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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水，苍苍大别山。

在陈乃富心中，他是一名生在老区、长在

老区的娃。“是老区人民养育了我，我终身眷

恋老区这片沃土。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

声音，要为老区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乃富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

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中药资源是

我国传统特色资源之一，国家已将中药资源列

为战略资源，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医药健

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 年）》就明确提

出：国家要“促进中药材种植业绿色发展，加快

推动中药材优良品种筛选和无公害规范种植，

健全中药材行业规范，加强中药资源动态监测

与保护，建设中药材追溯系统，打造精品中药

材。”因此，开展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已经

成为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

但是,对大别山中药资源的蕴藏量、资源

保护与种质创新、高效绿色栽培技术、有效成

分及药理机制、质量控制与标准化方面研究

明显不足。

令人欣喜的是，皖西学院教授陈乃富带

领的林下中药资源开发与利用科研团队就是

从事这项研究与探索的先行者，他们薪火相

传,矢志攻关,汇聚各方力量,研发出一批创新

成果,在中药资源科研、教学、技术服务等方

面成绩斐然。他们开展的中药资源保护与利

用系列技术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成功实现

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不断为行业产业提供技

术开发服务，有力促进了安徽省中药产业不

断向前健康发展。

精诚所至，从皖西学
院走来精兵强将
“你默默无语，屹立在绿色的云端，不闻

马蹄声声，不见滚滚硝烟，却听到八百里大别

山。那强壮的脉搏，在奔突呐喊，倒水河站成

一道风景，映透座座山峦。”这是诗人眼中美

丽的大别山的模样。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大别山区蕴藏着 1000 多种中药材资源，其中

霍山石斛、灵芝、天麻、黄精、断血流、太子参、

白及、七叶一枝花等是道地、特色中药材。

然而，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大别山的

中药材产业发展也面临着许多瓶颈。首先是

种质混杂、种源混乱的“两混”状态，具体表现

在品种选育技术落后，人工选育的优良品种

少，缺少专门的种源及种苗基地；其次是栽培

技术不规范，比如，田间操作停留在经验阶

段，水、肥、药管理处于无序状态，甚至沦为化

学种植，违反药材生长规律乱采收，缺乏质量

控制的成套标准；此外，以销售原药材为主，

深加工技术不足，综合利用程度和中药材附

加值都不高。对此，安徽省和六安市都已经

明确借助国家振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契机，

进一步加大野生中药资源保护力度，实现中

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中药材种植对林农

的精准扶贫脱贫。

筚路蓝缕弦歌不辍，风雨传薪惠播八

方。位于安徽省西部、坐落在大别山核心区

域城市——六安市的皖西学院非常重视科学

研究与实践应用，注重产学研合作，坚持以科

研促教学，以科研强教学。在这里，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多年来一直坚持应用型研究，一直

坚持默默耕耘，在大别山林下中药资源开发

与利用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

陈乃富教授就是他们中突出的一员，作

为皖西学院党委委员、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院长，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带头人——安

徽省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军人才，安

徽省石斛产业化开发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

家，安徽省“115”产业创新团队“霍山石斛产

业化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带头人，安徽省高

校科研创新平台团队“大别山特色中药材资

源保护与利用”团队带头人。

陈乃富所带领的科研团队骨干由韩邦

兴、陈存武、姚厚军、陈乃东、戴军、张莉、赵

群、谷仿丽、邓辉、宋向文、姜雪萍等 30 余人

构成，他们从林下中药资源保护与种质创新、

规范化栽培与产品深加工、标准与标准化等

中药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着手，围绕中药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在大别山中药资源

保护与种质创新、高效绿色栽培技术、产品开

发与质量控制、资源的综合利用等方面开展

系统的探索与实践。

在国家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中，陈乃富

作为普查队长，带领团队于 2012年和 2014年

分别完成了霍山县及裕安区的中药资源普查

任务，摸清了这两个县区的中药材家底，为进

一步开发利用这些资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硕果累累，红色沃土
里深耕政产学研

2016 年 11 月，皖西学院陈乃富、韩邦兴

等作为成果完成人的《林药复合经营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喜获 2016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成果奖一等奖。

