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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構）人員從事兩岸交流活動（參加會議）報告

壹、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活動名稱：赴大陸貴州洽商天麻藥材品管事宜及考察天麻產業

發展概況

二、活動日期：民國 102 年 10 月 28 日至 102 年 11 月 2 日

三、主辦（或接待）單位：台黔投資管理（貴州）顧問有限公司

四、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及生物科

技事業部

貳、活動（會議）重點

一、活動性質

本公司今年執行工業局補助之生物技術研發成果產業化技

術推廣計畫「天麻藥材栽培技術先期開發」，期能由天麻藥材生

產、保健產品開發至行銷，建立中草藥生技產品的六級產業鏈

模式。然由於天麻基原至少有 5 個變種，而使用之藥材基原之

確認為影響計畫執行成效及後續產品開發效益的重要因素，因

此有必要進一步至中國大陸天麻生產基地與栽培者及學研單位

進行討論，以確認初期供應之藥材基原與品質，並作為後續天

麻藥材本土栽培生產之參考資訊。

本次主要為赴中國大陸貴州天麻藥材生產供應地，了解天

麻藥材基原、栽種、生產等製程，並與供應商討論天麻藥材供應



基原品種及品質，以確保末端保健產品開發之效益。此外，並

與當地相關研究單位進行交流，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二、活動內容

(一)出國人員名單

服 務 機 關 職    稱 姓    名

台糖公司研究所 農藝技術師 林益賢

台糖公司生物科技事業部 化工技術員 黃昱愷

(二)本次出國行程如下：

  日 期 行程與工作內容 工作內容

10 月 28 日
(星期一)

12:10 PM 搭機自桃園飛抵貴
陽市龍洞堡機場

下午：驅車前往遵義市，與
其他團員會合

晚上：夜宿金星酒店

啟程赴大陸地區
貴州省，與此行
其他成員會合

10 月 29 日
(星期二)

上午：驅車前往遵義地區平
正鄉明容天麻種植場

下午：驅車前往畢節地區百
里杜鵑區，參訪天麻菌種
生產基地

晚上：夜宿百里杜鵑國家風
景區管理中心渡假村

天麻測產及栽種
環境觀摩
參訪天麻菌種生
產基地，了解菌
種培育過程

10 月 30 日
(星期三)

上午：驅車前往銅仁地區德
江縣

下午：參觀德江縣天麻產業
環境

晚上：夜宿德江縣柏瑞大酒
店

了解德江縣天麻
產業環境，並觀
摩天麻清洗、蒸煮
殺菁、篩選、烘乾
等半自動初加工
過程



10 月 31 日
(星期四)

上午：驅車前往遵義地區綏
陽縣

下午：至寬闊水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

晚上：夜宿綏陽縣博雅賓館

參觀貴州最大露
天黑木耳種植
基地

參觀寬闊水國家
級自然保護區

11 月 01 日
(星期五)

上午：驅車前往貴陽市
下午：參觀貴州省農業科學
院中草藥研究所及學術交
流座談會

晚上：夜宿貴陽市西苑錦潤
酒店

參觀貴州省農業
科學院中草藥研
究所及學術交流
座談會

11 月 02 日
(星期六)

