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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材趁鲜切制是一种产地加工方式， 具有稳定药材质量、 避免重复劳动等优势， 近两年， 国家及各省市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陆续出台了趁鲜切制相关政策， 积极推动趁鲜切制工作实施。 本文对相关政策进行了汇总， 从实施方

式、 执行范围、 执行要求、 遴选流程等方面对政策要求进行比较研究， 从药用部位、 功效分类等角度对涉及品种进行

梳理分析， 并从统一政策要求， 进行品种聚焦， 缩小区域差异等角度提出建议， 以期为后续省市政策出台、 相关省市

政策优化、 有关企业政策落实提供支持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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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鲜切制是按照传统加工方法或具有科学理论依据的

由传统加工技术演化形成的现代加工方法， 将采收的新鲜

中药材或未全干中药材切制成片、 块、 段、 瓣等， 然后干

燥的加工方式， 属于中药材产地加工的方式之一。 趁鲜切

制可改变中药材的原始形态， 但未改变其属性。 趁鲜切制

可以减少后续中药饮片生产过程中浸润、 切制、 再干燥的

加工环节，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中药材、 中药饮片质

量， 同时可提高中药饮片生产效率［１⁃２］ 。 中药材趁鲜切制古

已有之， 我国最早的中药炮制专著 《雷公炮炙论》 对茜

草、 桑白皮等药材的趁鲜切制方法已有记载［３］ ， 《本草纲

目》 等后期本草也有记载和补充［４⁃６］ 。
但随着时代发展， 尤其是中药饮片生产严格执行 《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中药材生产倡导执行 《中
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ＡＰ）， 加之 “饮片形态的中药

材” 和 “药材形态的中药饮片” 界限模糊， 导致出现了部

分企业用趁鲜切制药材直接代替中药饮片使用的不合规行

为。 为系统解决这一问题， 一大批科研及生产单位不断探

索中药饮片产地加工与炮制生产一体化［７⁃１０］ ， 并在此基础

上推动监管层面政策创新。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国家药监局

综合司 《关于中药饮片生产企业采购产地加工 （趁鲜切

制） 中药材有关问题的复函》 （下文简称国家局 《复函》 ）
明确指出， 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可从具备健全质量管理体系

的产地加工企业采购趁鲜切制中药材用于中药饮片生产。
自此， 全国大范围探索中药材趁鲜切制的帷幕拉开，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下文简称各省市） 纷纷出台相关政策，
指导本辖区中药材趁鲜切制工作实施。

本文对相关趁鲜切制政策进行汇总， 从实施方式、 执

行范围、 执行要求、 遴选流程等方面对政策要求进行比较

研究， 并从药用部位、 功效分类等角度对涉及品种进行梳

理分析， 同时从统一政策要求， 进行品种聚焦， 缩小区域

差异等角度提出建议， 以期为后续省市同类政策出台、 相

关省市政策优化、 有关企业政策落实提供支持和依据。
１　 政策现状及分析

１ １　 趁鲜切制政策现状　 本研究汇总各省市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官方渠道发布的趁鲜切制中药材政策，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全国 ３４ 个省级行政区域已有 ２５ 个省市出台产地

趁鲜切制相关政策， 其中 ２２ 个省份涉及品种目录。
在趁鲜切制政策落地执行方面， 已有 ３ 个省市公布趁

鲜切制企业名单及品种目录， 包括安徽省亳州市 １７ 家企

业、 ８ 个地产中药材品种［１１］ ， 甘肃省 ２０ 家企业、 ６ 个大宗

地产品种［１２］ ， 山东省 ５ 家企业、 ６ 个中药材品种［１３］ 。
１ ２　 趁鲜切制政策分析　 各省市中药材趁鲜切制政策基于

本辖区资源现状及产业发展水平， 在允许方式、 执行范围、
执行要求、 遴选流程等方面提出不同要求， 见表 １， 呈现

出不同的地域特点。 大致可归纳为侧重供给端资源输出类、
侧重需求端合规使用类以及供给与需求统筹兼顾类 ３ 种主

要类型。
１ ２ １　 侧重供给端资源输出类政策　 甘肃、 安徽、 吉林均

为传统中药材资源大省， 域内道地药材众多， 中药材供应量

较大， 该三省发布的趁鲜切制政策均明确提出支持本辖区内

趁鲜切制生产企业面向全国销售趁鲜切制产品， 侧重于推动

域内资源向外输出， 旨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２０７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第 ４６ 卷　 第 ２ 期

