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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读者 

中医药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求发展中药材种植基地，同时还发布了 2012 年度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品种及

区域布局，麝香名列其中，并且作为濒危稀缺药材要求重点养殖。野生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随着近年来野生麝几乎

灭绝，麝香的需求持续不减，人工养殖麝香渐渐成为趋势，其中养殖发展比较成熟的要属林麝和麝香鼠养殖基地。希

望本文的介绍能够给读者进行麝养殖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 

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长期从事医药行业研究，我们定期向外界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期医药行业研究红

月刊重点阐述麝香行业发展分析，重点向读者呈现如下内容： 

 麝香发展概述 

 积极鼓励麝养殖 

 麝养殖情况 

 麝养殖示范基地建设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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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麝香概述 

麝香是目前珍贵的中要产品，其天然的药性和药效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但是生产麝香的麝已经濒临灭绝。由于

各种麝类动物已经成为濒危物种，我国将它们均列为国家 II 级保护动物。目前我国麝类动物资源的总蕴藏量估计约有

60 万头，仅为 50 年代的五分之一，其中林麝最多，以下依次为原麝、马麝、黑麝和喜马拉雅麝。现在我国对麝类的

生存和发展，已经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不仅在其分布区内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保护野生麝类资源。 

1．产品

介绍 

麝香别名：寸香、原寸、香脐子、当门子；为中药材开窍药的一种，该药出自《神农本草经》，有开窍醒神的功效。麝香的

药用来源为脊索动物门哺乳纲麝科动物，如林麝、马麝或原麝等成熟雄体位于肚脐和生殖器之间的腺体中的干燥分泌物。麝

香药性辛、温。入心、脾经。林麝一般分布在中国的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海拔为 3000m 的针叶林区；马麝分布在青藏

高原地区；而原麝则主要分布在东北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以及长白山一带地区。 

2．功效

与应用 

麝香的功效为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止痛，催产。主要应用于以下症状：（1）用于闭证神昏。麝香辛温，气极香，走窜之性

甚烈，有极强的开窍通闭醒神作用，为醒神回苏之要药，最宜闭证神昏，无论寒闭、热闭，用之皆效。（2）用于疮疡肿毒，

咽喉肿痛，该品辛香行散，有良好的活血散结，消肿止痛作用，内服、外用均有良效。（3）用于血瘀经闭，徵瘕，心腹暴痛，

跌打损伤，风寒湿痹等证。（4）用于难产，死胎，胞衣不下。 

3．麝香

发展 

麝香在香料工业和医药工业中也有着传统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四大动物香料（麝香、灵猫香、河狸香、龙涎香）之首，香

味浓厚，浓郁芳馥，经久不散。我国生产的麝香不仅质量居世界之首，产量也占世界的 70%以上。由于各种麝类动物已经

成为濒危物种，我国将它们均列为国家 II 级保护动物。目前我国麝类动物资源的总蕴藏量估计约有 60 万头，现在我国对麝

类的生存和发展，已经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不仅在其分布区内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保护野生麝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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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鼓励麝养殖 

1．野生麝濒

临灭绝 

 

麝香取自林麝、马麝以及原麝的腺体，具有多种功效。但是目前这种野生动物已经濒临灭绝，麝香也将面临消失的境地。

据统计获取 1 两麝香，至少要猎杀 10 只野麝。而最高产量曾经达到 3000 公斤，那就相当于捕麝 60 万只。连年的捕杀，

必然造成麝野生种群迅速下降。对国内 5 家较大的传统中药公司的问卷调查表明，麝香的收购量连连下降，但市场上对

麝香的需求依然维持在很高的水平。 

2．麝香产量

严重不足 

2011 年我国麝香产量仅 1 吨左右，而麝香的使用量达到每年 2 吨，随着野生麝减少，人工养殖麝规模小，麝香的产量还

会继续下降。麝香产量的严重不足对我国中医药发展极为不利。麝香是中药材中的第一瑰宝，但目前麝香的严重不足正

威胁着中医药的进一步发展。到目前为止，人工养殖所生产的麝香不足国内需求的百分之一更为严峻的现实是，有“百

药之王”称誉的麝香一旦消失，它将导致 270 多种传统急救中成药停产，这将会导致中医药最精华的部分缺失，是中国

中药业的一场大灾难。 

3．国家积极

鼓励麝养殖 

国家《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要求，要提高基本药物生产供应保障能力，加强我国现代中药的发展。这对极

为稀缺的麝香来说是一个发展的契机。近年来我国麝香的产量很低，完全不能够满足中药市场需求，即使是人工养殖也

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作为稀缺的麝香资源必将成为中药工业发展扶持的重点。另外，国家已经明确将麝香列为国家濒临

灭绝的中药材，并已经做好规划，重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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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麝、麝香鼠成为养殖重点 

