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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鑫药业董事长曹恩辉：

人参食品是产业发展主方向

证券时报记者 李瑞鹏

谈到国内人参产业， 绕不开

紫鑫药业 （

002118

）。

“

2009

到

2011

年连续

3

年，

我们收购的人参都达到了

2000

吨， 而吉林省年产人参约

7000

吨。” 紫鑫药业董事长曹恩辉介

绍。 目前， 紫鑫药业的人参存货

量是

1800

吨。

对于人参获批成为新资源食

品， 曹恩辉表示， “人参食品是

目前人参产业发展的增量， 未来

将是人参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据悉， 紫鑫药业目前的人参库存

大部分将用于人参食品自用储备。

而据申银万国研究报告， 未

来人参价格上涨将是大势所趋。

研报显示， 吉林种植人参约

1

万

公顷， 以毁林栽种为主， 近年吉

林年人参新增种植用地被限制在

1000

公顷以下。 由于人参栽种大

多需

6

年以上， 优质人参

2

至

3

年就需移栽， 长满

6

年以上需

2

至

3

块林地， 且种过人参的林地

20

年内不能再种人参， 预计

4

到

5

年后吉林人参年栽种规模将降至

6000

公顷以下。 吉林人参产量占

中国的

85%

， 占世界的

70%

。

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人参食

品的丰富， 对人参的需求量将不

断加大。

曹恩辉介绍，

2010

年以来，

紫鑫药业积极响应吉林省委省政

府关于振兴人参产业的号召， 不

断加大对人参产业的投入力度。

围绕吉林省人参主产区， 在敦化、

磐石、 通化、 延吉等地投资兴建

了

4

个人参生产加工基地。

同时， 公司计划对人参加工

流程的标准化展开研究。 曹恩辉

表示， 目前国内外关于人参的各

项标准并不完备， 尤其对于人参深

加工产品， 国际标准化组织 （

ISO

）

尚未发布相关标准， 人参的种子种

苗标准也处在开发阶段， 这些都为

公司利用标准战略在国际上抢占先

机提供了空间。

今年

7

月， 紫鑫药业与中科院

联合举办的 “人参种质资源调研万

里行” 已经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将

对我国人参资源及人参产业链全过

程进行一次最彻底、 最详尽、 最系

统、 最真实的基础信息调研。

紫鑫药业在食品、 保健品领域

的研究也早已展开。 据了解， 公司

现已完成包括糕点、 饮料、 糖果、

酒类等在内的

210

种人参系列产品

的开发， 其中

41

个品种已获批试点

生产。

公司人参果蔬酵素系列产品年

初以来获得了两项发明专利。 曹恩

辉介绍， 该系列产品是以人参、 蔬

菜、 水果为原料， 经发酵工艺精制

而成， 整个过程中未添加任何防腐

剂， 是纯天然的植物发酵饮料， 富

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素。

“未来一年， 我们将在国内设

立

50

家直营店， 用于销售公司生产

的人参食品和精品人参。” 曹恩辉透

露说， 公司丰厚的人参储备， 包含

大量上等精品人参和市面罕见的野

山参。

历史上， 野山参多为皇家贡品。

有史书记载， 清朝初期每年出产野

山参数千斤， 建国初期年出产量仅

为数百斤， 如今， 真正的野山参年

产量稀少、 濒临绝迹， 因此野山参

也极具收藏价值。

目前吉林省年产野山参

50

千克

左右， 且大部分由藏家直接收储，

面市很少。 “公司目前储备

8000

多

克野山参， 总量

1000

多支。” 曹恩

辉说。

人参的用途从药用和保健品拓展到食品原料

，

这对整

个人参产业而言

，

不仅是多开了一扇门

，

还多了一片天

。

在近日召开的吉林国际人参大会上

，

来自中国

、

韩国

、

美国

、

加拿大

、

英国

、

印度

、

俄罗斯等国的人参研究领域

知名专家学者共计

150

余人参加了会议

。

如果说

，

人参成

为新资源食品将改变人参市场的供需关系

，

那么吉林国际

人参大会则为人参产业发展指明了

“

科技人参

”

