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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十大皖药”铜陵凤丹示范基地建设现状，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方法：总结铜陵凤丹

示范基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结果：铜陵凤丹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种植集

约化、规模化程度不高；原种保护意识不强；药用凤丹质量标准亟待提高等。应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发

展优质种源，提升竞争优势；规范检测，提高质量标准，提升药材品质；加强宣传，弘扬传统文化，提升

品牌价值。结论：应紧紧围绕铜陵凤丹“安徽四大名药”的药用价值，加强中药材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产

学研通力合作，对示范基地实行动态管理，确保“十大皖药”示范基地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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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ongling Fengdan in "top ten great 
Anhu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nd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Fengdan base. 
Methods: To summarize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nstration base of Tongling Fengdan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Results: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ongling Fengdan 
industry demonstration base were as follows: low degree of planting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weak 
awareness in protecting original species of Tongling Fengda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standards of 
Fengdan, etc.  Actual situation and  local condi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developing high quality provenance 
and enhanc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Detection should be standardiz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standards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medicinal material. Public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mot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e brand values. Conclusion: To build the "top ten great Anhu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demonstration base, it is suppos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edicinal value of Tongling Fengdan in "four famous 
Anhu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It is significant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nd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of production, study and research. Finally, it is 
important to implement dynamic management of the demonstration base to ensure "top ten great Anhui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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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cines" demonstration base construction to achieve substantiv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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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牡丹又称凤丹（芍药科芍药属植物牡丹

Paeonia ostii T. Hong et J.X.Zhang 的干燥根皮，以

下简称凤丹或丹皮），属于我国三大牡丹品种群

（中原牡丹、紫斑牡丹和江南牡丹）之一，是国家

基本药物“六味地黄丸”等系列中成药品种的主要

原料[1]，历来与白芍、菊花、茯苓并称为“安徽四

大名药”而驰名中外[2]。2016年，根据安徽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十大皖药”产业示

范基地遴选建设工作的通知》精神，经企业申报、

政府推荐、专家评审、部门审定等程序，铜陵凤丹

被列入首批 “十大皖药”产业示范基地目录[3]（包

括霍山石斛、亳州白芍、宣城宣木瓜、铜陵凤丹、

宣城断血流、金寨茯苓、旌德县黄精、滁州菊花、

亳州桔梗以及金寨灵芝等），从而为铜陵凤丹的发

展带来了契机。 

“十大皖药”首先应该突出“药”，为推进

“十大皖药”铜陵凤丹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笔者对

铜陵药用凤丹的现状、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对推进基地建设提出了一

些建议。

1   铜陵凤丹示范基地建设状况
近年来，铜陵始终高度重视凤丹产业发展，

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在提升基地建设、加强政策扶

持、培育龙头企业、扩大综合开放、加大特色宣传

以及深化应用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力推动

了牡丹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已经初步形成以凤丹基

地建设为依托，旅游开发、制药、牡丹籽深加工以

及牡丹文化共同发展的格局。

2   铜陵凤丹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存在的问题
2.1   种植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不高

目前，铜陵地区已建成10个规模种植基地，

新增丹皮种植面积7000余亩，凤丹种植点面积已

达1.2万余亩。但是，各个凤丹种植点面积不大、

集约化程度不高，导致凤丹产量和质量出现一定

波动，影响了市场供应，最终导致铜陵凤丹发展

困难。

2.2   铜陵凤丹原种保护意识不强

近年来，铜陵凤丹质量有所下滑，且和其他

地区的丹皮相比辨识度下降，这给铜陵凤丹带来了

很大损失。除了与丹皮市场不景气、田间管理不佳

等因素有关外，还有以下原因：一是观赏凤丹与药

用凤丹混杂栽培现象普遍，植物花粉互授，可能对

药用凤丹原种基因产生影响，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

究。二是《中药大辞典》[4]称，牡丹皮“安徽铜陵

凤凰山所产质量最佳，称为凤丹”，铜陵凤凰山凤

丹应是凤丹的原种栽培基地，但目前尚未有政府组

织或企业对该地凤丹原种进行保护。

2.3   药用凤丹质量标准亟待提高

铜陵凤丹质量优，但市场价格优势并未显

现。凤丹从鲜苗定植到根系成熟起挖一般需要4年

时间，每亩周期成本为13200元。目前，丹皮（统

货）价格约为24元/公斤，按照平均亩产（统货）

600 kg计算，产值为14400元，4年净利润为1200

元，平均年收益仅300元上下；铜陵丹皮价格仅仅

高于其他丹皮的10%～20%[5]，其中，没有单独的

质量标准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因此，进行

道地药材质量标准提高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

价值。

3   推进铜陵凤丹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的建议
铜陵凤丹历史悠久，已有1600余年的种植历

