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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 

本計畫目的是收集25種中藥材之產地資訊、GAP資訊、加工及炮製技 
術資訊、銷售及商品資訊，將上述資訊彙整提供主管機關掌握中草藥市場與 
產業動態，作為推動政策之參考，提供給中草藥業界掌握產地資訊、藥市動 
態、加工炮製技術之提升進而提升產業競爭力，並提供消費者正確中醫藥資 
訊，保障民眾知的權利與用藥安全之保障。 
研究方法： 

以書籍、典籍、文獻調查、網路搜尋等方式蒐集中藥材各產地分佈概 
況、指標成分與有害物質檢測資訊、加工炮製技術資訊、產銷通路及GAP資 
訊等。 
結果與討論： 

本計畫自95年12月起開始執行至11月30日撰寫結案報告日止，共計約11 
個月，依計畫所規畫之執行項目，透過典籍、文獻調查、網路搜尋等方式， 
蒐集彙整25種中藥材之產地資訊、指標成分檢測資訊、有害物質檢驗資訊、 
加工炮製技術資訊、銷售通路及其商 品資訊，以及其他有關中藥材GAP資 
訊。分別印集成冊，並以建立電子檔，未來與其他相關連結計畫所獲得之資 
訊結合彙整，可建立完整之中藥材產地概況、檢驗資訊及加工炮製技術等資 
料庫。 

 

 
關鍵詞：中藥材、產地資訊、檢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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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project i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f 25 kind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including production location, GAP, processing 
techniques, marketing and the merchandise. The collected information and data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government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and the 
industry for the reference of legislation. Meanwhile, it will also be provided the 
industry to grasp the information of production location, trends of medicine market, 
improvement of processing techniques for promoting the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above will also offer consumers having correct 
in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ensure their right and the safety. 
Method: 

The information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including production location, 
indicated composition, harmful substances, processing technology, marketing and 
GAP were collected based on the books, pharmacopeia, literature and internet survey.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is project take 11 months to finish the final report from Dec. 2006 ~ Nov. 
2007.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 the information of 25 kind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including production location, indicated composition, harmful substances, 
processing technology, marketing and GAP were collected based on the books, 
pharmacopeia, literature and internet survey.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re integrated 
and established as volume and electronic file for subsequent combination with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other project in future. Therefore, data base of production 
location,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will be established completely. 

 
 
Keyword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Information of production location, analysis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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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內中草藥的市場規模約有250億~300億元，其中約70%是用於食 
補，僅約20%用於醫療治病（包括13%科學中藥、7%傳統中藥）。中藥 
材品項包含動、植、礦物共約有13,000種以上，而其中植物類是佔了九 
成以上，目前尚有85%的中藥其生物活性尚未經科學研究，故其中蘊藏 
了無限的商機與機會。 

由於臺灣的中藥製藥廠規模不大，資金較為薄弱，大多是走傳統製 
造路線，科學化的程度不高，藥廠研發及學術資訊人才嚴重不足，學術 
對中草藥的研究多偏重於化學成份分離及藥理學術研究，無法真正轉移 
研究成果予業界，國內使用之中藥材繁多，學界可以直接對產界有所俾 
助的就是資訊的蒐集與提供。 

我國素來在中醫藥的領域具有進步的制度與措施，中醫師及藥師 
必須經過多年的醫學或藥學教育，通過國家專業考試才能行醫或管理中 
藥，而對於中藥的使用（製造、販售）皆須經過臨床試驗。然而目前 
臺灣境內所使用的中草藥材，不管是市街的中藥房抑或中藥製藥廠的藥 
材來源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來自中國大陸地區，一海之隔的對岸不僅 
是在相關的典章制度、管理措施或是人為的行事邏輯有諸多差異，這對 
國人在中藥用藥安全上而言是一大排戰與空隙，更由於中藥所含成份複 
雜，藥效變異性極大，所以要確切掌握其品質的一致性較不容易，因此 
要提昇我國的中草藥製劑產品的品質、建立具有科學根據的中草藥臨床 
試驗中心，鼓勵中藥製藥廠投入新藥開發、產銷資訊e化等策略，是我 
國目前在中醫藥領域刻不容緩的議題，也就是要生產優質、高效、安全 
的中草藥製劑產品，對外可與國際中草藥市場接軌，對內可以建構中醫 
藥健康安全防護網路。 

其實臺灣在中草藥的成份分析與藥理毒理研究以及產品化研發上已 
經累積了相當的經驗與成績，未來的重要工作是將這些研發成果資訊能 
加以整合，並轉移給產業界繼續開發成為藥物或是商品化產品。 

網路是極其必要的。蒐集中草藥藥材及產品的國內外市場資訊， 
原藥材之GAP或資訊分佈、生產履歷資訊，炮製技術 及加工技術資訊， 
國內外銷售路與產品資訊，中草藥肝、腎或其他毒理資訊，國內品質檢 
測資訊、國內相關業者及其產品之產業資訊等，並將上述資訊整合行e 
化，建置網站，藉由本項計畫所蒐得之產業動態與醫藥新知，提供給中 
醫界、食品界、生技界以民眾正確而即時的資訊，以產業知識提升產業 
競爭力，並可保障民眾用藥安全。未來可將此建構的資訊庫與經濟部相 
關單位串聯，形成完整性的中草藥材及產品的資訊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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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料與方法 
 