08:30 AM 自貴陽市龍洞堡機
場搭機返回桃園

啟程返國

(三)行程摘要

1.第一天(10 月 28 日)：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直飛貴州省貴陽市

龍洞堡機場，由負責安排此次行程之台黔投資管理（貴州）顧

問有限公司羅文強執行董事，與該公司周忠偉經理兩位接機，

隨後直接驅車至位在貴陽市北方約 150 公里之遵義市，與參加

本次考察、參訪行程之其他成員會合。此次全程採包車模式，相

關團員台灣地區的有 6 位，大陸地區有 10 位。

2.第二天(10 月 29 日)：

上午驅車前往遵義地區平正鄉明容天麻種植場，該鄉屬一

仡佬族之民族自治鄉。由於貴州積極推展「扶貧計畫」，並鼓勵

當地女子創業，故農場負責人為陳明容女士，其丈夫鄧先生則



為本次參訪團員之一，全程參與本次各地考察、拜訪之行程。原

先規劃由貴州省農科院現代中藥材研究所副所長朱國勝博士與

其隨行研究生於本區示範天麻測產，但因農戶配合廠商需求，

參訪前商業麻已採收銷售，無法進行，僅針對有性繁殖培養種

麻部分進行勘查。

(1)種植區海拔約 1,200 公尺，天麻於天然林下栽培，土壤為砂壤

土，菌材以山毛櫸科的青岡木為主，隨地勢順坡度方向擺設，

避免降雨時排水不良積水。

(2)土地大多為全村村民共有，擁有個人土地者較少，該區土地

租金較便宜，每年每畝地 20元人民幣，德江地區則達到 150

元人民幣。

(3)有性繁殖生產：本區以紅天麻為主，雜交天麻次之。6 月授粉

(楓香地區於 4 或 5 月)，20-30 天後果莢成熟，7 月播種，每平

方公尺放 1包萌發菌(約 500 公克)，3-4 個蒴果的種子(朱老師

告知，大部分產地使用 18 個果莢，最多有使用到 25 個)。一般

而言，若外購果莢，1 個約 1-2元人民幣。

(4)菌材間空隙要確實填實，避免雜菌產生。

(5)每平方公尺可收穫 10-20 公斤不等新鮮天麻，每公斤鮮重售

價約 40元人民幣。



下午驅車前往 130 公里外，位於畢節市大方、黔西縣交界

處的百里杜鵑景區，本區平均海拔 1,500 公尺以上，杜鵑林帶

呈環狀分布，長 50多公里，寬 1-5 公里，總面積 125.8平方公

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園」，有「地球彩帶、杜鵑王國」的

美稱。該區於今年 10 月剛升格成為貴州省第 3 個 AAAAA 級景

區。因此時非花季(部分植株已有花苞)，由百里杜鵑管理委員

會黃副主任沿路導覽介紹並略參觀後，即赴百里杜鵑烏蒙菌業

有限公司參訪。由公司負責人張光文經理解說，介紹公司概況，

並按菌種培育過程依序至培養基配置、包裝、滅菌、接菌及養菌

場實地參觀，可惜今日現場並未安排工作人員實際操作。

(1)烏蒙菌業有限公司位於大方縣大方鎮，成立於 2012 年 11 月，

是貴州省最大的天麻蜜環菌和萌發菌菌種生產企業，其天麻

兩菌產品銷售至湖北、安徽、雲南、四川等省內外天麻主產區，

年產天麻伴生菌種 100-150萬袋，優質種麻 10萬公斤，並帶

動該地區 500多個農戶種植天麻，總面積約 3,000多畝。

(2)蜜環菌培養基主要成分為木屑，以袋裝或瓶裝，養菌室溫度

約 22.4℃，相對溼度約 69%，每包菌種批發價 8元人民幣。

(3)烏蒙菌業公司目前以仿野生模式生產天麻為主，種植基地為

四面環山，中有一較平緩農地，天麻沿山坡露天種植，與上



午參訪的明容天麻種植場於林下種植不同。另嘗試以塑膠袋種

植天麻，初步評估，袋植產量高，1袋約有 1.5 公斤收量，且

此模式有利於工業化方式生產，不過尚在小量試驗階段。

(4)公司除養菌銷售為主外，目前也做產品初加工，藥材殺菁後

烘乾 1 天，移至機器外"發汗"(即自然蒸散)後，再進入烘乾，

此步驟重複 3-4 次，使藥材水分含量低於 10%即可。根據該公

司的經驗，若採 1 次烘乾，外觀賣相不佳。烘乾溫度則不超過

