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5家企业通过“三无一全”认证

中药材“三无一全”认证，即无硫

磺加工、无黄曲霉毒素超标、无公害

（包括无农残超标、无重金属超标、无

使用生长调节剂促进采收器官的生

长）及全过程可追溯。国家中药材标

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于2018年开

始实施“三无一全”品牌品种认证活

动，至今已举行5届。

联盟专家组先后实地考察了三家

公司的种植基地、种苗繁育基地、产地

初加工和仓储库房等地，认真听取企

业关于生产基地选择、种苗培育、生产

种植管理、无硫磺加工技术及质量追

溯等环节的介绍，详细了解铁皮石斛、

三叶青和白术的采收、加工、收储等全

过程可追溯管理系统。按照“三无一

全”现场核查要求，专家组从真实性、

准确性、客观性等方面核查了技术规

程、管理文件、生产记录、溯源记录、环

境和产品检测报告、财务报告等相关

资料，并进行评分和审议，最后一致同

意通过现场核查。同时，建议这些中

药材种植基地继续优化生产技术规

程，完善投入品管理制度，强化种植、

加工过程质量管控，确保药材产品质

量均一稳定、安全可控，鼓励企业扩大

生产基地规模，树立“三无一全”品牌

意识，为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

贡献。

今年7月，浙江铁枫堂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已通

过“三无一全”现场核查。至此，今年

我省已有 4 家企业的 4 个优质中药材

品种通过“三无一全”现场核查。

目前，“三无一全”已成为中药材

种植业内最权威的优质药材认证。截

至目前，全国已通过“三无一全”认证

的优质中药材品种有56个，面积达到

110万亩以上，涉及69家企业的103个

中药材种植基地。其中，我省有5家企

业的6个中药材基地通过“三无一全”

认证，品种涉及铁皮石斛、灵芝、白及、

杭白菊、三叶青等。联盟目标是培育

更多中药材常用品种和稀缺品种的规

范化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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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是我省高效生态农业强省

建设和山区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

产业之一，也是我省“万亿大健康产

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围绕大品

种、大基地、大企业建设，我省狠抓无

硫磺加工、无黄曲霉毒素超标、无公害

及全过程可追溯的“三无一全”品牌建

设，实现道地药材全过程跟踪和追溯，

确保中药材“来源可知、动向可追、质

量可查、责任可究”，打造“浙产好药”

品牌，推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达到“三无一全”标准，浙江铁

枫堂公司在铁皮石斛新品种选育推

广、规范种植管理、铁皮枫斗非遗加

工以及中药饮片生产、产品检测、储

藏保管等环节严把质量关，建立了严

密的质量管理体系，同时，强化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推动了乐清铁

皮石斛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乡村

振兴。目前，乐清市铁皮石斛种植面

积 1.2 万亩，种植户 300 多户，从业人

员5万余人，产业产值36亿元。

同样，为提高白术质量，浙江大

成公司建立了“公司+基地+农户”的

产业化经营模式，实行六统一管理，

即统一基地、统一种苗、统一投入品管

理、统一种植管理规范、统一采收加

工、统一包装贮存，对白术生产实行全

过程可追溯管理，同时还建立了产加

工一体化生产线。作为磐安县中药材

加工“共享车间”龙头企业，该公司还

为广大药农提供无硫加工服务，有效

提升白术产品质量。

为确保灵芝、铁皮石斛等中药材

的质量，浙江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注

重科技创新应用，促进管理模式转型

升级，在良种选育、生态栽培、精深加

工、智能制造、基础研究、临床应用等

环节上，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

在质量溯源上，该公司建设了信息智

能化质量管理系统，通过“互联网+大

健康、大平台、大数据、大服务”中药材

全产业链体系，把中药种苗、种植、采

收、加工、储存、运输、销售、临床应用

等环节全部纳入数字化追溯体系中，

实现了质量管理数字化、信息化；在病

虫害综合防治技术上，该公司在研究

灵芝、铁皮石斛病虫害发生规律的基

础上，建立病虫害预测预报系统，综合

运用生态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

方法防治病虫，达到安全、稳定、高产、

优质的目的。

何伯伟

我省6个中药材品牌品种通过“三无一全”认证
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于9月1-3日组织专家对磐安县方正珍稀药材