我国养殖三种麝，即林麝、马麝、原麝，其中林麝为主要养殖种，饲养量占全国饲养量的 86.8%。麝香鼠作为麝

香来源的替代品，近年来的养殖也很多。由于麝香鼠不仅可以产出麝香，其皮毛、肉等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养殖

规模已经超过林麝，成为最大的麝香养殖基地。 

1．林麝 

我国曾经是麝香产量最高的国家，由于盲目捕猎野生麝资源遭到严重破坏，麝香产量逐年减少。目前我国麝资源

已经很少，只有几万只，在经济意义上已经濒临灭绝。为解决供需矛盾，我国从 20 世纪开始着手人工养殖麝试验，并

先后在陕西、四川建立了养麝场。由于国家支持力度比较大，林麝养殖发展比较顺利。70 年代，由于政策上的原因导

致投入减少，养殖成本升高，基础设施落后，关键技术普及率等原因，林麝饲养规模停滞不前，很多林麝养殖厂家倒

闭。 

近年来，随着国家重新开始重视林麝养殖，加大了投入。在对林麝养殖的繁殖技术研究和应用方面取得了很多成

果，交配的成功率和幼仔的成活率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为林麝养殖种群的扩大和野放奠定了有力的基础。2012

年更是将麝香列为濒危中药材，积极鼓励林麝养殖。 

2．麝香鼠 

麝香鼠也能够分泌麝香，作为麝香的替代品，近年来养殖规模扩大很快。麝鼠的俗称是青根貂、麝香鼠，得名原



513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 www.chinacir.com.cn                                                                   客服电话：010-82252636 
 

中国产业竞争情报网行业研究系列特刊 

第 5 页 

因是因其会阴部的腺体能产生类似麝香的分泌物。麝鼠原产北美洲，20 世纪初才引种到欧洲。1957 年开始先后在中国

黑龙江、新疆、山东、山西、青海、江苏、浙江、湖北、广东、贵州等地饲养。麝鼠香既可以代替麝香作为名贵中药

材，又是制作高级香水的原料。麝鼠香中含有降麝香酮、十七环烷酮等成分，除具有与天然麝香相同的作用外，还能

延长血液凝固的时间，可防治血栓性疾病。 

麝香鼠所产的麝香是一种名贵的天然动物香料，目前无论国际国内的高级化妆品和有关医药的生产所需要的动物

香料主要来源自麝香鼠所提取的麝香，现在林麝已列为世界濒危保护动物，林麝所产麝香及产品已被禁用。这样麝香

鼠所产的麝香自然而然地成为稀有的天然动物香料。麝香鼠麝香作为珍贵的动物香料和重要的药用资源已被社会所重

视。 

麝香鼠的养殖近年来在世界上出现了热潮，在韩国、日本等国家种价每对已销售到 2100 元，我们国内也已达到

800 元，且还有上涨的趋势。中国养殖麝香鼠在世界上成为强国。中国麝香鼠养殖基地每年育种 16000 只，近三年来

80%的已全部出口，已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麝香鼠养殖业既能促进医药化工业、毛皮加工业、肉食加工业、化妆品工业的发展，那么这些工业的发展必然来

促进麝香鼠养殖业更快更大的发展。因此养殖麝香鼠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和贡献，将是养殖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无论是国内养殖麝香鼠，还是养殖麝香鼠取麝香，市场前景都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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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林麝养殖 

在林麝种植基地中，发展比较成熟的为陕西安康的

林麝养殖。安康的林麝养殖得到了地方政策和经济上的

扶持，尤以镇平县的林麝养殖最好，麝香年产量已经达

到了 500 克。安康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林麝养殖经验，可

供其他养殖户借鉴。 

1．林麝养殖业基础好 

安康林麝驯养、取香技术在全国是有名的。1959 年陕西

省药材公司批准成立了“陕西省镇坪养麝实验场”，当时与

四川省马尔康、安微省佛子岭并列为全国三大国营“野麝家

养实验场”，积极开展人工驯化养麝和活麝取香，以减少“杀

麝取香”。1972 年 8 月 2 日《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报

道了安康市镇坪养麝场人工养麝和活獐取香的部分成果。

1973 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先后拍摄了新闻记录片和科教片，在

全国公开发行放映。1985 年陕西省医药管理局在西安召开人

工养麝鉴定会．肯定了镇坪县取得的林麝驯化、养殖技术、

疾病防治、泌香规律及活体取香科研成果。镇坪养麝实验场

实行半散养，占地 100 亩，其中饲料基地 50 亩。现有圈舍

200 间，土石围墙千米，办公住房 50 间。目前该场存栏数

150 头，每年经过批准可调往全国各地 20 只左右的种兽。现

有的这些种源、技术、场地及许可证件条件，为发展林麝养

殖打下了基础。 

2．具有“麝保
护”项目

1．林麝养殖业
基础好

3．林麝养殖业
的技术领先

4．林麝养殖获
得政策支持

安康林麝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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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麝保护”项目 

