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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简介 

    （一）麦冬简介 

麦冬为百合科植物麦冬 Ophiopogon japonicus(L.f)Ker-Gawl.的干燥块

根。夏季采挖、洗净，反复暴晒、堆置，至七八成干，除去须根，干燥。

麦冬味甘，微苦，微寒。归心、肺、脾经。具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功效，

用于肺燥干咳，阴虚肺痨，喉痹咽痛，津伤口渴，内热消渴，心烦失眠，

肠燥便秘。上述功能和药性不仅适用于药物治疗，也可用于药膳和养生保

健品的广泛应用，据《全国中成药产业目录》，以麦冬为原料生产的中成

药品种达 89 种。 

麦冬主要分布于四川、湖北、山东、湖南、江苏、广东、贵州、云南

等地。种植的麦冬主产于四川三台县花园镇、老马镇、里程镇、永明、新

德等乡镇；湖北宜城郑集、王集、欧庙、东津等镇；山东曹县安蔡楼及其

周边。 

麦冬也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商品，远销亚洲。随着国内外医疗保健事业

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大，麦冬的用量将会不断增加。2019 年，麦冬产

量约在 12000吨，根据近几年市场销售情况，麦冬市场需求量大约在 13000

吨。 

（二）涪城麦冬简介 

涪城麦冬又名“川麦冬”、“绵麦冬”，四川省三台县特产， 2006

年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涪城麦冬”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涪城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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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台县、绵阳市乃至四川省最具特色的优势生物资源，也是四川、绵阳

的特色亮点产业。 
 

二、产业及市场情况 

（一）商品基础情况 

三台县是中国麦冬之乡，全国最大的麦冬种植基地、最大的麦冬交易

集散地、最大的麦冬科研及精深加工聚集地，2005 年三台县将辖内涪江

流域种植的麦冬注册为“涪城麦冬”商标；2006 年，国家质检总局批准“涪

城麦冬”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三台县常年种植麦冬面积达 5 万亩，适宜种植面积尚有 10 余万亩，

总产量占全国的 70%以上，占全国出口量的 80%以上，种植业产值近 11

亿元。2018 年全县麦冬种植面积 6 万亩左右，覆盖 13 乡镇 142 个行政村，

产量约 1.43 万吨。其中产业园麦冬种植面积 1.78 万亩，占到全县的 30%

以上；花园镇的白衣村、四脊村、枣河村、镇江村核心区面积达 7000 余

亩。产业园现有专业合作社 51 家，原产地加工企业 14 家，精深加工 4

家，产品批发市场 2 家，气调库 2000 余吨，小型冻库 10 个，麦冬年加

工能力达 1.5 万吨，初加工率 100%，深加工率 18.6%。近年来围绕麦冬标

准体系建设，大力实施麦冬科学化、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生

产，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已然形成生产、加工、物流等的完整产业

链条。 

（二）商品标准化程度 

中药材的标准化程度低，标准不一是中药材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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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制约了中药材的交易规模。截至目前，当地麦冬标准化种植技术方面

已经出台了 1 项国家标准、5 项区域性地方标准技术规范，分别是《地理

标志产品•涪城麦冬(GB/T 23400-2009)》、《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规程-

麦冬》（DB510700/T009-2004）、《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涪城麦冬种植技

术规范》（DB510722/T007-2017）、《涪城麦冬标准化种植技术》、《麦

冬无公害生产技术》、《出口麦冬农残和污染物限量标准》等。同时，印

发《＜示范区麦冬标准化生产推荐使用农药品种名单＞通知》（三农发

﹝2017﹞65 号），发放《麦冬标准化种植技术明白纸》，编发《农产品

生产记录档案册》，麦冬标准化生产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三）政策扶持力度 

国家、省、市、县四级政府全力支持三台麦冬产业发展，2015 年，

麦冬纳入国家发改委加快推进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新兴产业重大

工程中药标准化项目”；省科技厅已将麦冬列为四川省首批中药材大品种

和大健康产业重点产品支持培育，省经信委将麦冬列入省十三五规划，绵

阳市将麦冬产业列为十三五规划重点产业和市长工程，并成为了绵阳国家

农业科技园三大产业之一，编制了《中国·三台麦冬大健康产业规划

（2017-2030）》；制定出台了《三台县麦冬全产业链发展若干支持政策》，

对麦冬一、二、三产业包括科研等方面都有非常明确的财政支持政策。 

（四）安全追溯制度建设情况 

三台县出台了《三台县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三农发

〔2017〕67 号）、《关于开展三台麦冬质量可追溯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

《关于进一步加强示范区可追溯系统平台建设的通知》、《农产品生产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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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制度》等系列文件，落实行政管理、监管部门、监管对象主体“三个责

任”，实行麦冬档案登记制度，依托 7 个大型麦冬加工配送中心、63 个大

型超市麦冬专柜以及 43 个麦冬专业合作社和 30 余家麦冬生产加工企业，

全面采集麦冬生产、仓储、包装、流通等各环节信息。截至目前，产业园

内 90%的主导产品全部纳入县、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监

管，规模经营主体 100%入驻质量追溯平台。 

（五）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建设情况 

三台县是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县，政府依次下发了《关于麦

冬安全生产及规范加工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麦冬生产质量管理的

通知》、《三台县麦冬禁施多效唑等生物调节剂的通知》等质量管理和安

全生产文件，全面建立了麦冬生产加工、包装销售、不合格产品处理及防

虫防鼠记录档案，确保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落实。2018 年完成农业

部、省、市三级农产品抽检 300 余个，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 100%。 

（六）产业链情况 

涪城麦冬产区经多年探索已形成了成熟的“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农户”的产业化运营模式，在企业主导的道地药材规范化种植

示范基地基础上，建立与广大种植户共赢、灵活的利益联结机制，在产区

全面推行药材规范化种植，抱团发展。企业的参与有利于形成以订单农业

为基础的互利共赢利益联结机制，从而在市场主导下，充分调动产业链条

上各类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构建涪城麦冬全产业链生态，推动产业可持续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