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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广东省发展林药的优势，包括产业发展对南药、林业产业发展及对环境的影响，总结了广东省发

展林药存在种质资源匮乏、产品销路不畅及没有规模化种植的问题，提出从林药品种、科学研究、种植

及示范基地建设角度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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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Medicine under the forest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cluding th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medicine, forestry industry and the environ-
ment are analyzed; the problems including the lack of germplasm resources, poor product sales, 
and large-scale planting are conclude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cluding forest 
medicine varie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planting and demonstration base construction are put for-
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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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广东省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区，光、热和水资源非常丰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对植物的

生长和发展非常有利。南药是我国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地区的地道药材，南药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和观

赏价值，是中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种植生产于湖南、江西、福建、海南、台湾等省区和大部分

地区。很多南药因具有挥发油成分，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如对胃肠道及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抗感染、

促透作用等[1]。 
林下经济作为新型林业产业的重要内容，因投入小，见效快近年来发展迅速，是林业产业集群的重

要组成部分[2] [3]。发展林下经济可以提高森林土地利用率，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农林收入，带来

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林药复合系统是指通过在森林地区种植如草珊瑚、砂仁等药材品种，提高林地

利用效率[4]。林药种植投入小，见效快，是经济收益显著的立体农林生态系统，是我国最具林业特色的

林下经济发展模式之一，近年来随着南药药材需求的不断增加，筛选适合林下生长的南药品种，增加林

业附加值的研究逐渐增多[5]。如草珊瑚市场需求量大，但野生资源供应不足[6]，在广西地区在桉树林下

种植草珊瑚能够显著提高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7]；连细春等(2014) [8]研究杉木林下种植白芨生物量与上

层郁闭度的关系，探索白芨林下种植新模式；在杉木林套种的多花黄精能够正常生长发育，并且对杉木

的生长也有积极的作用[9]。罗礼江等(2017) [10]通过林下金线莲种植实验，分析成活率及生长发现，金

线莲在林下生长良好。山核桃林下套种多花黄精能够有效缓解市场需求压力，同时提高山核桃林的经济

效益[11]。 
林药模式是林下经济的重要发展模式，是一种高效、可行的经营模式，能够实现林业资源的合理规

划和优势互补。广东省林业资源丰富，发展林药产业，扩大林药种植面积，深入研究林药种植生长模式，

建立规模化林药种植示范基地，具有很大优势。 

2. 广东发展林药的优势 

2.1. 林药发展的优势 

林冠会通过对光照的吸收、反射和散射改变林下光照条件，进而影响林下植被的种子萌发、物种更

新、组成和分布，决定种群特征及生物多样性等，这种条件满足需要遮荫环境生长的植物的需求。林木

生长周期较长，见效慢，种植林药能够以短养长，顺利实现生态林业和绿色中药材的可持续发展。 
对南药生长的作用：林药种植模式能够使适宜林下种植的药用植物重新回到自然环境下进行野生化

栽培，能够使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得到恢复[12]。有些南药品种适宜林下环境生长，能充分利用空间。林药

复合经营的模式一方面可以利用林地与药用植物生长特性的结合，筛选最佳种植模式，如在干旱半干旱

地区耐旱灌木与药用植物的复合经营，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与柠条(Caragana korshinskii)等灌木的

复合种植[13]。南方丘陵地区，如在海南和雷州半岛地区，有橡胶 Hevea brasiliensis 与砂仁 Amo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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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osum 种植模式[14]。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林木树龄结合种植药用植物，在幼龄林郁闭度较小的选择喜阳

药用植物种植，随着树木生长郁闭度增加再选择半喜阳药用植物，当林内形成荫蔽环境之后，再选择喜

荫药用植物[15] [16]。如喜荫植物绞股蓝，当林下光环境为自然光 30%~40%时，更加有利于光合作用的

进行[17]。 
对林业发展的作用：林药种植能够通过改善林木生长环境提高林木的生长和品质，如有些南药具有

特殊的气味，能够控制林业害虫[18]，林药复合种植也可以通过降低生态系统温度，提高湿度[19]，促进

林木的生长，综合提高林业种植效益[20]。 
对环境的影响：林下种植能够促进喜荫植物的生长，形成林下植物与森林高效生长互惠互利的良性

循环模式，改善土壤肥力和结构，增加土壤有机碳[21]，降低 pH 值，改善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数量[22]，
提高系统水分利用率[23] [24]，有助于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增强整个生态系统稳定性[25]，最终提高生

