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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圣故里 天然药库 生态南阳 健康之城

本报记者 刘纪晖

早在汉代，南阳的中医药发展

便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并孕育出被

后人尊为医圣的一代名医张仲景，

中医药发展源远流长。在自然资源

上，南阳境内“两山”（伏牛山、桐柏

山）藏珍纳奇，“两水”（丹江口水库、

鸭河口水库）烟波浩渺，“两国保”

（宝天曼、太白顶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万木葱茏，俨然一座天然中药材

宝库。占尽天时、地利的南阳人在

中医药发展上不遗余力，“张仲景医

药创新工程”的实施，连续 12年举办

的节会，都为南阳的中医药发展营

造了一方沃土。仲景故里正逐渐嬗

变成国内外中医爱好者朝拜医圣、

体验中医祖庭文化和养生保健服务

的圣地。

资源丰沛——
““八大宛药八大宛药””名满华夏名满华夏

中药材是中医药发展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说，发展中医药，南阳可

谓得天独厚。

八百里伏牛山里，方城县药农

曹树文捧着一颗刚挖出的丹参喜笑

颜开：“你看看，足有一斤多！”

好山好水出好药。南阳——这

片富饶的土壤，自古以来便是藏珍

纳奇之地。素有“国家粮仓”、“中原

绿肺”、“京城水缸”之誉的这里，三

面环山，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植被

丰茂，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条件孕

育出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我国最早

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

365种，南阳传统品种有 259种；《本

草纲目》收录 1500多种药材，南阳就

有 1300多种。而最近的全国中药材

普查结果显示，南阳境内可确定的

中药材达 2400多种，储量达 2.5亿公

斤，品种数量占全国的 20％以上，总

储量占全省的四分之一以上。

南阳中药材不仅品种丰富，而

且品质优良。以国家药典标准为

“标尺”，南阳的许多道地药材，主要

有效成分均数倍于药典标准，质量

居全国之首。山茱萸、辛夷、桔梗、

裕丹参、唐半夏、杜仲、唐栀子、天麻

等名优中药材，无论是古代本草记

载，还是现在种植情况以及品种质

量，均可称为南阳道地中药材，在中

药界被誉为“八大宛药”。

“八大宛药”是在历史长河中积

淀而成，而在现代中药全产业链中，

产业引领较为突出的，一个是西峡

山茱萸，另一个是南召辛夷。南阳

这两种药材的种植面积、产量、品质

均居全国之冠，西峡、南召也分别被

命名为国家名优特经济林“山茱萸

之乡”和“辛夷之乡”。

种植开发——
““十大基十大基地地””药香四溢药香四溢

如何开发利用好南阳这一天然

中药材宝库，使优质药材转化为南

阳的品牌和形象？近年来，瞄准打

造全国中医药名市的目标，在推动

中药材标准化、产业化、现代化方

面，南阳人倾尽全力。

打造现代中药全产业链，把好

种植关是首要环节，正所谓“药材

好，药才好”。

南阳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早

在宋代，南阳西峡就被誉为“茂林修

竹地，桐漆茱萸乡”。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时代

变迁、科技进步，尤其是近几年全市

上下都把“加强中药材基地建设、促

进中药材产业发展”作为面向未来

的重要战略工程，广大药农种植中

药材的热情被大大激发。依托仲景

宛西制药、福森药业、宛东药业等中

药材加工企业，南阳中药材种植走

上健康发展轨道——种植基地由初

具规模向纵深发展，种植模式由自

发分散向连片种植转变，种植技术

向规范化、标准化不断迈进。

而今，南阳中药材种植面积已

近 200万亩，在全国地市一级中居于

首位。全市已基本建成以南召辛夷、

西峡山茱萸与天麻、桐柏桔梗、方城

裕丹参、内乡黄姜、镇平杜仲、邓州麦

冬、唐河栀子、社旗板蓝根为主体的

十大中药材种植基地。西峡山茱萸、

方城裕丹参获国家原产地保护认证，

并被确认为国家中药材 GAP示范基

地。唐河栀子和半夏、桐柏桔梗、南

召辛夷、方城裕丹参等获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此外，柴胡、二花、丹皮等 20
多种优质道地中药材发展势头良好，