70℃。產品採真空包裝，保存期限乾品 1 年，鮮品則 1 個月。

(5)以「烏蒙騰」為主要品牌名稱，積極推廣旅遊產品和深加工系

列產品，以增進該區天麻產業的發展。

3.第三天(10 月 30 日)：

上午 7:45分自百里杜鵑景區出發，前往相距約 330 公里，

地處貴州東北部銅仁地區的德江縣。該縣總人口約 54萬，素有

「儺戲之鄉」、「天麻之鄉」及「奇石之鄉」等稱號。2007 年 5 月 29

日，大陸國家質檢總局根據《地理標誌產品保護規定》，通過了

對德江天麻地理標誌產品審查，使德江天麻受地理標誌產品保

護。2011 年 2 月，「德江天麻」成功註冊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德江

天麻種植歷史悠久，產品特色個大、肥厚、質堅實，天麻素含量

高、重金屬含量極微、無農藥殘留，由於該地區特有的自然環境，



使德江天麻形成了獨特品質。配合「扶貧計畫」，目前當地積極

發展交通建設，沿途也可見許多高樓正興建中。午餐過後先前

往位於城北省級經濟特區內的洋山河生物科技公司參觀，該公

司以各類飲片加工、炮製、包裝及銷售為主，不過品質尚達不到

出口標準，因是新設置的公司，仍有許多地方待改善。隨後前

往康奇葯植發展有限公司，了解其由天麻種子生產、種植培養、

採收、加工與銷售等一條龍作業流程，其中加工部分，自天麻

清洗、蒸煮殺菁、篩選、烘乾等半自動初加工過程，現場有實際

操作示範，並輔以詳細解說。參觀過後，並在該公司會議室針

對德江天麻地理標章相關議題，進行中草藥產業交流座談。

(1)康奇葯植發展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2 年 8 月，註冊資產 280萬

元人民幣，總資產 3,000萬元，公司現有員工 153 人，其中

100 人屬季節工。

(2)公司內設有良種繁育基地，可進行有性繁殖雜交育種工作，

每年可提供栽培 50萬平方公尺之天麻良種。

(3)公司內設產地加工房 2座，年加工天麻 500噸，菌種場 1座，

年生產菌種 60萬瓶及 80萬袋。標準化生產基地共 8,000畝，

帶動周圍麻農 2,000戶，年產鮮天麻 1,500噸。

(4)天麻播種進行有性繁殖生產之種麻(白麻或米麻)，於栽培 5 個



月後平均產量可達每平方公尺 5 公斤以上，而栽培 12 個月採

收之無性繁殖商品麻，平均產量可達每平方公尺 7 公斤以上。

(5)該公司以仿野生方式栽培生產天麻，且為促進天麻產業的持

續發展，率先於核心基地實行「栽一窩麻，種 10棵樹」的循環

發展策略。另正率先探索「抓兩頭帶中間」的有效發展模式，即

公司負責良種繁育與產品開發加工這兩端(頭)，進而帶動中間

周圍上千戶麻農的標準化生產，建立了「公司+基地+種植戶」

的經營模式，藉此完善的營運機制，達到企業和麻農雙贏的

最終目標。

(6)康奇葯植發展有限公司要求，鮮天麻經初加工後，天麻素含

量不得低於 0.4%，中國藥典規定含量為 0.2%以上。根據貴州

省中醫研究所協助檢測，德江天麻訂定之天麻素省級地方標

準為 0.36%-1.30%。

(7)該公司品牌名稱為「山沟沟」，包括天麻片、天麻粉及天麻乾品

系列，此外也開發天麻酒系列產品。

4.第四天(10 月 31 日)：

上午自德江縣出發，前往西南邊相距約 180 公里的綏陽縣。

途中經過一黑木耳露天栽培場，其袋裝太空包長約 40 公分，

直徑約 10 公分，外觀類似段木，內容物為木屑、麩皮，碳酸鈣



等，周圍出菇孔穴 140-160 個洞。太空包靠在木架上，直接露

天擺放，約 1 星期採收 1 次，每根太空包可持續採收 3 個月。

由於陽光照射會降低產量，整個生產採收期為 10 月至次年 6

月。隨後至遵義縣蝦子鎮辣椒專業批發市場參觀，該市場占地

24,000平方公尺，建築面積 21,000平方公尺，標榜為中國辣椒

之都，但尚無電子交易平台。2011 年交易量為 7.5萬公噸，交

易額達 12億元人民幣。

