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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oday, agriculture evolv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society and human thought. With the reform of 
economy, societ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iculture, as the basis and premise of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bottlenecks and changes. At present, the ac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gri-
culture” is the integration of ancient agriculture and modern agriculture, is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choice to develop 
ecological agriculture with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pressure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agri-
cultural safe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gricul-
ture and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griculture in the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ome sugges-
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griculture are also put forward.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griculture, eco-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发展“中医农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　
章力建 1*　林敏 1　何承志 1,2　程奇 1,2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81
2.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禾骑士研究院固氮实验室，嘉兴，浙江 

摘　要

农业自古由今，随着自然、社会、人类思想的发展而走向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和科技的改革，农业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和前提，正面临着新的机遇、挑战、瓶颈和变化。目前，积极发展“中医农业”是古代农业和现代农业的整合，是在资源、
环境和质量、农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下，发展具有国际和中国特色生态农业的理论创新与现实选择。本文论述了中医
农业与生态农业的一致性，以及中国农业在可持续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并对中医农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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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农业从古代发展而来，随着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想的发

展而走向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变革，农业作为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正面临着新的机遇、挑战、瓶

颈和变化。目前 , 积极发展“中国传统医学 ( 中医 ) 农业”是

古代农业和现代农业的整合，是在资源、环境和质量、农业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下，发展具有国际和中国特色生态

农业的理论创新与现实选择。

2 “中医农业”与生态农业内涵的一致性分析

在农业历史上，一般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石油农

业 ( 当代农业 ) 和生态农业四个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从石

油农业到生态农业的关键时期。在石油农业阶段，农业生产

和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但也存在着水土流失与板结、化肥

农药过量、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不同于有机农业的“生

态农业”概念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开始推行。

随着 90 年代全球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共同响应，可持续农业

也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认可。生态农业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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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进入繁荣期，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

飞跃 [1-4]。

目前，中医药产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期。近年来，“中

国传统医学”不断掀起热潮——屠呦呦因发明抗疟疾药物“青

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挽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中

医药作为建设“健康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越来越显示出

其独特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关注 [5-7]。目

前，中医已经传播到 183 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

形成了“中医热”。中医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几千年

来为人民的健康幸福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医药与

农业息息相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繁荣。

中医农业是传统中医思想和中医药技术、产品和解决方

法的创新应用，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生产资料的工业化生产

和现代管理理念和方法，提高现代农业质量，增加产量，促

进“转型升级”，使之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优质、高产、

高效”可持续发展、创新型现代生态健康农业 [7]。

中医农业可以全面预防和控制农产品方面的水、土壤和

气体的三维污染，改善生产环境，促进动植物的健康生长，

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并为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农业

发展探索出一种新的方式。中医农业将成为中国特色生态农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中医农业有三个特点 [4-7]

一是系统性，即关注农业生态系统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内

在关系和相互关系，这是保持农业内部各组成部分相对稳定

与和谐的基本要求；二是综合性，即实现多方位、多层次的

复合效果——通过综合途径实现综合效果；三是整体性，即

作用于整个系统，强调各生产单位和种养循环链。

2.2 生态农业具有四大特征：

1）综合性

生态农业强调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以大农业为起

点，根据“整合、协调、回收和再生”的原则，全面计划、

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使农、林、牧、副、渔业和农村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间相互支持、相互补充，提

高综合生产能力。

2）多样性

生态农业是针对我国国土辽阔、自然条件不同、资源基

础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国情而提出的。它充分吸

收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采用多种生态

模式、生态项目和丰富技术。农业生产装备类型使各地区扬

长避短，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各行业根据社会需要，与当地

实际结合发展。

3）高效性

生态农业通过材料循环利用和能源多层次综合利用、系

列化深加工实现经济增值，实现废弃物资源利用，降低农业

成本，提高农业效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内部就业机会，

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热情。

4）稳定性

发展生态农业可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污染，保

持生态平衡，减少碳排放，提高农产品安全，将农业和农村

经济的传统发展转变为可持续发展，将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

紧密结合。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的同时，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增强农业发展