的方向

。

大会间隙

，

记者采访了紫鑫药业和益盛药业的掌门

人

，

了解了产业前沿人士对人参产业未来发展的看法

。

益盛药业董事长张益胜：

人参产业发展需科技支撑

证券时报记者 李瑞鹏

在参加吉林国际人参大会的间隙，

益盛药业 （

002566

） 董事长、 “老参

人” 张益胜接受了证券时报记者的采

访。 他刚刚送走吉林大学一位专家， 两

人谈了人参项目技术转化的问题。

没等记者提问， “老参人” 的话匣

子就打开了， 主动谈起了人参获批成为

新资源食品的事情。

“原来人参主要是入药和制作功能

食品， 现在人参获批成为新资源食品，

又为人参开辟了两块市场： 一是方便携

带、 储存、 使用的人参食品， 包括有人

参成分的茶、 酒、 饼干， 甚至果脯等很

多产品， 这些食品都围绕 ‘方便’ 两字

开展； 二是人参端上餐桌， 这在韩国很

普遍， 不仅做汤做菜， 连辣白菜都放人

参， 这个市场在国内一旦打开， 人参用

量会迅速放大。” 张益胜说。

在张益胜看来， 人参获批成为新资

源食品对于人参市场来说， 是个好信

息， 但最终人参的市场需求能否放量，

关键看能否做好几个方面工作。

首先， 要做好对人参食品功效的科

学研究工作。 “最终人参食品的发展需

要科学的支撑， 不能靠神话忽悠消费

者。” 张益胜说。

其次， 要用科技手段保障人参食品

的安全性、 有效性和一致性。 再次， 要

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 即吃人参上火的

说法。 实际上食用人参是不上火的， 多

篇论文和临床试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张

益胜举例说， 其中有个双盲试验使用了

130

例样本， 分两组进行， 最终证明吃

人参不上火， 上火的表象来自心理暗示。

最后， 规范人参食品市场也非常重

要。 人参食品进入门槛低， 所以针对人

参食品生产商的审批很重要， 甚至需要

GMP

（药品生产管理规范） 认证。

张益胜进一步谈到， 人参产业的整

体发展， 也需要走好四步棋。

首先， 从根本上解决水参 （未经加

工的鲜人参） 品质达到国际标准的问

题。 目前参农只重产量， 不重质量。 而

生产企业是要求人参达标的。 所以要求

人参种植者从种子、 土壤、 肥料、 防病

（田间管理） 四个方面入手， 全面提升

国产人参品质， 而且要保证种植操作的

可重复性和一致性。

其次， 提高人参研发水平， 推动成

果转化， 最终实现人参产品的优质有

效。 再次， 人参产品的生产商， 应从装

备制造着力， 引入现代工艺设备， 生产

达到世界水平， 这样才能保证人参产品

的安全性、 一致性和有效性。

最后， 吉林省要提升长白山人参的

品牌营销战略。 “当然， 这是基于以上

三方面都能做好的前提下， 让消费者对

人参产品有所信任和依赖， 为消费者提

供利益价值， 最终转化为品牌价值。 只

有这样， 人参产业才能从优势产业变为

支柱产业。” 张益胜说。

据了解， 目前， 益盛药业已充分利

用人参的根、 叶、 花、 果， 开发出了全

系列的产品， 这在业界首屈一指。 并且

公司的主打产品， 都在相应市场占有主要

地位。 “我们的目标是种植出达到国际标

准的优质人参， 生产出符合安全性、 一致

性和有效性要求的标准化人参产品， 打造

益胜人参品牌。”