一、參考書籍、典籍。 
二、網路搜尋（中醫藥資訊網、中藥材資源網等） 
三、藥物食品檢驗局調查研究年報 

如：有害物質檢測參考藥物食品檢驗局調查研究年報；產地概況參 
考中藥材資源網；指標成分檢測方法參考書籍、網路搜尋相關 
藥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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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果 
 

一、蒐集三稜、大黃、小茴香、山楂、升麻、木瓜、玄參、玉竹、百 
部、肉桂、何首烏、牡丹皮、知母、厚朴、紅棗、枳實、桑白皮、 
烏梅、乾薑、細辛、蒼朮、製川烏、澤瀉、檀香、續斷等大陸地區

25種中藥材產地分佈概況資訊。 二、蒐集三稜、大黃、小茴香、

山楂、升麻、木瓜、玄參、玉竹、百部、肉桂、何首烏、牡丹

皮、知母、厚朴、紅棗、枳實、桑白皮、 烏梅、乾薑、細辛、蒼

朮、製川烏、澤瀉、檀香、續斷等GAP資 訊。 
三、蒐集三稜、大黃、小茴香、山楂、升麻、木瓜、玄參、玉竹、百 

部、肉桂、何首烏、牡丹皮、知母、厚朴、紅棗、枳實、桑白皮、 
烏梅、乾薑、細辛、蒼朮、製川烏、澤瀉、檀香、續斷等臺灣藥廠

25種中藥材產品製劑及銷售通路資訊。 
四、蒐集三稜、大黃、小茴香、山楂、升麻、木瓜、玄參、玉竹、百

部、肉桂、何首烏、牡丹皮、知母、厚朴、紅棗、枳實、桑白皮、 
烏梅、乾薑、細辛、蒼朮、製川烏、澤瀉、檀香、續斷等25種中藥 
材加工與炮製技術資訊。 

五、蒐集三稜、大黃、小茴香、山楂、升麻、木瓜、玄參、玉竹、百

部、肉桂、何首烏、牡丹皮、知母、厚朴、紅棗、枳實、桑白皮、 
烏梅、乾薑、細辛、蒼朮、製川烏、澤瀉、檀香、續斷等25種中藥 
材指標成份分析方法資訊。 

六、蒐集三稜、大黃、小茴香、山楂、升麻、木瓜、玄參、玉竹、百 
部、肉桂、何首烏、牡丹皮、知母、厚朴、紅棗、枳實、桑白皮、 
烏梅、乾薑、細辛、蒼朮、製川烏、澤瀉、檀香、續斷等25種中藥 
材有害物質檢測方法及含量限制標準資訊。 

七、諮議委員審查意見。 
八、「中草藥產銷及進出口資訊整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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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論 
 

本計畫藉由文獻調查、典籍查詢、網路蒐集，蒐集了包括藥材之產 
地概況分佈資訊、指標成份檢驗資訊、產銷通路及GAP資訊、加工炮製 
技術資訊、有害物質檢測資訊。 

在GAP認證資料蒐集裡，並不是25種藥材皆有通過嚴格的GAP認 
證，所以山楂、肉桂、檀香、紅棗、升麻、玉竹、百部、知母、桑白 
皮、製川烏、乾薑、木瓜、小茴香、續斷、厚朴、三稜、枳實、蒼朮等 
並無GAP認證之相關資料，而民眾較常使用的藥材如果因產地因素無法 
通過GAP認證，是否可以從檢測方面來檢驗常用之中藥材，讓民眾吃的 
健康、用的安心。 

三稜、小茴香、玉竹、玄參、烏梅、桑白皮、製川烏、澤瀉、蒼朮 
等藥材通過政府認定之複方製劑甚少。 

上述蒐集所獲致之資訊必須考量使用版權的問題，也就是說必須在 
符合智慧財產權法律的規範下使用這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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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同一種中藥會因種植地區不同、生長季節各異而產生不同的成分， 
品質也不一，生長過程中所使用的農藥、種植土壤所含之汞、砷、鉛、 
鎘等重金屬使中藥材產生農藥殘留、重金屬含量過高等不安全因素，目 
前臺灣境內所使用的中草藥材來源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來自中國大陸 
地區，而採收後的儲存、加工炮製、運輸的過程中也可能滋生霉菌，而 
影響中藥材及飲片的品質與安全。因此若能境外對進口之中藥材進行嚴 
格的品質檢測把關，如此掌握優質的中藥原料，相對就能夠生產高品 
質、高標準及均一、安定的飲片，提供民眾安全用藥及進行國際貿易。 
中藥材所含成份複雜，藥效變異性極大，種植地區要通過GAP認證 實屬

不易且目前針對25種中藥材所能搜尋之GAP相關資訊甚少。因此國 內能

建立相關認證制度可避免或減少中藥材的誤用，同時將相關資訊在 最快

的時間內告知產業界或透過網路搜尋相關資訊進而讓民眾獲得最新訊

息，進而降低誤用誤食的機會。 指標成分分析的資 訊中，有幾項藥材

如玉竹、木瓜，在書籍參考部分對於高效液相層析儀(HPLC)所標示出

之分析方法、條件的資料有限，且網路所搜尋到相關訊息多數都是會員

制才能查詢更仔細的內容， 是否主管單位能夠建立更多分析相關資

訊，以便學術界與產業界做參 考，進而提供給民眾更了解中藥材多方

訊息參考。 
上述蒐集所獲致之資訊必須考量使用版權的問題，也就是說必須在 

符合智慧財產權法律的規範下使用這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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