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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蒙古自治区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多变，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植物资源；畜牧业发达，人口密度低，以
热爱生态、亲近自然的蒙古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等人文地理因素，造就了内蒙古地区中蒙药种植有着独特的地

域人文特征：注重资源的节约、循环利用和生态保护，有着广泛的中蒙药药材生态种植基础和应用历史。本文在阐

明中蒙药药材生态种植内涵的基础上，就内蒙古地区目前中蒙药药材生态种植的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展望和

建议，旨在为内蒙古地区中蒙药生态种植事业快速发展提高一点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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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边疆，幅员辽阔，

总面积１１８３万ｋｍ２，约占全国总面积的１／８。全区
地形复杂多变，众多的高原（５３４％）以及山地

（２０９％）的围绕阻隔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等的影
响，构成了以草原和荒漠为主体的景观生态区域，

并依次由东向西从中温带湿润区、半湿润区过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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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干旱区、干旱区以至极干旱区，药用植物种类较

为丰富，据 《内蒙古植物志》（１９９１版）记载，全区
药用植物１１９８种［１］，其中蒙药药用植物５１１种，可
大规模开发的品种有２００余种。目前，全区人工种
植及野生抚育的大宗中蒙药药材品种有４０余种，总
面积达１２０万亩，万亩以上药材有赤芍、桔梗、北
沙参、黄芪、甘草、黄芩、枸杞、肉苁蓉等［２］。

内蒙古自治区常住人口为２５００万，约占全国人
口总数的１／６４，由蒙古族、汉族、满等４９个民族组
成，人口数量以汉族居多，经济、文化等领域以蒙

古族为主体，因此内蒙古地区中蒙药药材种植也明

显带有民族地域特色［３］。蒙古族人民热爱并尊重和

保护自然，注重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有着取之

于自然、还之于自然的朴素自然观，这与农业生态

种植（包括中蒙药药材生态种植）的宗旨相一致。在

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中，调查发现内蒙古地区

不但具备中蒙药药材生态种植的条件，也有着雄厚

的药材生态种植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本文在阐明中

蒙药药材生态种植内涵的基础上，就内蒙古地区目

前中蒙药药材生态种植的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并提

出展望和建议，旨在为内蒙古地区中蒙药生态种植

事业快速发展提供一点参考与借鉴。

１　中蒙药药材生态种植的内涵

中蒙药药材种植，是现代农业的一部分，其生

态种植也是现代生态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具备

生态农业的基本特征：①追求生态平衡，资源合理
利用，减少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②注重农、林、
牧、副、渔全面发展，重视综合经济学；③不用或
少用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等，降低能源消耗，

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产出；④内部组成与结构复
杂多样，有较强的抵抗外界干扰的缓冲能力和较高

的自我调节能力，形成良性循环，有稳定和持续发

展能力；⑤提倡使用固氮植物、作物轮作以及正确
处理和使用农家肥等技术，副产品循环可再利用，

尽量减少废弃物输出，能自我维持［４］。中蒙药药材

生态种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郭兰萍认为，“中药材

生态种植是在目前中药材 ＧＡＰ生产过程中，引入生
态农业的理念和方法，按照遵循生态与经济整体统

一的原理，在中药材ＧＡＰ生产中建立生态与经济两
者之间的协调和统一，不仅是有效控制中药材栽培

土壤污染及连作障碍，确保中药材产量和质量，保

障人民用药安全及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也是保护中药农业立地条件及土壤微生态，减少农

残重金属污染，解决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实现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促进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中蒙药药材生态种植的

目的是保证中蒙药药材的质量和安全、保证生态环

境的持续利用，关注中蒙药药材、环境及二者的关

系；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是借鉴合理的农业生态模式，

开展农业生态设计，配合使用各种的农业生态技术，

利用循环经济等手段，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稳定性，实现持续中蒙药药材的优质高效

生产［５］。

２　国内中蒙药药材生态种植的基本状况

近年来，伴随国内外崇尚自然，追求健康的步

伐，中蒙药药材需求量激增，野生资源早已满足不

了市场需求，人工引种栽培成为解决中蒙药药材资

源紧缺的最主要途径，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９５％
以上药材品种出现不同程度的连作障碍、病虫害严