中 成 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２



表 １　 各省份趁鲜切制政策要素对比表
序号 省份 允许方式 执行范围 执行要求 遴选流程 文献

１ 陕西 自收自制 ／ 委托
加工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陕西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省内

自收自制：需在药品年度报告上
说明
委托加工：需在药品年度报告上
说明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
委托加工：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企业审评

［１４］

２ 山东 自收自制 ／ 委托
加工

企业性质：省内药品生产
企业
执行目录：山东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省内

自收自制：向所在地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派出机构报告，并在药
品年度报告中列明相关情况
协议委托：向所在地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派出机构报告，并在药
品年度报告中列明相关情况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所在地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符合性
检查评审
委托加工：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企业审评⁃所在地
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符
合性检查评审

［１５］

３ 天津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天津市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协议采购：未提及采购行为需在
药品年度报告上说明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采
购方中药饮片企业审评⁃市药监
局备案

［１６］

４ 甘肃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全国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甘肃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省内

协议采购：未提及采购行为需在
药品年度报告上说明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地
方政府遴选⁃使用方中药饮片企
业审计

［１７］

５ 安徽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协议采购：未提及采购行为需在
药品年度报告上说明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企业审计

［１８］

６ 云南 自收自制 ／ 协议
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药品生产
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自收自制：涉及自建车间或生产
线的需在《药品生产许可证》副
本上载明
协议采购：向所在地药监部门报
告，未提及采购行为需在药品年
度报告上说明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所在地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符合性
检查评审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药品生产企业审评⁃药监部
门备案

［１９］

７ 贵州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协议采购：在药品年度报告中列
明相关情况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地
方政府遴选⁃使用方中药饮片企
业审计

［２０］

８ 福建 自收自制 ／ 委托
加工 ／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自收自制：向省药监局报告，并在
药品年度报告中列明（在省内设
立趁鲜加工生产线或异地车间
的，应向省局申请药品生产许可
变更，在《药品生产许可证》副本
上载明）
委托加工：向省药监局报告，并在
药品年度报告中列明
协议采购：未提及采购行为需在
药品年度报告上说明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省药监局备
案或审评
委托加工：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省
药监局备案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

［２１］

９ 吉林 自收自制 ／ 委托
加工 ／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全国药品生产
企业
执行目录：吉林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省内

自收自制：需在药品年度报告上
说明
委托加工：需在药品年度报告上
说明
协议采购：需在药品年度报告上
说明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
委托加工：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药品生产企业审评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药品生产企业审评

［２２］

１０ 湖北 自收自制 ／ 委托
加工 ／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自收自制：需在药品年度报告上
说明
委托加工：需在药品年度报告上
说明
协议采购：需在药品年度报告上
说明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
委托加工：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

［２３］

１１ 湖南 自收自制 ／ 协议
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药品生产
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省内

自收自制：向所在地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报告，并在药品年度报
告中列明相关情况
对外采购：向所在地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报告，并在药品年度报
告中列明相关情况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属地省药监
部门备案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属
地省药监部门备案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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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号 省份 允许方式 执行范围 执行要求 遴选流程 文献

１２ 重庆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对外采购：向所属区域检查局报
告，并在药品年度报告中列明相
关情况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属
地区域检查局备案

［２５］

１３ 江西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生产
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协议采购：向所属区域药品监管
部门报告，并在药品年度报告中
列明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生产企业审评⁃属地区
域药品监管部门备案或评审

［２６］

１４ 广东 自收自制 ／ 协议
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生产
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自收自制：在药品年度报告中列
明相关情况
协议采购：在药品年度报告中列
明相关情况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生产企业审评

［２７］

１５ 浙江 自收自制 ／ 协议
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浙江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自收自制：向所在地的设区市市
场监管部门报告，在药品年度报
告中列明相关情况
协议采购：向所在地的设区市市
场监管部门报告料，在药品年度
报告中列明相关情况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所在地的设
区市市场监管部门备案或审核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所
在地的设区市市场监管部门备案
或审核

［２８］

１６ 河南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对外采购：未提及在药品年度报
告中列明相关情况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

［２９］

１７ 内蒙古 自收自制 ／ 委托
加工 ／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自治区内药品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自收自制：向所在地自治区监局
局检查分局报告
委托加工：向所在地自治区药监
局检查分局报告
协议采购：向所在地自治区药监
局检查分局报告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属地检查分
局备案或审评
委托加工：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属
地检查分局备案或审评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属
地检查分局备案或审评

