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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县生产力促进中心，广西 容县 537500）

0 引言
都峤山铁皮石斛是容县特产，我国名贵中药材，为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是石斛中的极品，被誉为“植物

黄金”“药界大熊猫”和“救命仙草”。近年来，当地大力

发展都峤山铁皮石斛种植产业经济，并依靠科技力量

与工业理念使之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经济产业。

1 都峤山铁皮石斛产业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铁皮石斛人工栽培技术的突破和良

好的发展前景逐步显现，铁皮石斛的产业化发展已得

到国家和多个省区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各地纷纷

兴建铁皮石斛生产基地。容县是广西野生铁皮石斛原

产地和主产区，所产石斛入口化渣、粘度大、品质优良，

市场价格高于其他地区同类产品。目前，全县铁皮石斛

种植面积 10多万平方米，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带动了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目前市场上每公斤鲜

苗价格高达 1000~3000元，且可利用楼顶、树干、林下、
闲置土地广泛种植，一年种，十几年收，每平方米每年

可产铁皮石斛鲜品 1.5kg以上，其经济效益之高不言而
喻。都峤山铁皮石斛，是该县的特色经济产业。2013年
容县获“中国铁皮石斛之乡”称号；2014年，都峤山铁皮
石斛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2015年，健宝石斛有
限公司峤北石斛基地通过“有机石斛”认证；2013年 8
月容县容州镇木井村被农业部评为第三批全国“一村

一品铁皮石斛示范村”。都峤山铁皮石斛在国内外都享

有很高的声誉。目前，该县虽然已开发出的产品有石斛

微粉、石斛枫斗、石斛面条、石斛糕点、石斛月饼、石斛

茶、石斛酒等产品，但是一直主要是以销售铁皮石斛鲜

条为主，同时由于铁皮石斛“药食同源”在国家层面一

直没有放开，这些石斛衍生产品均无法进入生产，严重

制约了石斛产业发展，为了使都峤山铁皮石斛产业快

速发展壮大，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种植出优质的铁皮石

斛，必须要进行产业化开发[1]。
2 科技服务产业化， 做大做强都峤山铁皮石斛
产业
2.1 依靠科技企业和示范基地创新生产模式，推广高产
栽培技术

容县都峤山是铁皮石斛原产地，容县气候环境适

合种植铁皮石斛。铁皮石斛种植项目是一次种植多年

收益且是农业种植效益最高的好项目，容县都峤山铁

皮石斛品质上乘，历来深受客商青睐，据史料记载，自

明清至今，每年都有各地客商到此高价收购。

当地铁皮石斛龙头企业广西健宝石斛有限责任公

司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经营理念，以科技力

量为核心，不断探索符合市场需要的发展模式，形成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生产模式，以发展都峤山
铁皮石斛种质资源保护，铁皮石斛规模化种植及深加

工为重点的企业。为了进一步提高铁皮石斛种苗组培、

种植及深加工技术，组建区、市级的技术研发中心，该

公司先后投入 280多万元购买 150多台（套）的高精密
仪器设备，建成 8000多平方米现代化的都峤山铁皮石
斛种苗繁育中心一个；同时，聘请中国著名的铁皮石斛

专家张治国教授为技术总顾问，并联合广州中医药大

学药科院魏刚教授（博士）、广西中医药研究院何开家

教授、广西农科院何新民教授、谭冠宁研究员等一批高

等院校的教授专家十六人组成技术团队组建都峤山铁

皮石斛研究所，对铁皮石斛组培及种植技术、深加工课

题进行集群研发，取得了较为可喜的科技成果；技术人

员还经常深入种植农户的种植大棚进行现场指导，及

摘 要：广西容县气候环境适宜，该县都峤山是铁皮石斛原产地，且铁皮石斛一次种植、多年收益，
农业种植效益高。 本文对都峤山铁皮石斛产业经济发展进行分析，提出以科技力量服务产业化、以工业
化理念推进产业化的策略，为铁皮石斛产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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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近年来，该公司组

织申报关于铁皮石斛项目的发明专利 26项，其中组培
种植方面 6项，深加工 20项；并联合广西农科院等单
位申报实施了自治区科技项目“铁皮石斛组培苗生长

生理和规模化、规范化种植技术研究”。2012年，该公司
被自治区科技厅认定为“自治区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

示范基地（铁皮石斛）”，充分发挥石斛研究所技术优

势，不仅对都峤山铁皮石斛原生种群进行可持续研究

开发利用，同时对种植户进行种植技术培训。该公司通

过建立实力雄厚的研发平台———容县都峤山铁皮石斛

原种标准化繁育中心及都峤山铁皮石斛种苗组培中

心，对都峤山铁皮石斛原种进行标准化繁育和对种苗

规模化组培生产，安置当地农业富余劳动力就业，为当

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为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为了打造广西特色农业示范县，容县针对本县特