重、农残重金属超标、有效成分含量不足等现象［６］。

为此，科研工作者、药材种植技术人员及药农们经

过长期的考察、摸索、研究和实践，发现生态种植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之一，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目前国内中蒙药药材生态种植模式主要分为三大类。

２１循环模式

是指充分利用农田秸秆、牲畜粪便等废弃物转变

成有机肥料进行再利用生产，实现能量转化。循环模

式中根据具体做法不同分为：①农田循环模式，如秸
秆堆肥回田模式，药渣处理后变成有机肥料回田模

式；②农牧循环模式，如 “药牧（禽）粮”模式［７］。

２２立体模式

指充分利用气候和地形地貌条件，使不同高度

的光、温、水、气、热得到充分利用，立体模式根

据具体情况分为：①山地丘陵立体模式，如果药间
作模式、林药间作模式；②农田平原立体模式，如
药粮间作轮作模式、药药间套作模式等；③水体立
体模式，如稻田立体放养蟾蜍模式［７］。

２３野生抚育模式

也称为仿野生栽培模式，是依据植物药材生长

特性及对生态环境条件的要求，在其原生或相类似

的环境中，人为或自然增加其种群数量，使其资源

量达到能为人们采集利用，并能继续保持群落平衡

的一种药材生产方式。如川贝母、甘草、麻黄的围

·２０９·



２０１７年７月　第１９卷　第７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Ｊｕｌ２０１７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７

栏养护，雪莲 、冬虫夏草、肉苁蓉的半野生栽培等

都是中蒙药药材野生抚育的成功实践范例［８］。

此外，需注意的是在某种药材实际生态种植中

常常是几种种植模式的综合体，如在下文讲述的内

蒙古地区黄芪的生态种植模式（黄芪马铃薯畜牧业
生态种植模式）中，黄芪畜牧业间能量循环属于循
环模式中的农牧循环模式，黄芪马铃薯轮作属于立
体模式中的药粮轮作模式。

３　内蒙古地区生态种植现状及分析

内蒙古地区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多变、地广人

稀、畜牧业发达，除东北部大兴安岭地区外基本为

干旱少雨区，由此造成的中蒙药药材种植与其他地

区相比，较为粗放、化肥农药使用较少、牲畜粪便

等农家肥使用较多，有着雄厚的生态种植基础和优

越条件，目前涉及生态种植的药材品种有黄芪、肉

苁蓉、锁阳、赤芍、麻黄等，本文结合第四次中药

资源普查（内蒙古地区）调查结果，就涉及生态种植

的主要品种进行简单介绍与分析。

３１固阳及其周边蒙古黄芪的生态种植

黄芪是豆科植物蒙古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
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ｖａｒｍｏｎｇｈｏｌｉｃｕｓ（Ｂｇｅ）Ｈｓｉａｏ或膜
荚黄芪Ａ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的干燥根，为
常用中药，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保肝、利尿、