［３０］

１８ 广西 自收自制 ／ 协议
采购

企业性质：自治区内中药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自收自制：向所在地检查分局报
告，并在药品年度报告中列明相
关情况
协议采购：向所在地检查分局报
告，并在药品年度报告中列明相
关情况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属地检查分
局备案或审评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属
地检查分局备案或审评

［３１］

１９ 江苏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生产
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协议采购：在药品年度报告中列
明相关情况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

［３２］

２０ 新疆 自收自制 ／ 协议
采购

企业性质：自治区内中药饮
片生产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自收自制：向自治区药监局报告，
在药品年度报告中列明相关情况
协议采购：在药品生产企业年度
报告中列明相关情况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省药监局备
案或审评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

［３３］

２１ 辽宁 自收自制 ／ 协议
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生产
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自收自制：向省药监局报告，并在
药品年度报告中列明相关情况
协议采购：向省药监局报告，并在
药品年度报告中列明相关情况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省药监局备
案或审核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省
药监局备案或审核

［３４］

２２ 黑龙江 自收自制 ／ 协议
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药品生产
企业
执行目录：黑龙江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自收自制：告知省药监局，并在药
品年度报告中列明（设立趁鲜加
工生产线或异地车间的，应向省
局申请药品生产许可变更，依法
在《药品生产许可证》副本上载
明）
协议采购：在药品年度报告中列
明相关情况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省药监局备
案或审核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药品生产企业审评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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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号 省份 允许方式 执行范围 执行要求 遴选流程 文献

２３ 宁夏 自收自制 ／ 协议
采购

企业性质：自治区内药品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自收自制：向当地县级药品监管
部门报告，在度报告中列明相关
情况
协议采购：向当地县级药品监管
部门报告，在度报告中列明相关
情况

自收自制：企业自评⁃当地县级药
品监管部门备案或审核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药品生产企业审评⁃当地县
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或审核

［３６］

２４ 四川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协议采购：在药品年度报告中列
明相关情况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

［３７］

２５ 山西 协议采购 企业性质：省内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
执行目录：全国各省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不限

协议采购：在药品年度报告中列
明相关情况

协议采购：趁鲜切制企业自评⁃使
用方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审评

［３８］

１ ２ ２　 侧重需求端合规使用类政策　 药品生产企业为产地

趁鲜切制中药材的使用主体， 天津、 福建、 湖南等 ２１ 个省

市趁鲜切制政策从规范辖区中药生产企业使用趁鲜切制药

材的角度出发， 强化落实药品生产企业药品上市许可人主

体责任， 强调生产企业在趁鲜切制药材生产活动中应具备

相当的质量管控能力和体系资质。
１ ２ ３　 供给与需求兼顾类政策　 山东省为中药资源大省、
中药工业强省， 内循环供需充足， 《山东省规范中药材产地

趁鲜切制加工指导意见》 是国家局 《复函》 后第一个公布

的省级指导意见。 其对趁鲜切制生产企业与使用趁鲜切制

药材的中药生产企业进行关联绑定， 限定药品生产企业可

在省内中药材产地自收自制或者协议委托具有工商营业执

照的省内中药材种植养殖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中药

材产地趁鲜切制加工的相关活动。
２　 品种现状及分析

２ １　 趁鲜切制品种现状　 目前 ２５ 个已出台产地趁鲜切制

政策的省市， 除四川、 江苏和贵州外， 均已发布本省趁鲜

切制品种目录， 其中 ２１ 个省市为正向许可目录， 数量汇总

见图 １； 广东省从不同角度出发， 公布中药材产地趁鲜切制

风险管控品种目录， 提醒 ７６ 个品种应谨慎开展产地趁鲜切

制， 要求目录内品种如开展产地趁鲜切制， 需要进行充分

的评估， 并向监管部门提交相关资料进行审批。

图 １　 各省份品种数量分布图 （２１ 个正向许可省份）

　 　 汇总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允许趁鲜切制品种及上述

２１ 个省市趁鲜切制正向许可目录， 充分考虑几种特殊情况，
见表 ２， 扣除重复品种后趁鲜切制品种总计 ２１２ 个。 其中有

１８８ 个品种为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品种， 占比 ８８ ６８％ ；
其余 ２４ 种为地域性显著的地方习用药材， 主要集中在福