益盛药业非林地种植人参也已初具规

模。 此前公司完全依靠外购人参原料， 由

于近年来人参涨价， 公司也感受到一定的

成本压力。 张益胜介绍， 基于人参

6

年种

植周期， 公司参地以每年

2000

亩的规模

滚动发展， 最终将达到

12000

亩的规模。

“我们种植人参之前， 会对土壤进行

化验， 土壤达标才种植。 施肥都用自制的

有机肥。 明年将收获第一批人参， 未来产

量将不断放大， 最终达到我们自用的规

模。” 张益胜表示， 目前公司人参种植采用

的是连片种植、 机械化方式， 保证了人参

的核心品质， 未来可能也要结合类似韩国

“正官庄” 的种参方式。 正官庄是与农户合

作， 预付购参款， 并要求人参标准， 如果

农户提交的人参达不到标准， 由保险公司

负责理赔， 正官庄与农户不发生纠纷。

益盛药业非林地种植的人参 李瑞鹏

/

摄

三普药业———碳纤维复合导线，市场空间巨大

近日三普药业旗下全资子公司远东复合技术与美国

ＣＴＣ

公司 （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 签订了代加工协议，

美国

ＣＴＣ

公司是国际领先的电缆企业， 之前一直与公司保持

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此次协议为

７１３km

的碳纤维复合芯软铝

导线 （

ＡＣＣＣ

） 的代加工， 协议金额折合人民币达到

３０００

万

元， 从导线长度与金额上， 都为国内之最。 远东复合技术为

ＣＴＣ

公司代加工的碳纤维复合芯软铝导线， 将用于美国电力

公司的电网建设项目， 据悉， 近年美国电力公司对于

ＡＣＣＣ

导线的需求将达到

３６００km

。 该项协议的签订， 表明了三普

药业旗下电缆产业在

ＡＣＣＣ

领域的技术水平、 生产能力、 产

品质量已得到国外权威公司的高度认可。 随着海外订单的增

多， 以及未来国内

ＡＣＣＣ

市场需求的释放， 三普药业

ＡＣＣＣ

业务将在未来迎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碳纤维复合导线 输电电路的革命

碳纤维材料是

２１

世纪最具诱惑力的高性能新型纤维材

料， 广泛用于航天航空、 军工、 交通、 医疗、 纺织等领域。

碳纤维的出现使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更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２００４

年美国把碳纤维材料运用到电缆中， 研制出新型的碳纤

维复合材料芯导线， 并首次在美国商业运行， 具有巨大的社

会效益。 碳纤维复合导线有着传统钢芯导线无法比拟的优越

性能， 拥有极高的技术含量， 在研发成功之前， 国内用户都

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购买。

我国作为全球人口大国， 电力需求巨大， 落后的输电

线路已不堪承受传输容量快速扩容的需求， 由于过负荷造

成的停电、 断电故障频频发生， 电力传输成为电力工业发

展的 “瓶颈”。 目前国家非常重视智能电网的建设， 对于

输电线路的质量要求自然也不断提升， 把碳纤维材料运用

到电缆中， 无疑为我国线缆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

求和创新空间。

碳纤维复合导线特别之处在于其中间黑色的芯棒由耐高

温改性树脂基与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 与传统的钢芯

输电线路相比， 具有重量轻、 强度大、 耐热性能好、 热膨胀

系数小、 高温弧垂小、 导电率高、 线损低、 载流量大、 耐腐

蚀性能好、 不易覆冰等一系列优点， 有助于构造安全、 环

保、 高效节约型输电网络， 可广泛用于老线路和电站母线增

容改造、 新线路建设， 并可用于大跨越、 大落差、 重冰区、

高污染等特殊气候和地理场合的线路。 应用在新建线路中，

可提高线路的单位输送容量， 确保电网的坚强性， 长远经济

性更好。 应用在电网输电线路的改造和增容项目中， 能够利

用现有杆塔等设施， 既成倍地大幅度提高传输容量， 同时又

可以节省通道资源， 减少土地占用面积， 节约投资， 而且线

路停电时间短、 停电损失小。 应用在大跨越线路中， 可以大

幅降低跨越塔的高度， 从而有效减少杆塔和基础的材料用

量， 达到降低工程造价的目的。

表

１

、

ＡＣＣＣ

导线的性能优势

资料来源

／

公开资料

图

１

： 碳纤维导线 （左） 与普通钢芯导线 （右）

资料来源

／

公开资料

高性能碳纤维复合芯导线的推广对我国节能降耗、 改善

环境、 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是一种

“环境友好型输电线路用导线”， 从保护环境、 节能减排、 改

善人类生态环境方面来说， 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 它解决

了架空输电领域存在的各项技术瓶颈， 代表了未来架空导线

的技术发展趋势。 据国内电力行业人士预测， 从节约能源的

角度看， 如果在国内输电线路中普遍采用碳纤维复合芯导

线， 相当于每年新建几十座三峡电站。

向国际一流电缆企业学习

美国

ＣＴＣ

公司是国际技术领先的电缆企业， 也是最早成

功研发碳纤维导线并在美国成功挂网运行的电缆公司。 长期

以来， 公司一直与美国

ＣＴＣ

公司保持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为此于

２００６

年成立的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 是专业研发

生产碳纤维复合导线和复合电力塔杆等高技术产品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 双方合作成功把碳纤维的应用拓展到了电力