抗衰老等功效。迄今已有 ２０００多年的药用历史，此
外，黄芪在食品和化妆品等方面也有广泛应用。内

蒙古固阳、土默特右旗、武川等地种植历史悠久，

为黄芪的道地产区，所产药材品质和产量均在黄芪

行业享有盛名［９］。

３１１固阳及其周边黄芪生态种植概况
内蒙古固阳及其周边地区黄芪的种植要追溯到

解放以前，距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高峰期种植面

积可达总耕地面积的１／４，几乎包括了当地所有水
地。连年的黄芪种植，重茬导致的病虫害猖獗，黄

芪产量和质量急剧下降，病虫害高发时甚至绝收，

这种状况曾一度严重威胁了该地区的黄芪种植业。

经过当地药农几十年的实践摸索及经验总结，发现

黄芪不宜连作，适合与当地其他作物进行轮作，并

与当地主要支柱产业—畜牧业相结合。具体生态种

植方法：固阳及其周边地区主要采取育苗移栽的方

法种植黄芪，育苗田和移栽田均忌连作，可与当地

作物玉米、燕麦、小麦、马铃薯、向日葵等进行倒

茬，其中与马铃薯进行轮作居多。育苗田需选择土

层肥厚的沙质壤土，于春季４月下旬至５月上旬结
合深翻（４０～５０ｃｍ）施入牛羊粪便等腐熟后的农家
肥，整平耙细，灌水后进行撒播，用种量 １５０～
２２５ｋｇ·ｈｍ－２，人工锄草２～３次，根据气候情况适
当浇水，翌年 ４月下旬至 ５月上旬进行起苗移栽。
移栽田选地同育苗田，整地时常结合深翻（３０～３５
ｃｍ）施入农家肥，待灌水后待湿度适宜时，开沟进
行黄芪大田平栽，时间通常与起苗同步，随起随栽，

行距１５～３０ｃｍ，株距１０～２０ｃｍ，人工锄草２～３
次，适当浇水，除留种田外于秋季 １０月下旬到 １１
月上旬进行机械采挖，黄芪地上部分和打种后的残

留的果皮可用于牛羊等牲畜的冬季饲料。黄芪留种

田通常选择旱地，种植方式同水地基本相同，移栽

２年后８月上旬割取果穗部分，晾干进行打种，产
种量４５０～６００ｋｇ·ｈｍ－２，因黄芪开花结果消耗大量
能量导致种田黄芪药材产量下降。黄芪采收后的田

块，翌年春季结合整地施入农家肥进行深耕细耙，

进行马铃薯栽培，同样采用人工锄草方式进行田间

管理。牛羊粪等农家肥的腐熟方法通常采用堆肥技

术，将农闲时起出的牛羊粪便（通常含有１０～３０％
麦秆或枯草），适当浇水后，堆置３～４个月使腐熟
完全，即为优质的有机肥料。

３１２固阳及其周边黄芪生态种植模式的特点和
原理

３１２１特点　固阳及其周边黄芪种植的模式属于
作物间养分互补、农牧互养循环生态系统，亦属于

立体模式中的轮作立体生态种植模式，双方互惠互

利；即可高产丰收，又可降低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

３１２２原理　轮作是在同一田地上有顺序地轮换
种植不同种类作物的栽培方式，是种植业生态模式

的一种耕作方式，可以减轻病虫害。病原菌一般都

有一定的寄主，害虫也有一定的专食性或寡食性，

在土壤都有一定的生活年限。实行抗病作物与感病

作物轮作，更换其寄主，改变其生态环境和食物链

组成，使之不利于某些病虫的正常生长和繁衍，从

而达到减轻作物病害和提高产量的目的。轮作方式

还可以避免植物自毒作用的危害。植物在生长过程

中，土壤中该种植物自身代谢产物增多，土壤ｐＨ等
理化性状变差，肥效降低。特别是某些植物的根系

分泌物对植物的生长有毒害作用，轮作可有效避免

其危害［１０］。采用马铃薯与黄芪轮作的种植模式可以

克服制约黄芪种植产业的连作障碍，提高黄芪的产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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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品质，减少农药的使用；也可以将黄芪种植产

生的化感物质变废为宝，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

此外黄芪茎叶含有大量优质蛋白、多种有益化学成

分和微量元素可作为牛羊等牲畜的冬季饲料，既可

以增加牲畜的育肥速度、产奶量，又可以提高牲畜

机体免疫力，减少疾病的发生，使牲畜营养均

衡［１１１２］。牛羊等的粪便采用堆肥技术腐熟后又可作

为黄芪（马铃薯）来年的有机肥料。 “万物土中生”，

土壤是生命循环体系的关键，土壤肥力是任何持久

农业生态系统的基础，腐熟充分的农家肥不仅可以

去除粪便的恶臭、杀灭粪便内的病原菌、寄生虫卵、

杂草种子等，还可以改良土壤性质（增加有机质，促

进团粒结构形成，增强土壤抗逆能力）、增加土壤肥

力、改善产品品质和保护生态环境，对其处理和施

用是生态农业中的重要环节之一［１３］。

内蒙古地区像黄芪一样适合 “药粮（蔬菜）牧”
循环生态种植模式的种类有甘草、黄芩、桔梗、党

参、柴胡等以根类入药，栽培技术成熟，适合农田

规模化栽培的大宗中蒙药药材，政府可以在今后的

相关种类药材种植产业中加以引导和支持。

３２阿拉善及其周边肉苁蓉的生态种植

荒漠肉苁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ＹＣＭａ为肉苁
蓉药材的重要来源之一，专属性寄生在梭梭的根部，

