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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维西秦艽》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2023 年 1 月，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维西秦

艽》地方标准的立项，2023 年 1 月，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将其列入 2023 年度云南

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团体标准制订项目计划，批准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起草单位）负责（牵头）《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维西秦艽》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

会团体标准的制定。本标准由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提出和归口。

1.2 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主要协作单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迪庆藏族自治州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维西县绿色种养殖产业协会。

1.3 主要起草人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张新华 女 农艺师 大理州农业科学院 项目负责人

刘家迅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查，协调

梁明泰 男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查，资料收集

陈霞 女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查，资料收集

杨继生 男 高级兽医师 迪庆藏族自治州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调查，资料收集

和友 男 高级农艺师 迪庆藏族自治州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调查，资料收集

李丽云 女 高级兽医师 迪庆藏族自治州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调查，资料收集

刘永芳 女 农艺师 迪庆藏族自治州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调查，资料收集

阿瑾 女 农艺师 迪庆藏族自治州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调查，资料收集

杨海清 男
副主任/农艺

师
迪庆藏族自治州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调查，资料收集

寸英 女 农艺师 迪庆藏族自治州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调查，资料收集

杨晓艳 女 农艺师 迪庆藏族自治州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调查，资料收集

谢文韬 男 助理畜牧师 迪庆藏族自治州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调查，资料收集

李玉玲 女 助理农艺师 迪庆藏族自治州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调查，资料收集

李雪梅 女 实习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查，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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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峰 男 农艺师 石林县农技推广中心 调研与协调

彭慧娉 女 农艺师 维西县种植业管理服务中心 调查，资料收集

杨丽梅 女 农艺师 维西县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调查，资料收集

李兴尧 男 助理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调查，资料收集

吴书奇 男 硕士研究生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调查，技术推广

姚雪娇 女 助理农艺师 大理州漾濞县农业局 调查，技术推广

唐泽 男 董事长 维西傈荞农业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资料收集

李卫红 男 总经理 维西伟宏农特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收集

邵鑫宝 男 项目经理 维西伟宏农特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收集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目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 一部规定中药材秦艽为龙胆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秦

艽 Gentiana macrophylla Pall.、麻花秦艽 Gentiana straminea Maxim.、粗茎秦艽

Gentiana crassicaulis Duthie ex Burk.或小秦艽 Gentiana dahurica Fisch.的干燥

根。由于维西种植的秦艽 90%以上为粗茎秦艽，因此，维西秦艽指粗茎秦艽。粗茎秦艽

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以根入药，药材名为粗茎秦艽、秦艽、滇秦艽、牛尾秦艽、大

秦艽等。秦艽长期为汉、藏、蒙等民族所使用，具有祛风湿、清湿热、止痹痛、退虚

热的功效，是治疗风湿痹痛等症的主要组方药物之一，也是通痹丸等多种中成药的主

要成分之一。粗茎秦艽是云南主产、供应全国的大宗药材品种，也是我国传统出口创

汇的重要中药品种。

使用“维西秦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的生产地域范围是东经 98°54'～

99°34’，北纬 26°53’～28°02’之间，包括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

治县保和镇、叶枝镇、塔城镇、永春乡、攀天阁乡、白济讯乡、康普乡、巴迪乡、中

路乡、维登乡，共 3个镇 7个乡。该地非常适宜秦艽的生长，一是该地处低纬高原亚

热带与温带季风高原山地气候，冬长无夏，春秋相连，仅有冷暖、干湿和大小雨季之

分，又由于地质结构复杂，海拔高差悬殊大，形成立体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12.3℃，

11 月～2月平均温度 4℃，长达四个月的冬季延长了维西秦艽的休眠期，利于更好的积

累营养物质。6～10 月是维西秦艽生长旺期，此时气温逐渐上升，气候温暖但无酷热，

利于植株发新根，再加上此期间空气湿度都在 75%以上，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利于维西秦

艽开花授粉结果，同时刺激维西秦艽体内酶的活性，促进马钱甘酸和龙胆苦苷的合成，

http://baike.baidu.com/view/9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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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得维西秦艽药味浓，味道苦涩。二是该地年平均日照总时数为 1793.4 小时，光

照充足，秦艽喜光，种植在 2400～3500 米的高山地区，利于秦艽植株生长，促进根茎

的伸长，使其根茎粗壮，光合速率增强，秦艽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出叶绿素和挥发油等

有机物。三是该地有澜沧江从巴迪乡大石头入境，经 6个乡镇，由北向南纵贯全境，

过境流程 165 公里，金沙江过境流程 13 公里，全县大小山溪、河流共 763 条，另有

高山雪溶湖 33 个，江河纵横，水网密布，可作为维西秦艽的补给灌溉用水，保证土壤

的湿润度，为维西秦艽根茎运输转换营养物质，使得维西秦艽根茎粗大、肉厚。四是

该地土壤为黄棕壤土，PH 值为 5.5～6.0，呈弱酸性，土层深厚，疏松，排水良好，盐

基饱和度为 30%～75%，有机质含量 10～20g/kg 自然肥力比较高，为维西秦艽提供了足

量的生长养分，生长出的维西秦艽质地硬而脆，富含马钱苷酸和龙胆苦苷。

为了促进“维西秦艽”的生产、经营，提高商品质量，维护和提高“维西秦艽”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国内外市场的声誉，保护使用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 条例》和国家知识产权局《集体商