的耐力。

从生态农业和中医农业的基本内涵来看，二者本质上是

一致的，原理是相通的，方法是相互借鉴的，技术是相互共

享的。从其内涵和外延上看，狭义上讲，两者的内涵是不同

的，因为中医农业强调将中医药应用于现代农业，即古代与

现代的融合；而生态农业强调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方法

在传统农业改造中的具体应用，是对西方优势的学习和利用。

但从广义上讲，二者基本上具有相同的外延。

中医农业尊重生态农业的理念。在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的规律，运用系统

工程方法、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和现代科学技术，使资源得

到最大化利用。发展循环利用和集约化农业经营，以获得具

有较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农业。

中医农业是以植物源、动物和矿产资源为基础的功能性

农业，是利用中医药治疗的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科学技术

和工业化生产模式，开展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促进农产品多

功能化的农业。其目的是推动农业生产向“绿色提质、增产

增效”转型升级，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优质、高产、高效”

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的现代生态健康农业。

中医农业源于生态，融合生态，向生态农业发展升级。

中医农业主要探索生态农业的多样性，用于生态农业的多功

能发展。因为中医的特点是原始的生态系统，它不仅解决了

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效率的问题，而且还提供了一系列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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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方法用于综合预防和控制农业源三维污染和提高农产

品质量。换句话说，中医农业不仅具有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

的功能，而且还为生态农产品添加了更多的功能。它具有多

功能农业和农业源三维污染防治的功能。

表 1 生态农业与中医农业的相似特征

生态农业的特点 中医农业的特点

综合性 综合性

多样性 系统性

高效性 整体性

稳定性

3 中医农业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中医不仅可以治疗病人，保障人体健康，还可以按照中

医的原则和方法治病杀虫，促进健康生长，从而有效改善农

田环境和质量。近年来，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在相关研究和

实践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中医有着 5000 多

年的悠久历史，我们认为运用中医的原理和方法是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源泉 [1]。