色优势产业先后成立了铁皮石斛等产业工作领导小

组，出台了相关扶持政策，容县石斛发展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当地种植户充分认识到，为铁皮石斛营造最佳

生长环境是养好石斛的前提，掌握采用铁皮石斛集成

技术是养好石斛的保障，培育、引进名优石斛品种是增

收的最有效途径。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梁标创建的“春

雨秋色种植基地”，技术上以广西农科院为依托，合作

单位为容县金秋花木种植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是一

家集苗木、花卉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为了发展铁皮石斛产业，通过多年的摸索试验，基

本掌握了铁皮石斛高产栽培技术，引导社员进一步扩

大种植面积。

2.2 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形成科技企业产业集群优势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

技型中小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的科技创业服务机构。

容县科技企业孵化服务中心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指导

下，在相关合作院校的大力支持下，在容县经济开发区

内建立了综合性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器拥有独立的

办公室，配备相应的孵化资金或种子资金，拥有土地

40多亩，可自主支配的孵化场地面积在 5000多平方米，
专门服务团队骨干 7人，并聘请广州中医药大学、广西
大学、广西中医药研究院、广西林科院、农科院、特色作

物物研究院等区级科研究院所的专家教授作为培训教

师，主要服务于容县的电子、林化、食品医药、机械制

造、中草药种植与加工等初创型的科技中小企业；孵化

器为入孵企业提供研发、中试生产、经营和办公场地等

共享设施，提供政策、管理、专利申请、法律、财务、投融

资、技术、市场推广和培训等方面的服务，降低企业的

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为

社会培养成功的科技企业和企业家，引进和培养创新

创业人才，促进我县企业科技创业进步；每年所服务的

科技孵化企业将为当地增加工农业产值 15亿元，增加
税收 5000万元。
2.3 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积聚企业经济发展后劲

科技人才是建设创新型企业、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主要力量，是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加强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既应大力培养科技领军人才，又应

注重培养和激励青年科技人才，使他们尽快成长、担当

重任。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激励

制度，在正确选拔与评价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同时提供

正确的科研导向，在监控绩效的同时激发创造力与活

力，保障青年科技人才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在有关专家的悉心指导与帮助下，当地以广西健

宝石斛有限责任公司为主的一批科技企业，积极引导

肯学勤干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从单操作型技术人员向研

发与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转变。为此，该公司支持

青年科技人才开展探索性研究和原始创新，并加大对

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加强对青年科技

人才的培训，十分重视专家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与

引领作用，并与青年科技人才分享资源。此外，公司在

有关专家的建议与指导下，建立科学合理、分层分类的

人才评价机制。根据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类型，建立相应

的科学评价程序、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引导科研人员

遵循自身工作规律合理发展。对于处于成长期的青年

科技人才，侧重考察其科研潜力，不应过多强调出成果

的数量；对有特殊专长、特殊贡献人员的评价，应敢于

打破学历、资历、职称、身份的限制，同时适当延长考核

周期，让他们集中精力投入科研活动，以建设企业科技

人才小高地为责任，为企业及社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

贡献更多更大的力量。

3 以工业化的理念发展铁皮石斛产业
3.1 以抓工业产品质量的理念抓铁皮石斛种苗的培育

以工业化的理念发展铁皮石斛，首先，是以抓工业

产品质量的理念抓铁皮石斛种苗的培育。铁皮石斛之

所以被人们称为“仙草”，是由于它作为名贵濒危中药

材，生长条件极为特殊。经历朝历代常年大肆采挖，自

然资源濒临枯竭，市场上已经极其罕见。为了让这一珍

品得以生存和发展，当地政府将都峤山列为“铁皮石斛

野生原种保护区”，建立了都峤山铁皮石斛繁育生产示

范基地，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进入保护区私挖滥

采野生铁皮石斛。由广西健宝石斛有限责任公司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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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广西都峤山石斛种质资源保护、铁皮石斛种苗组