午餐後直接前往寬闊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原本欲勘查當

地 GAP示範栽種基地及於該區討論設置生態高效天麻 GAP示

範栽種基地的相關事宜，但可能與當地主管機關仍未達成共識，

僅在該保護區稍作景觀瀏覽後，即返回綏陽縣城。晚間與當地

農牧局蔣主任請教當地金銀花生產情形，綏陽縣有金銀花之鄉

及中國詩鄉的稱號，該地金銀花採直立式栽培，每年 7、8 月分

採收，可持續採收 10多年，與本所搭支架，蔓藤性栽培，幾

乎全年可採收有所不同。當地批發價格曾達 1 公斤 60-70元人民

幣，目前約 20多元人民幣。根據資料，該縣種植金銀花有 40

多年歷史，目前栽植面積約 30多萬畝，金銀花農戶 1.5萬多戶，

其中 200畝以上 36戶，100畝以上 118戶，50畝以上 1130戶，

建立 100畝以上的苗圃場 6 個，年育苗 1,000多萬株。2012 年



產乾花 8,000多噸，產值 3億元人民幣，人均收入增加 3,000

元人民幣，有效改善當地偏遠山區農民的生活狀況。該縣已將

其列入重點產業發展規劃，預估到 2020 年，全縣種植面積突

破 100萬畝，屆時綏陽金銀花無論是種植面積，還是交易量，

都將處於全國金銀花種植縣份之首。

5.第五天(11 月 1 日)：

上午自綏陽縣出發，乘車返回貴陽市，中途於烏江午餐。

下午至貴州省農業科學院現代中藥材研究所(及農作物品種資

源研究所)參觀，聽取朱副所長有關貴州中草藥及天麻研究發

展現況簡報，並參與該所相關研究人員與當地業者之交流座談

會。

(1)目前天麻市場需求量，鮮品達到 2萬多噸，且隨著其保健功

能逐漸被開發利用，需求量將進一步增加。

(2)貴州目前仍以發展紅天麻為主，主要產地為大方及德江縣，

研發重點為育成抗病強、產量高之品種。烏天麻價位較高但因

產量較低，及受栽培環境限制，主要分布在貴州西部至雲南

北部及四川、吉林等地。貴州地區則以雷公山烏天麻較有名，

且廣為各地消費者喜愛。

(3)2006 年前，因各地農戶依喜好自行雜交，導致貴州天麻種原



混亂，品質不穩定，質量下降。2011 年起，開始強調「種原回

歸」，希望改善上述問題，使各地生產的天麻質、量達一定標

準，且較易控管。

(4)現代中藥材研究所目前共收集天麻種質資源 19 份，並篩選出

烏天麻優良種原 1 個。萌發菌資源 40多株，優良菌株 3株；蜜

環菌資源 73株，優良菌株 7株，建立天麻「兩菌一種麻」試驗

基地 800平方公尺。

6.第六天(11 月 2 日)：上午 7:10 抵貴陽市龍洞堡機場，搭乘中國

南方航空 8:30 飛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

三、遭遇之問題

貴州屬山區省份，天麻種植基地及初加工工廠等，大多位

於較偏僻郊區，初次參訪若非專人引導恐難覓得地點，更遑論

進入參觀。由於本次參訪活動主要由台黔投資管理（貴州）顧

問有限公司與貴州省農業科學院安排，且整個行程與大陸地區

人員同團進出，至各地參訪時皆需事先申請核備，且多少受制

於當地政府安排及要求，行程上較無彈性。

四、我方因應方法及效果

貴州省農業科學院現代中藥材研究所，與當地一般天麻種



植生產農戶或相關龍頭企業公司已建立良好互動與互信，藉由

其聯繫安排，大多得以順利至種植基地或加工工廠參觀。由於

當地產品目前僅止於初加工，且對國際法規或市場較陌生，得

知臺灣(或台糖)在深加工技術及與國際接軌上走在前頭，尋求

合作意願頗高，加上行程中有當地相關業者同行，於互動過程

中仍能獲取不少訊息，不過回來後仍要多方求證，審慎評估資

料之可信度。

五、心得及建議

本次考察主要為赴中國大陸貴州天麻藥材生產供應地，了

解天麻藥材基原、栽種、生產等製程，並與供應商討論天麻藥材

供應基原品種及品質，以確保本公司天麻末端保健產品開發之

效益。

(1)就天麻栽培生產方式而言，於大陸貴州地區所接觸到的農戶