中医农业技术体系及应用模式可广泛应用于农药、兽药、

肥料和饲料四个方面。根据中医原理和方法，将动植物等生

物元素和天然矿物元素制成营养品和制剂，促进动植物生长

和防治疾病，可有效实现有机生产，减少药物残留。目前，

在许多地方，化学制剂的使用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

破坏。因此，将中药农药应用于农业是十分必要的。

“中医农业”中使用的中药农药来自天然生物。几千年

后，这些生物逐渐进化成一种自卫系统。因此，中药农药成

分复杂，作用方式多样，不易产生耐药性。此外，中药农药

还具有广谱、长效的特点。此外，由于中药农药是天然产物，

自然会在环境中代谢，参与能量和物质循环，不会造成农药

富集，对环境、人、动物和天敌都是安全的；中药农药来源

于生物体本身，包括大量的微量元素和天然生长调节剂，有

助于提高动植物的抗病能力，促进动植物的生长，并增加病

虫害的防治 [5]。

实验表明，利用这一原理，克服了有机农业不能抵抗病

虫害和有机蔬菜不能获得高产的瓶颈。其主要特点有四个方

面：一是增加富含各种中微量元素的矿物质，促进作物次生

代谢产生化感物质，增加植物的抗逆性、抗病能力和产品的

营养水平和口感；二是充分发挥有机碳在作物高产中的重要

作用，重点从农业有机残留物中投入大量的碳有机肥；第三

种是在土壤中放入微生物复合细菌，通过微生物分解有机氮

为作物提供氮。固氮细菌能有效保证作物对氮的大量需求；

四是调整土壤的物理性质，形成良好的土壤结构。

此外，实验还证明茶园采用乔木、灌木立体种植，可以

利用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生物群落中的昆虫。茶园种植的

草本植物生命力强，能抑制杂草生长。生长时，无需使用除

草剂；利用对茶的吸附和喜欢适度遮荫的特性，种植花草、

果类植物来增强茶的香味，同时也适度遮荫茶树，为茶树营

造适宜健康的生态环境。

目前，在很多地方，化学制剂的使用对农业生态系统造

成了巨大的破坏，也为中药农药在农业上的应用创造了难得

的机会。例如，由于连作蔬菜面积的不断扩大，蔬菜生产的

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危害蔬菜生产的病虫害越来越严重，

对病虫害的抗性越来越强，加之使用不合理，化学农药甚至

剧毒农药不仅破坏农作物的根系，还破坏土壤中有益微生物

的生存环境，破坏土壤平衡，造成恶性循环，使病虫害防治

越来越困难。在这些地方，应用中药农药进行绿色防控迫在

眉睫。

许多研究和实验证明，使用化肥、农药和中草药、微生

物等原料制成的饲料，不仅改善了农产品生产的环境，而且

保证了农产品的优质高产。从多味中草药中提取的生物制剂，

不仅可以补充植物的生长、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并可为植

物提供全面的保健和病虫害防治，可以替代化学农药和化肥

的使用，并逐步改善土壤质量、水质和生态环境；采用发酵

提取技术提取作为肥料元素的中草药。它不仅可以提高玉米、

大豆、水稻和小麦的产量，还能有效提高食品的品质。

中医历史悠久，其原理和方法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农业生

产和实践，也有许多典型的例子。科学研究表明，由中草药

和微生物制成的化肥、农药和饲料的使用改善了农产品的环

境，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和高产。

中医农业技术体系的广泛应用可以减少农药、化肥、兽

药的使用，从而防止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效率。促

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功能性农产品，优化药物和饮食“大

食品”模式。

基于现有的生态环境、生产条件和生产经验，中医农业

是在不改变生产方式，减少生产成本和农民负担，创新思路，

整合应用现代技术，摆脱现代农业对化学农药和化肥的过度

依赖。这一困境引导着现代农业的转型发展向优质、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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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方向发展，实现现代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的目标。

中医农业的核心技术是根据生物健康生长（生态环境、

营养均衡、生物能量）的需要，运用中医药理念和中医药技

术及产品，解决植物（动物和人）的健康生长问题，注重维

持机体的健康生长，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

全程保健”的原则；与此同时，使植物（动物和人体）健康

生长，创造适宜的生态环境（水、土壤、气体、阳光、磁场），

确保生物的健康生长和营养的平衡供应；除了遵循自然生命

的规律，“和谐共生”，解决生物健康过程中的病虫害，保

证有机体的健康生长和自然生态循环的平衡 [4-7]。

表 2 中医农业的应用

中医农业的作用 应用

农业医学 解决病虫害、防止环境污染

饲料和肥料
提供包括微量元素在内的营养物质，保护动植物

健康

图 1 国际中医农业联盟，于 2018 年成立

4 建议

中医农业需要传统科学与现代技术的融合。

第一，要加快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扶持政策。针对

中医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实施战略规划和措施。

第二，加强重点领域和行动机制研究。中医农业发展要

多学科融合。

第三，我们将推动产品的研发，以满足市场需求和全产

业链。比如，用中药化肥代替化肥，大力发展林下中药。在

不占用耕地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中药材供给，推进中药肥

料按配方生产，推进设施配套和蔬菜水果规模化应用。我们

必须通过有效的促进农业清洁生产改造农业生态转型的“中

医农业”，用新型化肥和兽药代替化肥和农药，促进化肥和

农药的零增长，并促进农业储蓄效率；“中医农业”是一种

高效的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加快畜禽粪便、秸秆等农业废弃

物资源的利用。

第四，努力满足社会保健需求。延伸“中医农业”产业链，

形成产业集群，建立中医农业国家试验区，形成多种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模式。尽快建立国际合作平台，建立中医农业

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国际联盟。如图 1 所示，这是 2018 年国

际中医农业联盟成立时拍摄的一张照片。

第五，注重科普、科教、科研的协调发展，提高社会对

中医农业的认知，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我们需要与中国和

国际医疗机构合作，建立医疗产业基金，向国内引进合适的

医疗技术并向世界介绍中医药技术与中医农业方法。

第六，中医农业从业者要建立联盟，实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降低成本、分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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