在科技创新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今天，

时代强音响彻中国大地——科技创新是提高

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

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近 20 年来，陈

乃富就在做着创新的事情。

在陈乃富看来，协同创新、产学研合作、

把论文写在大别山，就是他秉承的科研理念；

实施产业化开发并推进产业化，就是陈乃富

遵循的科研路径；成果接地气、能应用、能转

化，就是他追求的科研效果。

随着皖西学院的发展，陈乃富带领团队

在始终不渝地探索一条服务老区、振兴大别

山发展之路，那就是：围绕大别山区丰富的

中药材资源，深度开展政产学研合作，构建

“中药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技术体系”并付

诸实践。

2000 年以来，依照陈乃富团队秉承的科

研理念、科研路径，他们干了了不起的几件

事：他们着力林药资源调查与保护，建立了大

别山珍稀濒危、大宗道地药材资源圃，保护了

霍山石斛等珍稀濒危药材的种质资源，使中

药资源开发有了物质基础。

创新是团队进步的灵魂，是老区发达的

不竭动力。他们建立了霍山石斛、白及、太子

参、黄精、水苏、七叶一枝花、灵菊七、香茶菜

等中药材种苗快繁技术体系并实现产业化，

突破了珍稀濒危、大宗道地药材的种苗繁育

技术瓶颈，使中药材大规模栽培得以实现；构

建了林下系列中药材如霍山石斛标准化栽

培、仿野生栽培、白及、水苏、黄精、太子参等

林药复合栽培技术体系，首创中药材“有机防

控种植技术体系”，并应用于生产实践，有效

规范了中药材生产，提升了中药材的品质和

产量，对防止中药材种植沦为化学种植具有

重大意义。

他们创立了中药材资源综合利用新模

式，大幅提高了资源产出率；与黄璐琦院士共

同发现并发表了药用植物新种皖浙老鸦瓣；

创新了林药种质资源，选育了 2 个霍山石斛

新品种和 2个太子参新品种，选育 2个黄精新

品系和 1个白及新品系。

他们开发了系列健康产品如开发出系列

功能性健康产品，开发出降尿酸新产品蕨菜

茶，调节代谢紊乱新产品黄酮酱油，开发具有

调节肠胃功能的水苏茶、水苏粉，参与开发了

调节免疫新产品石斛浸膏、石斛胶囊，系列养

生保健新产品石斛花茶、石斛鲜条、黄精茶、

黄精饮片等，并建立了技术标准体系；系统建

立了中药材快速无损鉴别、常规色谱、分子鉴

别等技术体系。

他 们 创 立 了 中 药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新 模

式，对中药材有效部位利用的同时，对其非

有效部分进行了合理开发；对药渣等废弃

物进行了生物质炼制，实现废弃物的高值

化转化。在不断探索与实践中，随着霍山

石斛、太子参、白及等系列中药材规范化栽

培技术的成熟，他们着手建立了林—药复

合经营技术体系。

为充分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陈乃富带

领的团队先后与霍山长冲中药材开发有限公

司合作，共建“皖西大别山药用兰科植物种苗

繁育基地”，该基地的建成，对保护霍山石斛

这一我国特有物种，具有不可替代性，对霍山

石斛这一世界极危级物种资源的保护发挥了

决定性作用；与九仙尊霍山石斛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共同推进霍山石斛产业化，该企业已

成为霍山石斛产业开发的龙头企业；与安徽

霍山县亿康中药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

共同选育霍山石斛新品种，共同开展国家石

斛综合标准化示范区建设，获得高度评价。

团队砥砺前行，与安徽斛生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白及规范化种苗繁育及

林下有机防控种植取得成功；与金寨永惠康

有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展水苏林下

有机防控种植及产品加工，取得突破；与安徽

裕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展油茶—中

药材复合经营，获得很好的示范效果及良好

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与六安正

元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展脱毒太子

参快繁及种植取得成功，成为太子参脱毒种

参生产的领导者。

大别山里话产学研融合，团队与金寨县森

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展黄精林下

有机防控种植及产品加工，取得明显成效；与

霍山县天下泽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

开展霍山石斛的仿野生种植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推广，引领着霍山石斛种植的发展方向；

与山东博华高效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将系列大别山的优质药食同源中药材引种至

该公司，作为健康食材种植并深度开发，取得

成功。这样的合作例子还有很多。

十余载的辛勤耕耘，数十家企业的成功

合作，充分践行了他们的科研理念，路径及效

果，赢得很高社会声誉。

除此以外，陈乃富还带领团队与企业联

合承担了多个重点项目：国家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 1 项、国家林业科技推广项目 3 项、国家

标准化委员会“国家石斛综合标准化示范区”