织培养生产、规模化种植及保健品深加工，将其作为一

项促进农民增收的大产业来培育，使原来极为珍稀的

保健品能成为普通百姓都能享用的产品。为使都峤山

铁皮石斛繁育生产示范基地培育出来的铁皮石斛种苗

保持都峤山铁皮石斛野生原种的特质，健宝公司出资

100多万元，深入农户东一盘西一盘地高价收购了铁皮
石斛野生原种苗 5000多株，这些零散的铁皮石斛野生
原种苗是当地农民长期以来从都峤山采挖回来进行驯

养的。为此，中国中药协会 2013年 10月授予该公司何
忠海董事长石斛“种源保护贡献奖”。自成立公司开始，

何忠海董事长就组织技术攻关团队，数十次爬上都峤

山，越过悬崖峭壁，苦苦采集真正的都峤山野生原种铁

皮石斛种苗，然后集中健宝公司投资建设的都峤山铁

皮石斛繁育生产示范基地进行无菌科学组培。模拟野

生铁皮石斛生长所需养分及环境，剔除影响种子成长

的不利因素，成功组培出都峤山仿野生铁皮石斛原种

苗。不仅保留了野生原种的所有化学、药学成分，而且

能保证密株种植成功。驯化后的种苗根系更发达，长势

更茂盛，每年亩产鲜条达 300kg以上，亩产值可达 60多
万元。目前，该基地年产铁皮石斛组培种苗 800万瓶，
驯化苗 1.2亿株，一部分留给基地和合作社农户种植，
一部分供应市场，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2]。
3.2 以工业化的理念抓人才和技术培训

为了把都峤山铁皮石斛产业做大做强，使之成为

促进容县农民增收的最大的支柱产业，以工业化的理

念抓人才引进培养和技术培训。在中国铁皮石斛之父、

中国著名铁皮石斛研究专家张治国的主导下，当地企

业联合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广西农科院经济作物

研究所、广西中医药研究院等科研院所组建广西铁皮

石斛研究中心，组建研发基地，成为都峤山铁皮石斛产

业化发展动力的助推器。目前，研究基地已引进和招聘

相关专业的大学生 20多人，成为全县指导农民规模发
展铁皮石斛的技术骨干。与此同时，当地政府有关部门，

在示范基地对全县 15个乡镇分管农业的领导、219个
村（街）干部和 2000多户铁皮石斛种植大户进行铁皮
石斛栽培管理技术培训，专家和技术人员像师傅带徒

弟那样“送经”，参加培训的人员像在工厂向师傅“学

艺”那样虚心“取经”。然后，由这些骨干发挥科技“二传

手”作用，将科学栽培、管理铁皮石斛的技术辐射到千

家万户。

3.3 以工业化的理念推进铁皮石斛深加工和市场开发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提高铁皮石斛产品附加值，当

地政府坚持以工业化的理念推进铁皮石斛深加工和市

场开发，计划投资建设多个以铁皮石斛为主要原料的

制药厂、饮料厂、茶厂、饼干厂、糖果厂等深加工企业，

把容县都峤山铁皮石斛品牌打造成为具有地方特色、

妇孺皆知的名贵中药与保健食品品牌。从中大幅提高

产品的附加值，为促进当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和持续

增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创造条件。目前，当地企业已

经对铁皮石斛进行深度加工研发试制出都峤山铁皮石

斛枫斗、石斛鸡、石斛肉、石斛汤、石斛茶、石斛酒、石斛

饮料、石斛口服液、石斛含片、石斛浸膏、石斛月饼、石

斛饼干等数十种产品，正在局部进行产业化开发，市场

前景看好，产品附加值将成倍增长。

4 结语
容县是“中国铁皮石斛之乡”，拥有都峤山铁皮石

斛“农产品地理标志”，曾经拥有年产 2.5亿株铁皮石斛
组培苗产能，鼎盛期种植面积一度高达 3000多亩，不
少农户掌握了铁皮石斛绿色、高质、高效、高产栽培技

术。如果铁皮石斛列入“药食同源”放开其衍生产品生

产，必将有力推动石斛的规模种植，以玉林洋平石斛公

司铁皮石斛鲜条收购保低价 200元一斤计算。种植铁
皮石斛每平方米需投入资金 500元，每亩按种植 400m2

计需投入资金 20万元，从次年起每平方米生产铁皮石
斛鲜条 1.5斤，按连续采收 6年计，7年铁皮石斛鲜条
总产量 3600斤，总产值 72万元，年亩利润在 7.43万元
以上，效益非常明显。如果国家放开“药食同源”管控，

允许食品企业参与铁皮石斛衍生品生产，还有企业保

价回收，通过政策扶持，拓宽种植户融资渠道，夯实技术

支撑，规范种植标准，全县三年内可望计划扩种面积

8000亩，其中 2022年种植 3000亩、2023年 5000亩，
全部达产后年综合产值 12.5亿元，其中铁皮石斛鲜条
年产值 4.8亿元、深加工产品产值 7.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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