或公司，經驗都很豐富，且各自發展出因應不同在地環境條

件的運作模式。由於當地地理狀態、氣候環境條件與臺灣不同

自各農戶所獲得的栽培生產資訊，不能直接套用。且於山坡林

下、露天或仿野生栽培模式，對當地山坡林地，水土保持等會

造成破壞，在臺灣應不可行。目前農委會桃園改良場及本所皆

於設施內進行箱植栽培，成本相對較高，不過中國大陸天麻 1



年 1收，桃園改良場目前可 1 年 2收，整體效益仍可評估。此

外若能改善目前使用的栽培介質及培養模式，增進設施栽培

坪效，或許仍有發展空間。目前天麻在國內為藥食兩用，即可

供食品使用之中藥材，但當作食品時，不得單一原料使用。中

國大陸地區則可用於保健食品，但未列於既是食品又是藥品

的物品名單中，雖如此，民間幾千年來一直保留並沿用許多

種食用方法，本次當地民眾將鮮天麻與排骨一同燉煮成湯品

或切絲與菜拌炒，口感還不錯，國內若也能以此種方式推動

鮮食天麻入菜，如同人參、當歸等，需求量或可增多，當然安

全起見，仍應先評估其日可食用量。

(2)天麻為貴州地道藥材，但在臺灣一般中藥房或批發商的觀念

與印象中，其品質與售價一直不如川麻，或許品管不夠嚴謹，

也有人歸咎於貴州人較封閉，不懂得行銷。而根據貴州農科院

相關調查研究了解，主要是貴州一直未對適合當地的優良種

原進行篩選，大多靠外來種原，導致菌植親合性、對環境適應

性等難以保證，故常發生產量不穩定、平均單位面積產量低等

問題，相對的市場占有率就低。目前貴州當局已將解決種原問

題視為第一要務，產、學、研等各單位，除一再告知農戶，避

免自行任意雜交育種外，正積極選育符合貴州當地環境條件



之天麻品種推廣生產。當然，本公司或國內若欲投入生產，也

要依擬採用的栽培模式，及有效成分含量種類，篩選出符合

臺灣自己需求的栽培品種。

(3)本公司今年執行工業局補助之生物技術研發成果產業化技術

推廣計畫「天麻藥材栽培技術先期開發」，期能由天麻藥材生

產、保健產品開發至行銷，建立中草藥生技產品的六級產業鏈

模式。公司生技事業部在以植物為原料素材，進行相關產品開

發時，除要先確認植物基原外，常面臨最大的問題即是原料

品質不穩定，不同批次有效成分含量波動大，造成在產品製

程標準設定上莫大的困擾。而康奇葯植公司發展的「抓兩頭帶

中間」產業模式，從源頭基原確定，到末端初加工原料品質標

準設定等，確實控管，其產出之料源方能較符合藥廠或生技

公司需求，這種把握影響關鍵點的經營管理模式，應可提供

公司中草藥產業開發之參考。

(4)天麻的加工過程，對藥材品質及有效成分含量影響頗大，藥

材質量不穩定，有部分原因要歸咎於加工方法並未標準化，

導致批次差異。據了解，當地學、研界著力於這部分的相關研

究較少，本公司或國內其他單位將來若欲發展天麻藥材產業，

應投注部分心力於此，否則就算獲得好品種，栽培良好、產量



大，但藥材質、量無法維持，甚而於加工過程遭破壞，前面的

努力皆枉然。通常天麻的加工於採收後應及時進行，儘可能不

超過 5 天，否則易造成爛麻。本次參訪，一般農戶及烏蒙菌業

公司以較傳統設備與方式進行加工，而康奇葯植公司則購入

新設備，自洗淨、蒸煮到初步風乾皆在同一系列機器中，由輸

送帶依序傳輸自動完成。而最後一道乾燥程序，一般以燒煤或

油等火炕方式烘乾，康奇葯植公司則採用熱泵為加熱來源，

以電腦控制溫度，提高烘乾過程溫度的可控制性與穩定度，

避免形成糖心麻或溫度過高，天麻乾焦變質。此外，該公司也

特別強調，其生產的天麻產品，加工過程未進行燻硫，顯見

其「做現代天麻企業、創現代天麻品牌」的願景目標。至於烏蒙

地區，為提高產品外觀質感與防蟲、防腐等，據悉有 7-8 成產

品皆燻硫，此部分料源即應避免購買。

參、謹檢附參加本次活動（會議）之相關資料如附件，報請

鑒核並請轉送相關單位備查。

職

                                      年    月    日

所屬機關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