史，规模种植距今也已600余年。对于如何推进铜

陵凤丹产业示范基地建设问题，笔者认为，应紧扣

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推进“十大皖

药”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方案》，在提升道地中

药材质量、保证道地中药材产量、提升道地中药材

品牌等3个方面下功夫。

3.1   因地制宜，发展优质种源，提升竞争优势

3.1.1   建成优质种源栽培基地，提升道地中药材

质量

铜陵丹皮质量好，种植年限长，采收晚，药

材外形好看，不需要去除外皮。抽去木质心后，其

他地方的药材会有缝隙；而铜陵丹皮无此现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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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铜陵凤丹良好的收缩能力。其他地方的药材需

要刮皮（因外形差，颜色不好看，虫疤多等），如

亳州丹皮等；而铜陵药材则不需要。此外，煎煮

时，铜陵凤丹不烂不化，煎煮后仍然成形；而其

他地方的药材则容易煮糊。这些都是铜陵凤丹的特

色所在[6-7]。但是，铜陵地处皖中南，属于丘陵地

带，凤凰山地形较为复杂，难以同河南洛阳、山东

菏泽等地的平原地带一样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

植。因此，企业应在当地政府引导下，选定特定区

域（如铜陵凤凰山）作为“凤丹”原种产地，药用

铜陵凤丹必须从种源基地（铜陵凤凰山及周边凤丹

宜种地）引种栽培。只有保证种源，才能做到药材

道地。

3.1.2  建成规范化种植基地，保证道地中药材产量

规范化种植应从种质筛选（如选择果大、心

皮数多、籽粒饱满的优质凤丹）、土壤农残和重金

属检测（如选择凤凰山金沙土，控制土壤六六六、

DDT等物质）[2，8]、栽培技术（如地膜覆盖、施肥

方式等丰产技术）、病虫害防治（如与禾本科作

物轮作、药剂防治、生物防治）等[9]多方面综合考

虑，保证铜陵凤丹原种栽培；同时，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手段改造传统生产工艺和生产装备，扩大种植

规模，规范种植技术，提高铜陵凤丹产量，保证优

质铜陵凤丹的市场供应。 

3.2   规范检测，提高质量标准，提升药材品质

铜陵凤丹使用价值较大，除药用外，其花蕊

可供花茶饮用、种子可提取牡丹籽油供食用等；但

“十大皖药”的中心还是“药”，彰显铜陵凤丹特

色，必须通过规范检验项目和检验手段来提升品

质。一是制定道地药材质量标准，突出铜陵凤丹

的价值。有研究资料[10-11]表明，铜陵凤丹其丹皮酚

含量达2.888%；而四川垫江牡丹为1.646%、山东

菏泽牡丹为0.711%、河南洛阳牡丹为0.452%。但

《中国药典》[1]（2015年版第一部）仅规定：本品

按干燥品计算，含丹皮酚不得少于1.2%，没有真

正体现出铜陵凤丹的优势。因此，制定铜陵凤丹质

量标准，对于凸显铜陵凤丹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研究铜陵凤丹DNA指纹图谱，凸显铜陵凤丹特

色。中药DNA指纹图谱是指中药材经适当处理后，

采用一定的分析手段，得到的能够标示其化学特征

的色谱图或光谱图，主要用于评价中药材质量的真

实性、优良性和稳定性。有研究[12-13]表明，铜陵牡

丹归于杨山牡丹Paeonia ostii T. Hong et J.X.Zhang
（野生居群产于河南嵩县杨山），但该品种野生

种类已极少见；而凤丹之名历史悠久，故建议将

P. ostii的中文名杨山牡丹改为“凤丹”。为突出铜

陵凤丹的特色，应尽快进行DNA指纹图谱研究，为

树立和保护铜陵凤丹品质、品牌提供强有力的科学

保障。

3.3   加强宣传，弘扬传统文化，提升道地中药材

品牌

牡丹花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素有“国色天

香”“花中之王”的美誉。牡丹花作为铜陵市花，

其文化源远流长，要充分发挥铜陵凤丹旅游文化节

的品牌效应，弘扬凤丹文化，提升铜陵凤丹的美誉

度。一是定期举办中国铜陵凤丹文化旅游节。大力

宣传凤丹文化，打造凤丹特色品牌，发展中医药材

经济，促进铜陵与各地的交流合作，努力将中国

（铜陵）凤丹文化旅游节打造成在全省乃至全国具

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二是积极

组织相关企业参加各类展示展销活动，全面加强与

各地的交流，推动产学研合作，引进推广凤丹种植

先进技术，促进药用凤丹的精深研究[14]。

4   结语
铜陵凤丹历史悠久，为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

产品，建成“十大皖药”示范基地，应围绕铜陵凤

丹“安徽四大名药”的药用价值，在建成优质种源

栽培基地、提高质量标准、弘扬中医药传统的同

时；加强中药材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注重产学研相

结合，对示范基地实行动态管理，确保“十大皖

药”示范基地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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