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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海西洋参产业现状、存在问题及高质量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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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西洋参产业是威海传统的优势特色产业，在当地农业经

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文阐述了西洋参的引种种植情况

与威海西洋参产业发展情况，分析了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针对

性提出科技赋能来加快科技创新、品种选育、提升产品附加值、

推进标准化生产等措施，以促进威海西洋参产业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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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形成

了以果品、花生、蔬菜、中药材四大传统产业为特色农业的国家

优质农产品产区。近年来四大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初步形成了苹

果、西洋参、花生、无花果、茶叶、大姜、浆果、大樱桃、甘薯、

葡萄、梨、食用菌等十二大特色产业。其中，西洋参在威海农业

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西洋参引进种植情况

西洋参别名西洋人参、洋参、西参、花旗参、广东人参，在《中

国药典》（2020 版）中收载，具有清热解毒、滋阴补肾、口齿

生津等功效，深受人们喜爱。西洋参原产自北美洲的加拿大南部

和美国北部，自 20 世纪 70 年代进入中国后得到快速发展，现主

要分布在东北、山东、陕西、云南等地，逐步形成了形成了东北、

华北、华中以及康滇等四大种植区 [1]。2023 年 11 月，西洋参正

式纳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 [2]，标志着西洋

参在“药食同源”领域迎来发展新机遇。

2    威海西洋参产业发展现状

2.1   自然条件和种植技术优势明显

威海市地处中纬度地区，四季变化和季风气候都较明显，与

同纬度的内陆地区相比，气候条件适宜，气温、降水量和无霜期

等指标都较优。威海西洋参种植地以砂性棕壤为主，土地肥沃且

透气性好 [3]。优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均非常适合西洋参生长，为

威海西洋参种植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农业标准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是促进和推动现代农业

建设的重要保障 [4]。威海西洋参种植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早

在 1981 年文登区就成为山东省西洋参引进试种地之一。经过 40

多年的持续发展，威海市种植面积已达 7 万余亩，在长期种植实

践中形成了包含种子处理、种植管理、植物保护、良种繁育等环

节的较成熟栽培种植技术。截止到 2023 年，威海市已发布西洋

参相关地方标准 6项 [5]。

2.2   品质和品牌享誉全国

文登区是威海西洋参种植的主要产区，也是全国西洋参种植

面积最集中的主要产区，种植面积约 6万亩，年产鲜参 8000 吨左

右，占国内总产量的60%、世界总产量的30%，总产值突破40亿元。

皂苷是西洋参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

保护心血管、提高记忆力等作用。威海西洋参总皂苷含量在6.5%

以上，部分甚至达到8.8%，比进口西洋参高3.3个百分点[3]。另外，

文登产出的西洋参硒含量高，是美国西洋参的 8 倍，且富含多种

氨基酸。

2022年，文登区西洋参成功入选首批“好品山东”品牌名单，

“文登西洋参”成为西洋参领域全国唯一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荣获第 105 届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品牌价值达 116.43

亿元，文登区被誉为“中国西洋参之都”。

2.3   产业结构逐步完善

目前，威海西洋参加工企业主要集中在文登区，约有 40 余

家，逐渐由以前较单一的种植模式逐步转变为研发、加工、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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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的产业发展模式 [6]。在颐阳药业、继振参业等骨干企业带