以其肉质茎入药，为名贵中药，具有补肾阳、益精

血、润肠通便，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性功能等功能，

至今已有２０００多年药用历史。内蒙古阿拉善及其周
边是荒漠肉苁蓉的道地产区，所产肉苁蓉个大、肉

厚、富含胶质、鞣质、质量上乘，举肉苁蓉之首，

产量占内蒙古自治区总产量的９０％以上，占全国总
产量的７０％以上，拥有 “世界苁蓉之乡”的美誉，

２０１２年 “阿拉善肉苁蓉”被国家工商总局正式批准

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１４］。

３２１阿拉善及其周边肉苁蓉生态种植概况
近年来由于肉苁蓉受到世界各国消费者的青睐，

国际需求量增幅连年加大，但野生资源正以每年

２０％的速度递减，由此其人工栽培日益受到重视。
阿拉善地区是梭梭生长的最适宜地区之一，天然梭

梭林６６７万ｈｍ２，人工梭梭林３３３万ｈｍ２，为肉苁
蓉种植提供了前提和保障［１４］。目前阿拉善地区荒漠

肉苁蓉人工种植面积约６万亩，年产量约１０００ｔ。具
体生态种植方法是采用野生抚育（仿野生栽培）的方

法，主要分为２种情况：①利用天然梭梭林或人工

梭梭林进行仿野生栽培：选择生长２～３年，长势旺
盛的梭梭，在离主茎４０～８０ｃｍ的位置挖穴至露出
梭梭根系，在穴底部适量放置一层粘土或腐熟牛羊

粪，然后在其上覆一层沙土，将种子均匀地撒到上

面，覆沙土至穴的１／２处，浇水，待水完全渗透后
覆沙踩实，同时做好标记。沙漠地区风沙大，要及

时培土或用树枝围在寄主根附近防风，苗床要保持

湿润，人工拔除其他植物。接种后的梭梭林，要设

置封闭的网围栏进行保护，防止生畜破坏；除经常

巡护，防止外来人员乱挖滥采外尽量减少人为干预，

实行仿野生栽培。在肉苁蓉生长期，植株下 ７０ｃｍ
处有湿沙就不必浇水。在特殊极干旱年份只需在干

旱时浇水１～２次；原则上不予施肥，可以结合肉苁
蓉的采挖少量施以农家肥［１５］。②结合采挖，牧民在
自家草场上进行肉苁蓉野生抚育。这种情况通常发

生在牧民草场上有大面积已寄生肉苁蓉的天然梭梭

林中，具体做法：牧民在４月上旬 ～５月中旬或白
露前后伴随采挖肉苁蓉时进行。当牧民发现已出土

的肉苁蓉时，在其外侧刨开沙子至肉苁蓉基部，将

大小合适采挖的肉苁蓉从梭梭根部摘离后，将梭梭

根部表皮搽破，撒上肉苁蓉种子，然后将沙子重新

埋好，踩实即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浇水或施

入适量农家肥，此外不再进行其他人为干预。

３２２阿拉善及其周边肉苁蓉生态种植模式的特点
和原理

３２２１特点　阿拉善及其周边荒漠肉苁蓉种植模
式属于野生抚育或仿野生栽培模式，不使用化肥农

药，人为干预少，且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生态价值。

３２２２原理　梭梭是荒漠肉苁蓉的专属寄主，荒
漠肉苁蓉只寄生在梭梭上，肉苁蓉的生长离不开梭

梭，没有梭梭就没有肉苁蓉，阿拉善及其周边大面

积的野生和栽培梭梭林是发展肉苁蓉种植业的前提

和基础，梭梭和肉苁蓉均是耐贫瘠植物，不需要过

多人为干预，适合野生抚育方式进行繁育。此外，

由于肉苁蓉的价格逐年攀高，牧民种植梭梭“生
态”树的积极性也日益高涨，管护精心，使得梭梭

成活率不断提高，人工栽培梭梭林面积快速增大，

