裁。

对紧缺药材的使用，要继续贯彻执行“先饮片、后成药”和

“先治疗、后滋补”的原则，由药材公司负责监督检查。对

中成药厂、饮片加工厂要认真执行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４〕

第１０４号文件中有关商办工业的规定，在缴纳所得税后，

不再缴调节税。企业税后留利，药材部门可适当集中一部分

，用于补助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其余全部留给企业。北京、

天津、上海三市的中成药工业，缴纳所得税后，新增的留利

，４０％上缴中国药材公司，用于支援落后地区的中药加工

工业的技术改造。 要加强药材仓储的建设，抓紧解决中药仓

库简陋和严重不足的问题。 各地药材公司要保持一定的合理

库存，以适应中药季节生产、全年销售的特点，解决以丰补

欠、调剂余缺的问题。中国药材公司要继续担负必要的储备

任务，保证重大疫情、灾情、军需用药。各地药材公司所需

资金，请银行按实际需要给予贷款。对于储备时间长，失去

疗效的中药材，只要不是管理不善问题，经过核定，按财会

制度报经批准，允许进行处理。四、重视知识，重视人才，

加强中药科研、教育工作。 振兴中药事业，首先要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抓教育、抓培训，尽快改变中药职工队伍素质

低，后继乏人的状况。为此要继续加强现有的四川、山西省

等重点中药学校的建设，充实师资，改善校舍的设备，提高

教学质量，扩大招生各额。所需教育经费，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要纳入教育规划和财政预算。各地医药部门要与卫生



部门密切合作，充分利用现有中医学院中药系的教学能力，

为药材行业培养人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医药部门和药

材公司要全面规划，分别建立培训中心，加强对现有职工的

培训，提高其政治、技术素质。在“七五”期间要完成南京

中药学院建设，培养各种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对中药

科研机构要加强领导，所需科研经费应统一纳入地方财政预

算。中药主产区要创造条件，争取建立中药研究机构。要逐

步开拓中药科技市场，实行科研、教育、生产三结合。依靠

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广科研成果，为中药生产服务。 老药工

是搞好中药工作不容忽视的力量，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已经离退休的老药工，如果工作需要，本人愿意，身体还能

坚持，经过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请回来继续工作，让他们带

徒弟，把技术和经验传授下来，对有突出贡献的要给予相应

的荣誉和待遇。五、加强进出口业务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

协调管理。 对三十五种主要药材和十三种进口药材（见附件

二），要继续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办法。进出口许可证，由对

外经济贸易部根据国家进出口计划签发。国家计划外的进出

口许可证，需经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总公司与中国药材公

司协商同意后，向对外经济贸易部或其驻口岸特派员办事处

申领。中药出口所创外汇，按现行规定留成。在中药生产、

科研方面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须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