项目 1 项、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2 项；与企业

联合鉴定省级科技成果 10 余项，构建了“中

药材有机防控技术体系”；与企业联合建立了

中药产业化技术系列标准，已发布国家林业

行业标准 2 项、团体标准 1 项、省地方标准 3

项，另有国家林业行业标准 3 项、省地方标准

10项，正在研制中，有力促进了中药材产业的

标准化工作。2010 年以来，这支团队共申请

发明专利 50 余项，授权近 30 项，同时发表学

术论文数百篇。

深耕于红土地，执着地坚持，不断地创

新，陈乃富及团队获得了国家和省级多项荣

誉：2014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5、

2016连续两年获得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

一等奖，2016 年获得全国商业科技进步一等

奖，2016年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14

年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二等奖，2012 年获得

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六安市科技进步一、

二等奖。

精准扶贫，大别山老
区谱写新篇章

历时十余年，陈乃富和他的团队扎根大

别山，与红色老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深爱

这片土地，深爱这里的人民，凝心聚力绘宏

图，培训了一批基层科技骨干和药农，指导建

立栽培基地 10个、生产车间 4个，产生经济效

益 5亿元。

陈乃富团队只是皖西学院精准扶贫的

杰出代表。近年来，皖西学院充分发挥高

校科研、人才优势，广泛开展产业扶贫、科

技扶贫、文化帮扶、教育扶贫，扶贫开发工

作初见成效。

“我们团队深入贯彻落实学校的扶贫宗

旨和精神，以科技扶贫为重点，深入大别山腹

地的金寨、霍山、舒城、岳西等县，对山区药农

的中药材种植进行培训和指导。已连续三年

在霍山县为新型职业农民进行霍山石斛等中

药材种植专门培训，在金寨县为农户种植石

斛、黄精、香茶菜等中药材进行培训，在舒城

就太子参种植进行培训；在裕安区为油茶套

种中药材进行培训等。”陈乃富说。

情牵老区人民，陈乃富团队常常和时间

赛跑，他们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近几年

开展的中药材种植、产地加工及标准化方面

培训累计达 3000 余人次，发放各类培训资料

达到 5000 余份，直接带动的山区农户种植各

类中药材面积达 300余亩。

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陈乃富知道越需

要将科技、知识、金融等先进的生产要素引入

到此，于是，团队科技帮扶中药材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指导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在适

宜药材品种选择、种植技术和产地加工技术。

“我们指导金寨县金泽石斛种植专业合

作社种植霍山石斛、铁皮石斛，指导金寨县大

兴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白及、香茶菜、

灵菊七，指导霍山道地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

斛生记霍山石斛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霍山石

斛、白及，指导岳西县小六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种植七叶一枝花、白及等等。”陈乃富对

此如数家珍。

通过科技扶贫，为药农及专业合作社的

种植技术提高，科技含量增加，提高种植经济

效益作出了很大贡献。

2017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全面突破的关键

之年，陈乃富团队决心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

确领导下，将一如继往的传承“顾全大局，勇

挑重担；艰苦奋斗，战胜一切困难；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齐心协力，精诚团结”的大

别山老区精神，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深入开展大别山中药

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进一步扎实推进

产学研合作，形成一批新的技术成果，并实施

转化和产业化。

陈乃富说，今后团队将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继续扎根红色沃土，传承老区精神，把论

文写在大别山上，谱写最美扶贫路，在大别山

中药资源普查、中药资源保护与创新、中药有

机防控栽培技术体系构建、中药质量控制和

标准体系构建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努力为老

区精准脱贫、为皖西学院地方性应用型高水

平大学建设作出新贡献。

扎根那片红色沃土 大别山上书写论文
——记皖西学院陈乃富林下中药资源开发与利用科研团队

本报记者 马爱平

陈乃富陈乃富（（右一右一））带领团队成员姚厚军带领团队成员姚厚军（（右二右二）、）、韩邦兴韩邦兴（（右三右三）、）、陈存武陈存武（（右四右四）、）、谷仿丽谷仿丽（（右右
五五）、）、邓辉邓辉（（右六右六））观察皖西学院石斛基地的石斛生长状况观察皖西学院石斛基地的石斛生长状况 （（左起左起））韩邦兴韩邦兴、、陈存武陈存武、、姜雪萍姜雪萍、、张莉张莉、、陈乃东陈乃东、、戴军在皖西学院组培中心观察组培苗生产情况戴军在皖西学院组培中心观察组培苗生产情况

陈乃富陈乃富（（左一左一）、）、姚厚军姚厚军（（左二左二））在研究油茶套种中药材在研究油茶套种中药材 韩邦兴教授韩邦兴教授（（左一左一））在研究霍山石斛生产状况在研究霍山石斛生产状况

皖西学院新大门皖西学院新大门

大别山中药资源普查大别山中药资源普查，，左起姚厚军左起姚厚军（（三三）、）、陈乃富陈乃富（（四四）、）、宋向文宋向文（（五五）） 陈乃富教授陈乃富教授（（左二左二））指导林下中药材种植指导林下中药材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