因此，肉苁蓉的生态种植在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的

同时还有着不可估量的生态价值［１６］。

内蒙古地区像荒漠肉苁蓉一样适合采用野生抚

育或仿野生栽培模式进行生态种植的还有锁阳、麻

黄、肋柱花、小秦艽、内蒙紫草等对环境要求苛刻、

对其生长习性还不十分清楚、人工引种栽培技术尚

·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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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功或人工引种栽培变异性过大等药材种类，今

后政府可以对其仿野生生态种植进行引导和支持。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阿拉善地区和鄂尔多斯等锁

阳、麻黄的野生抚育生态种植模式已经有着雄厚的

基础和较长应用历史［１７１８］。

３３呼伦贝尔林区赤芍的生态种植

赤芍是毛茛科植物芍药 Ｐａｅｏｎｉａ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Ｐａｌｌ
或川赤芍 ＰｖｅｉｔｃｈｉｉＬｙｎｃｈ的干燥根，为常用中药，
年需求量约２０００ｔ。内蒙古是赤芍的道地产区之一，
主要分布于呼伦贝尔、兴安盟、锡林郭勒盟等地的

山坡林缘或草坡。２０世纪末内蒙古地区野生赤芍年
产量可达２０００ｔ，是我国赤芍出口的主要产地，现
在野生赤芍年产量不到２００ｔ，曾经遍地赤芍的多伦
县，现在几乎见不到赤芍的踪迹［１９］。近年来，内蒙

古地区大力发展芍药的人工栽培，先后在赤峰、呼

伦贝尔、兴安盟等地建立了多个栽培基地，种植面

积０６７万ｈｍ２以上。
３３１呼伦贝尔林区赤芍的生态种植概况

呼伦贝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占自治

区面积的１／５，大兴安岭南北直贯境内，深林资源
丰富，土质肥沃，自然肥力高，主要生长有赤芍、

五味子、黄柏、返魂草、白鲜皮、黄芩、防风、沙

参、柴胡、灵芝、玉竹、升麻等多种野生药材 。为

响应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天保工程）号召停伐

转型，近年来林区大力开展林下药材种植产业，是

赤芍生态种植理想之地。具体生态种植方法：选择

樟子松或云杉新育林地，在林间（行距通常４～５ｍ）
进行间作赤芍。秋季深翻整地，翻深 ４５ｃｍ以上，
翻后整平耙细，备用。赤芍的人工栽培通常有两种

方法，种子繁殖和芽头繁殖法。种子繁殖栽培法于

清明前后为适播期，条播行距４０ｃｍ，沟深５ｃｍ左
右，播种量４５～６０ｋｇ·ｈｍ－２，覆土后踩压。采用大
垄芽头繁殖法，是在垄上开沟，将选好的芽头按株

距３０ｃｍ栽种，芽朝上，用少量土固定芽头，覆土
后稍压即可。田间管理要做到及时中耕并进行人工

除草，并在每年冬季在清理枯枝残叶的同时培土

１次，以防止越冬时芽露出地面枯死。呼伦贝尔林区
雨量充足、土壤肥沃、病虫害少，除人工除草外人为

干预较少。种子繁殖的赤芍，５～６年进行采收。芽头
繁殖者，移栽后４～５年适宜采收。采收季节为秋季８
～９月份，选晴天，将茎叶割下，可采用人工或深松
挖采机挖出全根，按要求进行产地加工即可。