动下，积极推动“食药同源”，开发了精膏、破壁粉、口服液等

系列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70%以上，激发了西洋参的产业活力。

同时以产业带动旅游业，承接举办西洋参文化节，创新西洋参养

生宴、研学游学等多种农文旅融合产品，带动了多产业协同发展。

2.4   电商与传统产业逐步融合

威海市西洋参传统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近 40 个，专业大户

1000多家，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0多个，辐射农户10万余人。

为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威海市先后制定出台了《威海市生态农业

与休闲农业建设实施意见》等多个规范性文件，“农超对接”“农

批对接”、供销平台、电子商务等新形式齐头并进发展，西洋参

“食药同源”直采直销呈逐年增长的良好态势。

3    威海西洋参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连作障碍

西洋参为宿根植物，忌地性极强，整个生长发育阶段对光照、

温度、湿度、土壤要求较严格，在相同地块连续种植西洋参存苗

率会降至 30% 以下，同时 70% 以上植株会发生严重病害，严重

时甚至绝产。因此，参农不得不频繁更换种植地，不仅增加了作

业量和人工成本，也不利于西洋参的连续生长。目前，参地和耕

地、林地的矛盾日益激化，重茬问题已成为制约威海西洋参种植

产业发展的障碍。

3.2   种植面积减少

受“耕地非粮化政策”影响，威海西洋参种植面积逐年持续

减少；加上西洋参无法重茬种植，西洋参种植业面临无地可种的

囧境，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迫在眉睫，突破农田栽培模式、

建立西洋参生态绿色发展新栽培模式已刻不容缓。

3.3   种子质量良莠不齐

威海西洋参目前主要为 40 年前引入“8 粒种子”的后代，

虽然也从外地或国外引入种子，但种植效果不明显。目前，威海

大多数参农有自留西洋参种子种植的习惯，导致西洋参种子质量

参差不齐。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的制度规范西洋参种子品质，直

接影响了西洋参种子质量和市场价格。

3.4   深加工产业亟需深耕

威海西洋参农产品深加工能力较弱，目前市级以上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仅有8家，生产方式以烘干、切片等初加工为主，

产品主要是西洋参整参和切片。由于产业链各环节缺乏联动，虽

然有些西洋参特色产品初具规模，但受技术创新、市场营销等方

面影响，新产品开发慢、竞争力弱、产业链拓展不足，导致产品

附加值不高，影响了参农的种植积极性。

3.5   品牌影响力亟待加强

与美国花旗参、韩国高丽参相比，“文登西洋参”的品牌价

值和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根据近阶段市场调研显示，美国花

旗参价格为每千克 2000 元，而文登西洋参切片价格仅为每千克

500 元，是美国西洋参价格的 25%，“文登西洋参”的品牌价值

开拓任重道远。

4    威海西洋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议

4.1   加快产业技术创新

针对影响当地西洋参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茬连作障碍问题

及“耕地非粮化政策”下突破常规栽培模式问题，依托科研院校

开展了联合攻关，进行了西洋参重茬地土壤改良修复栽培技术研

究、西洋参与其他中草药轮作绿色栽培技术研究、西洋参林下栽

培技术研究等，建立了科学、实用的西洋参栽培关键技术体系；

研发西洋参基质栽培模式，以期彻底摆脱连作障碍困扰，为西洋

参产业可持续发展探索新路，达到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增加西洋

参连作土壤复种指数、提高中药材品质与增产增效的目的，促进

西洋参产业可持续绿色发展。

4.2   加强良种选繁力度

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采用引进、杂交、脱毒、提纯复壮、

辐射育种等技术，选育适宜威海市栽培的优质西洋参高产、高效

新品系。发挥政府引导力，建设高标准西洋参良种繁育基地，适

时制定西洋参种子标准，规范种子使用，杜绝不合格种子流入市

场损害参民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市场行情及时调整西洋参种

植规模，最大限度发挥良种良法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

4.3   提升产品附加值

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招商引资的带动力，吸引西洋参片、提取

品、食品、口服液等生产企业入驻，增加本土西洋参深加工企业数量，

扩大西洋参需求体量，形成有效竞争机制，提升西洋参议价能力。

另一方面补足西洋参全产业链标准短板，制定西洋参采购、烘干、

分拣、仓储及中药饮片等方面的标准，促进西洋参产业提档升级。

4.4   推进标准化生产

在坚持传统营销模式的同时，发挥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和推

（下转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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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表现存在差异性，建议在种子加工中对种衣剂配方进行提前测

试，以期在达到在前期防病防虫作用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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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部门的推广优势，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建设与良种配套的集

繁育、栽培、平衡施肥、病虫害防控、机械化生产等新技术于一

体的综合技术产业科技示范园，辐射带动全市全面推进西洋参标

准化生产，提升西洋参品质与质量。

5    结语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威海市应充分发挥西洋参产

业传统优势，促进西洋参产业提档升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为威海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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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处理 株高（cm） 穗位（cm） 亩产量（kg） 增产率（%）

农艺 186

处理 1 262.00a 111.67a 674.71a 8.22

处理 2 261.67a 118.67a 620.37ab -0.49

处理 3 268.00a 115.00a 677.79bc 8.72

处理 4 264.33a 114.67a 702.40cd 12.66

CK 265.33a 119.00a 623.44e 0.00

郑单 958

处理 1 281.33a 113.33a 662.92a -1.37

处理 2 290.33b 119.67a 723.42b 7.63

处理 3 292.33b 114.33a 682.92bc 1.60

处理 4 285.67a 108.67ab 678.81cd 0.99

CK 280.67a 114.00ab 672.15d 0.00

浚单 20

处理 1 265.00a 90.67a 614.73a -1.56

处理 2 269.67a 103.00b 641.39ab 2.71

处理 3 268.33a 96.67bc 689.07c 10.34

处理 4 268.00a 102.67b 672.66c 7.72

CK 261.00a 100.33b 624.47d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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