《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是林业六大工程之一。它是一个面向未来，着眼长远，具有多项战略意义的生态保

护工程，也是呼应国际大气候、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外交工程”。国务院批准实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中

15 个重点保护物种之一的“麝保护”项目要求，“在适宜区域选择 10～15 处共约 200 万公顷林地恢复和改善植被，进

行麝自然放养；建立 2 处麝的人工驯养繁殖基地，力争在短时期内在人工繁殖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所以说发展养殖

业国家政策允许。 

3．林麝养殖业的技术领先 

扩大林麝种群数量，减少麝香供求压力，是林麝保护工程的要求，也是继承和发展西康市镇坪养麝和活体取香的

传统优势。发展林麝养殖业的技术思路，一是杂交复壮种群，二是扩大养殖规模，三是提供优良麝种，四是指导人工

取香，五是逐步野外放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4．林麝养殖获得政策支持 

为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药用动物资源，满足人民健康的需要，应探索新政策：如怎样调动天然麝香利用企

业保护、发展林麝资源的积极性，让中药企业主动投资于林麝半散养基地工程的建设，让企业把基地作为自身的生产

车间来管理。只有把麝香利用企业可持续生产与林麝资源恢复增长牢牢地捆绑在保护管理的基地上，林麝资源才有望

得到恢复增长，养麝业才能增加活力。根据目前西康市林麝(香)市场需求、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建议探索产业政策，

以达到“谁投资，谁发展，谁受益，谁优先利用麝香资源”的目的。 

 中国麝香鼠养殖基地 

由于麝香鼠麝香在药用成分上跟天然麝香差别不大，能够完全替代麝香，因此在本文中也将其列为麝养殖品种之

一。麝香鼠养殖规模已经超过了林麝养殖规模，一方面麝香鼠也能够分泌麝香，另一方面麝香鼠毛皮、肉等还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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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途，经济价值较林麝高出很多。因此麝香鼠在全国各地均有养殖，中国最大的麝香鼠养殖基地就落户在河北辛集。 

中国麝香鼠养殖基地（原辛集市科协种养中心），成立于 1992 年，多年来致力于特产经济开发，是集科、工、农、

贸为一体的科研单位，固定资产 560 万元，拥有存栏 21800 多对，占地 11800 平米的麝香鼠养殖基地，也是全国最大

的麝香鼠养殖基地，总饲养面积达 30000 平方米，并设有饲料厂、皮毛加工厂、屠宰冷冻厂。 

中国麝香鼠养殖基地为麝香鼠养殖业刷新了麝香鼠养殖业的多项纪录，研究出了多项科技成果，温馨取香法比原

来的取香法麝香的产量提高了一倍；单元式、全封闭的圈舍比原来的圈舍产仔率提高了一倍，合理的全价饲料使麝香

鼠饲养 100 天就能达到取皮的标准。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麝香鼠产品的加工，加速产业化的发展。提高麝香鼠养殖业科

技含量，降低麝香鼠养殖综合成本，强化良种繁育。注重开发多元化产品，加强龙头基地建设，不断开发新技术，繁

育新良种，扩规模上水平，增强整体凝聚力，以达到最高效益。 

 结论

近年来，我国麝养殖发展比较迅速，麝香产量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与市场需求仍有很大差距。同时在养殖管理、

养殖技术、饲养成本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在养殖管理方面 
养麝场管理比较混乱，尚未健全必要的管理制度，没有详细的麝养殖病例记录和解剖记录，更没

有完整的麝卫生统计资料。 
 

在养殖技术方面 技术力量薄弱，饲养管理水平低。育种工作跟不上，导致麝种质量下降，麝香产量低。         

在饲养成本方面 由于经营管理水平低，导致饲养成本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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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麝发展及养殖种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第一，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降低饲养成本。可组织人员到养殖比较成功的麝养场参观考察，吸取积极的、优秀的

管理经验。 

第二，加强麝繁殖技术研究，提高麝的生产性能。可与高校、科研院所结合研法麝繁殖及育种技术，也可多参加

国际学术交流，引进国外的先进的养殖、繁殖、培育技术。 

第三，加大麝养殖的资金扶持和政策扶持。目前我国大部分养麝场缺乏资金，负债较高，这就影响了麝养殖业的

经济效益。建议政府利用已有的资源，在资金方面对麝养殖科研及产业化项目予以倾斜，同时，麝养殖企业应加大引

资力度，引进新的投资主体，实现产权多元化，形成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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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

通过对麝香行业的研究我们给出以下结论： 

一、麝香作为我国稀缺中药材，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 

二、林麝和麝香鼠的养殖能够增加麝香中药材的供给。 

三、在养殖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人工养殖技术水平低、养殖管理落后等问题。 

总之，我国麝香养殖前景十分广阔，应尽量避免在养殖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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