３３２呼伦贝尔林区赤芍的生态种植模式的特点和
原理

３３２１特点　本生态模式属于立体模式中的山地
丘陵立体模式，属于半仿生栽培，林区腐殖质含量

高，土壤自然肥力强，基本不使用化肥农药，除中

耕除草外人为干预较少，节省劳力成本，所生产的

赤芍药材品质优良，为纯绿色的有机优质药材。

３３２２原理　林药间作是在林间空地、树龄小的
新育林间或成林林下选择适合的药材种类进行间作

的栽培方式，是林业立体种植的产物。森林本身就

是个完整的生态农业系统，它会自己产生腐殖质，

并能够供给自己矿物质，林区土壤通常都有大量的

肥力储备，当人们在林间新开垦的土地上种植作物

时会发现，即使连续１０多年不施肥也会有很好的产
量［２０］。同样大兴安岭林区土地肥沃，腐殖质层厚，

土壤肥力高，不用另外施用任何肥料，天然林林间

空地及人工林树龄小时林间空地等土地资源丰富，

且是赤芍的道地产区，加之呼伦贝尔林区无霜期短，

冬季气温较低，病虫害较少等条件适合进行赤芍林

药间作生态种植模式。此外，在林区实行林药间作

生态种植模式，不仅能够提高药材品质，提供无污

染绿色药材，而且耕作药材的过程中还可通过整地、

除草、松土等环节，对于抚育幼林，促进林木迅速

生长、丰产也大有益处［２１］。

内蒙古地区像赤芍一样适合林药间作立体种生
态种植模式的种类还有龙胆、玉竹、五味子、白鲜

等中蒙药药材，当地政府可在今后的药材种植规划

中进行相应的引导和支持。

４　展望与建议

内蒙古地区的中蒙药生态种植既有着深厚的基

础和应用历史，又是一项新兴的产业，在当前我国

水土资源日益紧缺、社会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危机

频发的背景下更是有着深远的意义，发展中蒙药生

态种植产业符合我国宏观产业政策，是我国实施环

保政策的必然选择，也是国际食品安全要求和打破

贸易壁垒的需要；但在当今世界社会、经济大环境

下，对中蒙药药材生态种植产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

挑战，在产业基础、认知程度、市场环境、政策导

向等等诸多影响因素中，今后应优先考虑以下两个

方面问题。

４１加强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的研制和推广

近年来，随着中蒙药药材需求量激增，种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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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逐年加大，但内蒙古地区养殖业萎缩，牲畜粪便

腐熟后的农家肥和人力资源日显不足，从而导致了

化肥农药用量逐渐增大，对土壤结构、生态环境、

药材品质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原有健康

的中蒙药药材生态种植模式正日趋衰弱。生物肥料

既能提供营养，同时还能利用生物分解和消除土壤

中的农药、除锈剂等污染物而达到改良修复土壤。

生物农药是对农业有害生物进行杀灭或抑制的制剂，

具有选择性强，对人畜安全，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等

特点。目前针对农作物的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有已

经有着一定的基础并在快速发展，但是中蒙药药材

的专用生态农药和生物肥料研制和推广基本处于空

白状态，今后应大力加强，以解决目前药农们选无

可选的状态，才能真正使内蒙古地区中蒙药药材生

态种植得以持续健康的发展［２２２３］。

４２加强政府行为，进行政策导向和支持

中蒙药药材生态种植事业是一个开拓性的新生

事物。任何一项事业，在其起步和发展初期均需要

给予大量的投资和精心的扶持，其中政府行为尤为

重要。我们以生态农业为例，目前几乎所有欧盟成

员国都为其农场主提供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中的一

种）补贴，如德国是将补贴直接发给农场主，荷兰则

不仅给农场主补贴，还投资建立营销体系；丹麦政

府１９９５年对有机食品的补贴和对有机农业研究的资
助高达１０００万美元，并由政府组织成立了有机农业
研究中心［２４］。对我区中蒙药生态种植而言，政府应

当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导向，完善认证体系，在

用生态模式种植的中蒙药药材的生产、销售等环节

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补贴措施和税收优惠政策，在基

础设施建设、市场规范管理与信息共享等方面给予

中蒙药药材种植产业政府支持，将会促进了中蒙药

种植产业积极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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