建、 浙江、 广西和吉林 ４ 省份目录里。
２ ２　 趁鲜切制品种类型分析

２ ２ １　 趁鲜切制品种药用部位分析　 允许产地趁鲜切制的

１８８ 个 《中国药典》 收录品种， 按药用部位分属多个大类，
见图 ２， 其中根及根茎类、 茎木类、 全草类数量排名前三，
品种数量分别为 ９５、 ２４、 ２１ 种， 占比分别为 ５０ ５３％ 、
１２ ７７％ 、 １１ １７％ 。 这种药用部位数量分布特点与开展中药

材趁鲜切制可避免 ２ 次浸润、 重复加工的初衷高度契合。

图 ２　 按药用部位分类品种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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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品种统计特殊情况说明
序号 涉及品种名称 情况说明

１ 枳实、枳壳 湖南省公布的 １５ 个品种目录，将枳壳和枳实合计为一种枳壳（实），依据《中国药典》记载，二者为不同
的药材品种，故计为 ２ 种

２ 关黄柏 黑龙江省公布的 ４２ 个品种目录，关黄柏即可切丝又可切片，进行了重复统计，故就中药材品种数量而
言，实际为 ４１ 种

３ 金樱子、金樱子肉 湖北省、广西自治区目录里分别出现的金樱子肉，天津市目录里出现的金樱子，根据药材性质判定统一
为 １ 种药材

４ 紫苏、紫苏子、紫苏梗 安徽省目录里出现的紫苏，默认为紫苏叶，区别于黑龙江省目录里的紫苏子、紫苏梗，统计为 ３ 种不同的
药材品种

５ 郁金、温郁金 浙江省品种目录里出现的温郁金，是《中国药典》郁金品种项下的区域性道地品种，故实为 １ 种药材

６ 山药、广山药、福建山药 广西壮族自治区目录里的广山药，福建省目录里的福建山药，经产地及文献研究［３９］ 确认，广山药基原为
褐苞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ｐｅｒｓｉｍｉｌｉｓ Ｐｒａｉｎ ｅｔ Ｂｕｒｋｉｌｌ、福建山药多为参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ａｌａｔａ Ｌ．和褐苞薯蓣，不同于药
典品种山药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ｏｐｐｏｓｉｔａ Ｔｈｕｎｂ．的基原，所以在统计中将三者单列，默认为 ３ 种不同的药材

７ 赤芍、新疆赤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目录里出现的新疆赤芍，经文献研究［４０］ ，确定与药典品种赤芍基原一致，归并为 １ 个
品种

８ 莲子、白莲子 湖南目录里出现的白莲子，为莲子在湖南地区的优质品种，故归并为 １ 个品种

２ ２ ２　 趁鲜切制品种功效分析　 允许产地趁鲜切制的 １８８
个 《中国药典》 收录品种， 按品种功效分属多个大类， 见

图 ３， 其中清热类、 补虚类、 活血化瘀类数量排名前三， 品

种数 量 分 别 为 ３８、 ２５、 ２１ 种， 占 比 分 别 为 ２０ ２１％ 、
１３ ３０％ 、 １１ １７％ 。

图 ３　 按功效分类品种数量分布图

３　 思考及建议

３ １　 存在的问题

３ １ １　 各省市趁鲜切制政策内容差异性大　 ２５ 个省市已发

布的中药材趁鲜切制政策， 内容在遵循国家局 《复函》 核

心原则的基础上， 部分细节内容存在较大差异， 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允许方式， 各省市中药生产企业落

实产地趁鲜切制的方式不同， 在自收自制、 委托加工和协

议采购 ３ 种形式中各有不同的涉及； 二是执行范围， 各省

市政策在可执行品种目录、 产地加工企业位置限定等方面

的规定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三是执行要求， 自收自制、 委

托加工或协议采购相关行为是否需要在年度报告中说明，
是否需在生产许可证副本上载明等， 各省份要求也不尽相

同； 四是遴选流程， 在执行产地趁鲜切制的中药生产企业

和产地加工企业的遴选流程上各省要求不一， 在企业自评

的基础上， 部分省份要求涉及单位需要经过政府相关部门

的遴选和公示。
在当前各省市中药材、 中药饮片标准逐渐全国大统一

的趋势下， 各省市趁鲜切制政策的差异化不利于中药资源

在全国范围内流通， 也会对企业执行带来困扰。
３ １ ２　 各省市趁鲜切制政策涉及品种离散性高　 汇总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和 ２１ 个省市趁鲜切制目录发现涉及品种