准。六、要进一步改进药材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加强自身

建设。 搞好中药产、供、销的综合平衡和行业管理，要加强

信息指导，咨询服务和技术开发，加强对中药市场的宏观控

制，加强和健全各级药材公司的机构和自身建设，以适应中

医药事业大发展的需要。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



执行。 附件一：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解决中药材紧缺品

种的要求和主要措施 附件二：中药材管理品种和实行进出口

许可证的品种件一： 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８年解决中药材紧

缺品种的要求和主要措施一、１９８８年以前基本满足需要

的品种（３８种） 品 种 主 要 产 区（一）家种１８种 三 七

（又名田七） 云南、广西 元 胡 浙江、江苏、上海 银 花 山东

、河南、湖南、广西、广东 人 参 吉林、辽宁、黑龙江 白 术 

浙江、湖南、江西、安徽、湖北 茯 苓 安徽、湖北、贵州、广

西、广东、云南 芋 肉 河南、浙江、陕西、安徽 吴茱萸 贵州

、湖南、四川、广西 细 辛 辽宁、吉林、黑龙江 蔓荆子 江西

、山东、湖北、云南 益智仁 广东、广西 补骨脂 河南、四川

、云南 柿 霜 河南 瓜篓皮 大部分地区有产 泽 泻 福建、四川

、江西、广东 石 斛 四川、安徽、广西、云南、贵州 麦 冬 湖

北、四川、浙江 砂 仁 广东、云南、广西 主要措施： １、自

觉运用价格杠杆的作用，促进生产，种足面积，加强管理，

积极经营，加强主要产区基地建设。 ２、请农业、林业科研

部门协同解决发展药材生产的科研技术问题，提高单产和质

量。 ３、积极开展合同收购与市场收购，加强信息指导。（

二）野生１５种 射 干 湖北、河南、安徽、四川、贵州 红大

戟 广西、广东、云南 猫爪草 河南、四川、江苏、安徽、江西

兔丝子 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辽宁 柴 胡 河北、

山西、安徽、陕西、河西、辽宁 半枝莲 安徽、江苏、浙江 女

贞子 四川、湖南、江西 阿 魏 新疆 蜂 房 北方各省有产 桑螵

蛸 大部分地区有产 田鸡油 吉林、黑龙江 虻 虫 全国各地有产 

全 虫 山东、河南、河北、辽宁、陕西 蜈 蚣 湖北、安徽、浙

江、江苏 鱼脑石 沿海地区有产 主要措施： 保护资源，加强



收购；积极开展野变家种家养。（三）交叉５种 鱼 膘 浙江、

福建、广东、上海 草 果 云南、广西 大茴香 广西、云南、广

东 乌 梅 浙江、四川、贵州、湖南、云南、广东 五倍子 贵州

、陕西、湖北、四川、湖南 主要措施： 交叉品种要按照“优

先保证药用”的原则，搞好与有关部门的衔接工作。二、１

９８８年前基本种足（开展饲养）的品种（１２种）（一）

木本５ 种 杜 仲 贵州、陕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南 厚 朴 

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四川 厚朴花 同上 黄 柏 黑龙江、

四川、贵州、湖北、湖南、辽宁、吉林 辛夷花 河南、四川、

云南、湖北、江西 主要措施： 请林业部门纳入造林计划，按

照需要安排种植。（二）其它７种 黄 连 四川、湖北、云南、

陕西 贝 母 浙江、四川、青海、新疆、西藏、吉林、江苏、云

南、上海 巴 戟 广东、广西、福建 千年健 云南、广西 西红花 

上海、浙江、江苏 阿 胶 山东、河南、河北、辽宁 鳖 甲 湖北

、湖南、安徽、江苏、江西 主要措施： 种足面积，加强田间

管理和技术指导，落实好养驴、养鳖。搞好商品基地建设。

三、进口药材９种 血 竭 印度尼西亚 胖大海 泰国、柬埔寨、

越南 胡黄连 印度 母丁香 桑给巴尔 豆 蔻 泰国、印度尼西亚 

朝鲜参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 没 药 索马里 沉 香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印度、泰国、越南 西洋参 美国、加拿

大 主要措施： １、请国家拨足外汇，在国外建立稳定的产区

，固定产销关系。 ２、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组织好进口。３

、国内引种成功的品种，在适宜发展地区，积极普及技术，

扩大种植。四、资源稀少的动、植物药材（３０种）（一）

动物类２２种 麝香、广角、豹骨、马宝、狗宝、熊胆、蛇蜕

、紫河车、象皮、刺猬皮、海马、水獭肝、龙涎香、海狗肾



、猴枣、甲片、鹿角（含其制品鹿角胶）、祁蛇、白花蛇、

乌蛇、龟板、斑蝥（二）植物类７种 马兜铃、秦艽、大芸、

远志、千张纸、龙胆草、毛茨菇（三）菌类１种 虫草 主要措

施： １、积极开展资源保护。 ２、努力进行野变家种家养工

作，科研和生产相结合，实行招标的办法予以落实。 ３、稀

有动、植物的科研工作请农业、林业、卫生部门给予支持。

件二： 中药材管理品种和实行进出口许可证的品种一、管理

品种（２４种） 麝香、甘草、杜仲、厚朴、黄连、当归、川

芎、生地、白术、白芍、茯苓、麦冬、黄芪、贝母、银花、

菊花、牛夕、元胡、桔梗、连翘、芋肉、三七（又名田七）

、人参、牛黄（人工合成）二、实行《出口许可证》的品种

（３５种） 麝香、甘草（包括甘草制品）、杜仲、厚朴、黄

连、当归、川芎、生地、白术、白芍、茯苓、麦冬、黄芪、

贝母、银花、菊花、牛夕、元胡、桔梗、连翘、芋肉、三七

（又名田七）、人参、牛黄、党参、枸杞、山药、丹皮、天

麻、鹿茸、大黄、虫草、罗汉果、半夏、蜂王浆（包括蜂王

浆粉）三、实行《进口许可证》的品种（１３种） 豆蔻、血

竭、羚羊角、广角、豹骨、沉香、牛黄、麝香、砂仁、西红

花、胖大海、西洋参、海马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