各县中药材基地建设规模不断扩大，

种植品种不断增加。

节会搭台——
道地药材道地药材走出盆地走出盆地

念好仲景经，打好仲景牌。

南 阳 药 材 好 ，更 要 为 世 人 熟

知。为打响仲景品牌，南阳专门成

立了中医药事业发展工作委员会。

结合各县实际，市里先后出台了《南

阳市实施张仲景医药创新工程规划

纲要》、《南阳市创建全国农村中医

工作先进市实施方案》、《关于加快

发展中医药产业的决定》等有关政

策，启动实施了医疗、保健、教育、科

研、产业、文化、贸易“七位一体”的

张仲景医药创新工程。

在着力培育中医药产业的同

时，南阳还进一步扩大开放，自 2002
年以来，连续举办了十二届张仲景

医药文化节、四届仲景论坛。通过

举办节会，更广泛地宣传推介南阳

道地中药材的优良品性，提升南阳

中药材知名度，搭建合作平台，拓宽

发展空间。

优质、丰富的药源成为核心竞

争力，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把目光

投向这片伏牛山的腹地。西峡的山

茱萸成了抢手的香饽饽，仲景宛西

制药利用地缘优势，提早“抢滩”。

同仁堂药业随后到来，在内乡建立

了山茱萸 GAP基地。方城的裕丹参

引来了上海的紫兴药业、广州白云

山和记黄埔，唐河的栀子吸引了北

京中商集团。天津天士力、河北太

极、广西玉林等著名中医药企业纷

纷与南阳“联姻”，河北安国、安徽亳

州、河南禹州等大型药材市场也先

后与南阳“结缘”。南阳中药材正迅

速走出盆地，进入全国大市场。⑥2
（本系列报道刊完）

压题照：内乡县 镇千亩贡菊

种植基地 ⑥2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弘扬仲景文化弘扬仲景文化 打造养生之都打造养生之都””特别报道特别报道之之药材篇药材篇

绿 色 生 态 出 好 药绿 色 生 态 出 好 药

9月 27日，我市“中医药发展

创新成果展”在南阳市民服务中

心南广场拉开帷幕，众多参展企

业推出了各类中医药产品，吸引

各地的游客前来咨询购买。

艾药产品俏
9 月 27 日，秋雨绵绵，但展

区内游客仍络绎不绝，许多参展

商家推出的艾药系列产品吸引了

众多游客驻足购买。记者在一家

专门生产艾绒产品、艾灸器具的

企业展柜前看到，艾类系列产品

琳琅满目，艾绒枕头、艾绒肚

兜、艾绒坐垫等种类繁多，让许

多游客流连忘返。⑥3

（记者陈大公）

品牌叫得响
仲景宛西制药展厅传统文化浓

郁，展厅内摆满了畅销的“六味地黄

丸”等系列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

展厅工作人员介绍，“仲景”既是宛西

制药的商标，更是企业倾力打造的品

牌和文化。特别是仲景牌六味地黄

丸，是宛西制药主打产品之一，十分

畅销。⑥3 （记者陈大公）

创新成果多

在活动现场，仲景宛西制药、福

森药业、昊翔药业、沃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等企业，纷纷推出了创新成

果。“生物有机肥，适用于小麦、玉米、

棉花，艾草专用肥、果蔬专用肥，能有

效改良土壤结构，提高作物产量。”现

场工作人员详细介绍。昊翔药业展区

围满了人，大家对艾草手工皂、艾草

茶、艾条等制品进行详细询问。同样，

在唐河县产业集聚区健康养生产品展

区，排队询问的人络绎不绝。⑥3

（记者柏伴雪）

上图：居民现场购买新产品

本报记者 石张楠 摄

创新成果丰 百姓福祉多
——中医药发展创新成果展花絮

本报讯 （记者张提）9月 27日
上午，作为第十三届张仲景医药文

化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大型纪录片

《杏林寻宝》在南阳市民服务中心

南广场举行首映礼。

《杏林寻宝》将展示我市首次开

展的大规模中医药特色绝技、偏方

收集工作。该项工程预计用 5年时

间，挖掘筛选 100个疗效明显、群众

公认的南阳本地传统验方、偏方和

绝技，遴选引进 50项以上中医特色

疗法，推介 50个医德高尚、在某一领

域具有独特技法的优秀中医传承

人，使散落在南阳市的传统中医药

技术瑰宝得以整理、保护和传承。

本次播出的十集大型系列纪

录片《杏林寻宝》，将展示数位中医

传承的精髓，揭秘许多行之有效的

中医疗法。纪录片随后将在河南

电视台、南阳电视台及相关平台进

行展播。这十集纪录片仅是大型

纪录片《杏林寻宝》的第一季，接下

来还要拍摄第二季，并在下一届张

仲景医药文化节与观众见面。⑥2

纪录片《杏林寻宝》南阳首映

@123 小晴空：历史证明，填

补中国历史文化空白，是振兴中医

的固本需要，实现对中医“文化元

素”的自然科学揭秘，则是对中医

传承工作的起步。若能强学力行，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学追仲景之

上，定能重塑中国医学辉煌。

@文若熙：南阳是张仲景的故

乡 ，在 南 阳 流 传 着 许 多 医 圣 的 传

说，其中饺子的故事流传甚广——

饺子原名“娇耳”，是医圣张仲景首

先 发 明 的 ，用 于 穷 苦 百 姓 抵 御 伤

寒。张仲景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

德高尚，无论穷人和富人，他都认

真施治，挽救了无数的性命。

@初夏的冬瓜：麦地里挖茅草

根、黄花苗熬制去火凉茶，自然野

生、天然之香、清清爽爽，这是最早

自己与中医的结缘。

@Ghibli369：容人却侮，谨身

却病，小饮却愁，少思却梦，种花却

俗，焚香却秽；静坐补劳，独宿补

虚，节用补贫，为善补过，息忿补

气，寡言补烦。

@社旗发布：中医药学是中国

古代科学的瑰宝，中医药振兴发展

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

@sunny的初夏：节会将围绕

中韩国际交流、仲景经方应用、产

业研讨互动，进一步传承、弘扬张

仲景文化的核心价值。

仲景故里话中医
南阳报业传媒互动话题微博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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