领域， 推出的碳纤维导线具有强度高、 重量轻、 弧垂小、 导

电率高、 载流量大、 运行温度高等优良特性， 解决了输变电

行业中大容量与低损耗并存的系统性技术问题， 并已经在全

国

４０

余条输电线路挂网运行。

公司与

ＣＴＣ

的合作分为

３

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代理销售

合作伙伴关系， 即

２００６

年注册成立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

双方正式启动合作， 同时授权公司为中国唯一代理商； 第二

阶段，

ＣＴＣ

公司将采取 “提供半成品” 的方式开展合作， 从

美国总部提供碳纤维复合芯等半成品， 由远东复合技术有限

公司进行本地生产， 并绞制成新材料导线 （成品）。 第三阶

段， 该项目的原材料 （碳纤维、 玻璃纤维、 环氧树脂） 以及

成品完全由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在国内生产制造。 在第三

阶段之后以远东复合材料的技术实力已经能自主设计制造

ＡＣＣＣ

导线，

２０１１

年后公司消化核心技术， 实现

ＡＣＣＣ

导线

的国产化， 而且国产化后成本下降了

６０％

以上。 目前圆形碳

纤维复合芯棒可完全实现自产， 已形成年产

１

万公里的生产

能力。

自主创新成就未来

作为我国线缆行业的领军企业， 公司一直以来都注重创

新的力量， 坚持以创新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坚持自主开

发， 坚持自主创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由亚洲制造业协会主

办的第四届中国制造业论坛年会在上海隆重举行。 据亚洲制

造业协会负责人介绍， 今年是中央确定的实体经济年， 因此

重点突出自主创新， 从而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 年会揭晓了

２０１２

年中国制造业

１０

大创新人物、

１０

大创新企业及中国制

造业最优投资城市。 三普药业董事长蒋锡培先生荣获 “

１０

大

创新人物” 奖。

为了保持企业创新力， 公司着力搭建平台， 充实研发队

伍， 为此公司已经与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哈尔滨理工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签

署 《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协议书》 吸引更多的高级人才

做研究， 公司也将 “技术领先” 战略作为发展的重要策略之

一。 在搭建研发平台的基础上组织完成多项新品研发， 公司

目前的研发成果包括： 光纤测温监控

２２０ｋＶ

超高压交联电力

电缆、 铝合金导体电缆、 碳纤维复合芯棒、 非磁护套无机绝

缘防火电缆等

２０

项新产品，

１０

项新工艺、 新技术、 新材料

应用。 并组织申请专利

４８

项获得授理， 授权证书

３５

项， 申

报取得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

６

项， 参加国家与行业线缆产品

标准制、 修订共

６

项， 其中与上海电缆研究所共同起草碳纤

维复合芯棒等两项国家标准。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告，

国家标委会将为 “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芯导线” 的主要原材

料 “架空导线用纤维增强树脂基复合材料芯棒”、 “架空绞

线用软铝型线” 制定国家标准。 三普药业全资子公司———

远东复合材料将联合上海电缆研究所， 共同起草这两项标

准并署名。 国家标准一旦完成， 碳纤维复合导线便具备了

在大量项目中上图设计的资格。 该项国家标准的制定， 是

公司碳纤维复合导线产品全面推广的又一里程碑式事件，

公司作为唯一企业方参与标准制定， 一方面代表其行业龙

头地位， 同时也掌握技术主动权， 提高了相对后进入者的

市场壁垒。

独家新产品，市场潜力巨大

近年来， 随着碳纤维复合材料芯导线在国内的推广应

用， 其在重量轻、 强度高、 降低造价等方面的巨大优势越来

越受到市场瞩目。 目前公司生产的碳纤维复合导线已通过了

电能 （北京） 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节能产品认证， 成为国内

电缆行业唯一获得国家认可的节能型电线电缆产品， 已被国

家电网公司列入电网先进实用技术加以推广应用。 公司生产

的碳纤维复合导线自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在福建龙岩和辽宁辽阳

２２０ｋＶ

输电工程中挂网运行以来， 目前已在辽宁、 江苏、 浙

江、 上海、 安徽、 山东、 湖北、 四川、 云南、 广西、 广东、

湖南、 陕西、 甘肃、 宁夏、 新疆、 天津等省市、 自治区数百

条输电线路广泛应用， 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和

社会效益， 深受用户赞誉。 由于碳纤维复合芯导线具有各种

传统电缆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能， 现在国家电网正在研究用碳

纤维复合导线取代传统的钢芯铝绞线。

目前公司已经能够批量生产碳纤维复合芯导线， 作为独

家新产品， 现正处于市场培育阶段， 国内市场潜力巨大。 目

前， 全国安全运行的碳纤维复合芯导线只有几千公里， 一旦

国家电网开始大规模运用碳纤维复合芯导线， 结合公司的强

大销售能力， 新产品将能迅速打开市场局面。

三普药业以创新为核心， 质量为基础， 大力开发新产

品和高质量产品， 通过数年的技术攻关终于开发出碳纤维

导线这样具有高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的新型产品， 而碳纤

维导线作为一种革命性的产品将掀起一场输电电路的革

命， 这也将给社会与公司创造出巨大的效益， 坚持自主创

新让公司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持续快速的

发展。

（深圳怀新企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ＣＩ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