共 ２１２ 个， 整体呈现大的离散性， 见图 ４。 在这 ２２ 份品种

目录里， 仅出现 １ 次的品种 １１７ 个， 占比 ５５ １９％ ； 重复出

现的品种 ９５ 个， 占比 ４４ ８１％ ， 其中高频次 （出现次数大

于 ３） 品种 ３６ 个， 占比仅为 １６ ９８％ ， 见图 ５。
３ １ ３　 各省市趁鲜切制推动力度区域分化性大 　 国家局

《复函》 后， 虽然大多数省市已启动趁鲜切制工作尝试， 但

政策力度、 实施步调以及品种聚焦存在较大差异。 政策力

度方面， 广东省政策开放力度最大， 出台反向限定目录，
提醒风险管控的同时倾向于最大力度开放； 品种数量方面，
天津市许可品种数量最多， 有 ５１ 个， 江西省最少， 仅枳壳

１ 个品种； 聚焦品种方面， 多数省份聚焦传统大宗品种， 少

数省份兼顾地区性习用品种。 虽然这种差异是因为各省市

资源条件和实施基础不同， 但呈现这种分化不利于全国层

面产地趁鲜切制的平衡推动， 乃至中医药产业的均衡发展。
３ ２　 建议

３ ２ １　 主动尝试， 探索省际间互通　 提高生产效率， 推动

生产集聚和资源流通是实施中药材趁鲜切制的目的之一，
但目前各省市趁鲜切制政策的差异， 造成省际资源交互性

差， 中药资源全国范围大协同成效不显著。 改变这种现状

需要强化省际之间的合作， 鼓励资源型省份与需求端省份

之间产业联动， 关联省份尽早实施政策互认或联合出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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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品种⁃频次分布图

图 ５　 高频次品种出现次数展示图

通政策， 明确监管主体和产业上下游责任， 打通资源交流

路径。 中药生产企业更要发挥主推力， 积极开展产地趁鲜

切制药材的质量标准与生产工艺研究， 主动向资源产地发

出联动邀约， 探索省际趁鲜切制产业协同模式。
３ ２ ２　 尊而不唯， 注重系统性突破 　 趁鲜切制优势显著，
应积极鼓励已通过公示的趁鲜切制生产企业在行业内开展

宣传和经验分享， 扩大影响力。 但同时中药生产企业也应

认识到解决饮片生产中重复劳动、 成分流失等顽疾并不能

仅仅依赖趁鲜切制， 企业应凝聚资源、 技术优势， 探索突

破中药饮片常规生产中的成本瓶颈与技术难点， 系统性保

障产业健康发展。
３ ２ ３　 类别聚焦， 共享大宗品种经验　 根及根茎类、 茎木

类、 全草类药材在饮片传统生产过程中普遍会因浸润、 切

制、 干燥等工序带来额外的资源损耗和成本增加， 破解这

一困局， 趁鲜切制是非常有效的途径， 也正因此很多省市

趁鲜切制聚焦于这 ３ 种类型的中药材。 为进一步扩大成效，
突出趁鲜切制的优势， 应总结其他省市相关品种经验， 向

同品种、 同类型药材推广， 甚至可尝试以药材类型为区分，
分类推出趁鲜切制品种目录， 高效化的解决企业生产共性

痛点。
３ ２ ４　 特色凸显， 满足地方品种需求　 在一部分省市趁鲜

切制目录里， 地方特色品种占据着较大比例， 这些趁鲜切

制产品流通范围特定， 针对区域需求。 围绕这些品种， 可

由当地中药饮片生产的龙头企业牵头制定趁鲜切制药材地

方标准， 相关政府部门予以支持和审核， 形成特色规范和

标准， 加速提高特定区域内生产、 流通、 使用及监管的顺

畅性。
４　 结语

中药材趁鲜切制即可稳定、 提高中药材及中药饮片质

量， 又能减少重复劳动， 降低资源消耗， 优势显著， 积极

推动中药生产企业采购趁鲜切制中药材用于生产， 能有力

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促进节约型社会构建。 本文从多

个角度对已出台的趁鲜切制政策进行汇总分析， 以期为后

续省市政策出台、 相关省市政策优化、 有关企业落实执行

提供参考， 但中医药事业发展日新月异， 行业跨界协同日

趋繁密， 中药材趁鲜切制的相关政策也将不断更迭， 本文

提出的观点与建议其深入度和适应性尚需在趁鲜切制全国

范围内推行和普及过程中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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