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卫督函〔2022〕94 号

答复类别：B类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第 1207 号
建议的答复

邱健、钟爱雪、郭亦畅代表：

《关于发展海洋中药产业打造我省“蓝色中药库”的建议》

（第 1207 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福建省陆地海岸线全长 3324 千米，位居全国第二位，海岸线

曲折率为 1：5.7，曲折程度居我国沿海各省份之首。2017 年以来，

我省根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要求，已完成全省 84 个县

（市、区）的中药资源普查工作。经调查，全省共有中药资源种

类 4309 种，其中药用动植物、矿物调查 3505 种，有蕴藏量的种

类 339 种，海洋药用资源排名全国前列，滨海沙生耐盐药用植物

资源也极为丰富。普查期间出版了《福建滨海沙生药用植物图鉴》、

《泉港本草》（1-5 卷）和《平潭县中药资源图志》等海洋中药

资源相关书籍，整理完成《福建省水生耐盐中药资源特点及规划

建议》《福建省特色药材品种目录（福建省地方常用中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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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中药材牡蛎的商品规格等级标准。

作为我省海洋经济发展的特色方向，海洋中药产业发展潜力

巨大。下一步，省卫健委将从以下方面支持海洋中药产业发展:

一是从政策上对海洋中药产业发展予以支持。争取将推进海

洋中药产业发展写入正在按立法程序进行审查修改的《福建省中

医药条例（草案）》，逐步完善我省海洋中药材培育扶持政策。

二是对我省海洋中药资源进行系统调查。今年下半年争取与

中科院海洋研究机构、中医药大学、海洋渔业局等部门合作开展

海洋中药资源调查及相关科研课题研究，掌握海洋中药资源种类、

分布、蕴藏量、资源变化趋势、传统知识、市场经营流通等本底

资料，使其资源信息库数据更加完善。

三是促进海洋中药资源调查成果转化及应用。在整理、完善

海洋中药资源信息数据的基础上，于今年内着手组织编撰《福建

海洋中药药典》。开展福建特色、优势品种资源评估，对开展区

域优势品种生态养殖提出可行性建议。

四是鼓励医疗机构在挖掘、应用名老中医经验方、民间验方

基础上，利用其中药制剂室等技术、资源优势，针对群众关注的

疾病和亚健康状态，研究、配制和使用海洋中药相关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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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领导署名：黄如欣

联 系 人：陈晓芩

联系电话：0591-87859750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4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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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

员会，宁德市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