开发有限公司、兴火医药科技（遂昌）有限公司、浙江大成药业有限公司申报的“三无一全”铁皮石斛基地、三叶

青基地、白术基地进行了现场核查，结果均顺利过关。 这几天，杭州市临平区塘

北村星临生态农业示范基地

（以下简称“星临农业”）里，工

人们每天走进绿意葱茏的水

稻田，双手捞起田间的地笼，

将一只只硕大肥美、活力十足

的蓝龙虾倒入大盆。

稻田边，星临农业负责人

佟春光正在查看收网情况。

“这些蓝龙虾，个头大的能有

二两重。”佟春光满意地说，

“这两天集中上市，每亩田至

少能出产120斤。”

佟春光介绍，蓝龙虾稻田

饲养模式是近几年才在国内

大规模开始推广的。去年，在

临平区农业农村局的推动下，

作为科技示范户的佟春光引

入了蓝龙虾虾苗和饲养技术，

建成杭州市首个尝试这一种

养模式的农业基地。在去年

试验了 50 亩的基础上，今年

佟春光的“水稻+蓝龙虾”共作

田已经拓展至500亩。

共作田里，蓝龙虾的排泄

物能让水稻增产；成熟上市

后，蓝龙虾的售卖更能成为农

户收入的一个“大头”。“蓝龙

虾出肉率高，市场批发价每斤

大概60元，是普通小龙虾的三倍以上。”佟春光在

地头算起了账，“虾苗每尾2元多，育苗时间在3个

月左右，算上饲料，每亩地成本大概3000元，而亩

产值却在8000元上下。”

更重要的是，营养价值高、品质好、售价贵的蓝

龙虾并不“难伺候”。佟春光介绍，蓝龙虾养殖技术

难度低，只要保证虾苗成长期在温度较高的月份，

再定期检测稻田水质、投放饲料即可。“这个技术的

关键主要在于优质虾苗的繁育。接下来，我们努力

的方向就是要建虾苗场、育苗种。”

今年，星临农业还为塘北村另外两户农户提供

了培育种苗、技术指导和回收帮销等服务，让临平

区整体的“水稻+蓝龙虾”共作田超过千亩，预期收

益可观。

“创新思变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临平区农业

农村局相关科站负责人介绍，除了“水稻+蓝龙虾”

共作模式，目前，临平区还实践成功了“早稻+青

虾”轮作模式和“水稻+小龙虾垂钓”农文旅模式，

成为农业绿色发展、农户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值得一提的是，小龙虾每年的上市期在5月至

8月，而9月初上市的蓝龙虾正好可以“接档”。而

青虾的出产期在每年2月前后，恰好能在冬春时期

满足市场需求。如此一来，临平区推广的三种稻虾

综合种养模式，能保证居民餐桌上一年四季都有稻

田虾的美味。

“今年我们在 10 亩试验田里探索了‘稻蛙共

养’模式，并计划在今年‘十一’期间推出‘稻田蛙

科普’活动。”已经尝到农文旅发展“甜头”的杭州

飞翔水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沈翔林透露了他的新

计划。在今年“五一”假期，沈翔林的杭州飞翔水产

专业合作社就曾推出“飞翔龙虾季”活动，60亩的

稻虾垂钓农场内每天要接待2000多名游客前来垂

钓、烧烤、露营。

“稻虾综合种养模式既保障了粮食供应，又能

为消费者提供绿色健康的水产，更能带动养殖户和

村民务工增收，农户们的种粮积极性都提高了。”临

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科站负责人表示，未来，临平

区还将不断打造三虾综合种养模式，同时探索更多

新路径，提升稻田使用效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助力临平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近年来，临平区立足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方向，

聚焦产业强、环境美、产品优、主体富等综合种养特

色与优势，发展综合种养面积5000余亩，积极打造

稻蓝龙虾、稻虾麦、稻设施渔业等临平模式，实现稳

粮促渔、以渔稳粮、增收增效的综合效益。

涂玥 丁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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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桐君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浙江杭缘堂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广胜新能源有限公司

义乌市森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药材品种

铁皮石斛、灵芝

白及

杭白菊

三叶青

铁皮石斛

浙江获得“三无一全”品牌基地及中药材品种

实施“三无一全”，打造“浙产好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