态效益，还能够解决纯林因生物多样性单一所带来的土壤沙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保护生态环境[7]。 

2.2. 广东省发展林药的优势 

广东省是我国的南大门，水资源丰富，热量充足，截止 2019 年，森林资源覆盖率达 58%以上。广东

省还是我国第一经济大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带动了南药需求量的增加。广东

省已有林药种植的研究基础，如李晨晨等(2018) [26]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林场内开展实验，发现杉

木+草豆蔻能够改良杉木生态公益林的土壤理化性质，可以推广应用。郑希龙等(2009) [27]曾调查发现，

东莞市有 185 种药用植物资源种类。 

3. 广东发展林药存在的问题 

3.1. 种质资源匮乏 

南药应用范围较大，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带来的最大问题是资源的匮乏。林药不同品种对环境要求的

差异，使得引入的林药种质资源由于缺乏对植物本身的生理生态习性的研究，往往导致种植失败，筛选

成功可供种植的种质资源品种不多。 

3.2. 产品销路不畅 

由于林药种植较为零散，种植过程中，多以自产自销的形式为主，没有固定的销售渠道和销售平台，

苗木或药材滞销现象较多，价格波动大，具有一定的风险[28]。以药材生产为目的开展大规模种植和研究，

鼓励专门的药材加工龙头企业按期收购，是解决苗木和药材销售的好方法。 

3.3. 种植没有规模化 

广东省林药种植面积较为分散，不成规模。由于南药本身对环境条件要求的差异，林下种植也受到

一定的条件限制，缺乏先进的种植技术和技术指导，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种植后的管理如病虫害防治也

不到位，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林药种植质量、产量和品质难以保证，种植模式无法大规模发展起

来。最终，分布面积有限，人们的认知也有局限性，进一步限制了林药的规模化种植[29]。 

4. 广东发展林药的对策建议 

4.1. 大力引进和筛选适合的林药品种 

加强与南药研究较为先进的科研单位及南药种质资源较为丰富地区的合作，大力引进南药品种，积极

开展实验室模拟及同步林下种植试验，开展适合广东省林下种植的林药种质资源的筛选和栽培试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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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合理规划，制定政策鼓励林药种植和科学研究 

为了保障林药种植得到最大收益，政府部门应该进行合理规划，结合市场调研，组建林药产业开发

部门进行全面指导和支持[30]，鼓励农民开展林药种植，相关科研单位加强研究，开展林药种苗销售引导，

帮助林农规避风险，采取奖补及定期培训的方式带动农民，加强农民开展林药种植工作的积极性，及时

解决技术难题，帮助农民创收，提高林药种植户收入，促进林药种植产业的发展[31]。 
要遵循生态学规律，加大资金支持，积极开展林药科学研究，科研技术是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

力量，在林木生长的不同阶段，根据郁闭度和湿度等的差异筛选不同耐阴性的林药种类，如比较阴暗，

湿润的地方选择黄精[11]，林窗大，郁闭度较低的林下可选择金钱草[32]，使得林木生长的各个阶段都能

产生经济和生态效益。为了保障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不出现问题，必须不断地探索新的种植技术来加以

保障。 

4.3. 建立林药种植示范基地 

在广东省不同林型下建立林药种植示范基地，逐步开展规模化种植，开展示范引导。筛选面积较大

的纯林如桉树林适合种植的南药种类，开展野外观测试验，记录分析南药生长的农艺性状，开花结实现

象，产量及药材品质，在野外真实环境下筛选适合林下种植的南药种类，并开展市场价值分析，为大规

模推广做好前期试验基础。加大对种植基地的扶持力度，在示范基地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水电等配

套设施，提高生产销售等环节的管理水平。为种植户和种植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倡导科学种植理念，示

范带动林药产业化发展，保证林药产业快速发展[28] [33]。 

5. 结语 

林药复合生态系统能够改善群落结构，增强种群抗逆性，减少农药化肥施用，提高光能利用率，资

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同时能够缩短林业经济周期，增加林业附加值，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最终带

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随着人们对南药需求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林药种植技术的不断改进及

相关机构的支持，林药产业在广东省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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