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制定本规程。制定维西秦艽标准，主要目的在于规范

维西秦艽的生产，进一步促进维西秦艽产业提质增效，对保护和合理开发云南秦艽资

源、助推秦艽规范化生产、促进秦艽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调整山区农业产业结构、培

植地方特色优势产业有重要意义。目前，没有相关标准来规范我省数万亩秦艽种植，

本标准的制定可很好地满足生产实践的迫切需求，十分必要。

3 主要起草过程

3.1 立项前调研（2022.1～2022.8）

标准编制工作组对维西种植秦艽的乡镇多次进行产业调研，基本明确了云南省维

西县秦艽种子种苗繁育，大田种植和产地初加工情况；探明了维西秦艽种子种苗生产

技术，规范化种植技术及产地初加工技术；针对影响维西秦艽种植的主要病虫害进行

了调研，初步制定出安全、有效的病虫害防治方法。

3.2 组织分工（2022.9～2022.12）

申请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团体标准的制定标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维西秦

艽》编制，立项获批准，编制任务下达后，起草单位组成编制工作小组，确定编制成

员，确定大纲，制定工作计划，并进行了人员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

3.3 产区调研、资料收集（2023.1～2023.2）



4

针对全省和维西秦艽生产发展水平，研究现状，生产技术等内容，进一步进行广

泛的调研、文献查阅、资料收集、专家访问等工作。主要包括通过查询中国知网、科

学网、Google 学术网等相关网络文献资料；去省图书馆、省农科院信息所查询专著、

植物志、地方志等文献资料；与同行中药材专家及木香种植户探讨等方式获得第一手

资料；并深入秦艽种植企业调查生产销售情况。资料收集力求全面、典型，尽可能地

反映和代表云南省和维西县秦艽产业发展现状。

3.4 标准编写（2023.3）

在对团队前期工作进行总结和资料收集查缺补漏的基础上，根据任务书和起草的

主要内容确定了编制提纲，按照提纲进行初稿编写，完成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编

写过程中重点关注了以下几点：与已有或相近标准衔接，国内和省内最新技术和现行

的主要技术，格式和形式的规范，释义的准确，以及是否有可操作性等关键点。

3.5 标准送审（2023.4）

完成的征求意见稿，送至相关单位与部门函审，整理意见，进行文稿修改；形成

送审稿报送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组织专家会审，形成报批稿。

4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4.1 制定标准的原则

4.1.1 科学性原则

尊重秦艽生产的科学规律，综合考虑影响秦艽产量和质量的各种因子，并科学体

现各因子的重要性。积极采用国内外较成熟的先进标准，使本标准达到国内外秦艽生

产技术要求与水平，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

4.1.2 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的是在云南省维西县秦艽栽培技术措施上提炼共性生产工艺，提出合理可

行、简单易于操作的规范化栽培技术措施，标准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便于广泛实施

和被引用。

4.1.3 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云南省维西县秦艽生产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和共性特征，

提出共性的，合理可行的技术指标，确保实现秦艽高产优质的目标，使之广泛应用于

维西县及云南省秦艽道地药材的生产，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4.1.4 规范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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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和要求进行规范行文、定义与表述，进行编制。保持本规程内部以及本规程与

同类规程在结构、文体、术语上的统一性。

4.2 制定标准的主要依据

本标准技术内容主要依据文件如下表 2。

表 2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

标准章条编号 引用文件

5生产环境要求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6种源与种子要求

7种子生产

8种苗生产

GB/T 3543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DB53/T 539—2013 粗茎秦艽种子种苗生产技术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 一部《木香》项，四部（检验方法）

9大田栽培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8321《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10 采收和产地初加工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11 产品质量
T/CACM 1021.76-2018 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秦艽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 一部《木香》项，四部（检验方法）

12 包装、放行、储运技术规

程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4.3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项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相协调统一，无冲突。

5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

5.1 标准名称

标准名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维西秦艽”，以区别未获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突出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限定作用。标准的名称翻译为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Registered as Certification Marks of Weixi qinjiao.

5.2 保护范围

维西秦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批准保护的范围限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主管

部门根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规定》批准保护的范围：北纬 26°53′～28°02′，

东经 98°54′～99°34′之间，即云南省维西县现辖行政辖区。保护范围图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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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产地选择的文献依据

秦艽为龙胆科龙胆属植物秦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一部收录的中

药秦艽源植物有 4种，主要为麻花秦艽、粗茎秦艽和小秦艽。粗茎秦艽主要分布在我

国西南地区, 西藏的波密、左贡、芒康、邦达；四川的理塘、若尔盖；云南的昭通、

迪庆、怒江、大理、丽江；贵州的威宁、赫章、水城、盘县、雷山；甘肃的碌曲、夏

河。其中，粗茎秦艽是迪庆高海拔地区特有的植物，是秦艽药材中质量较好的一种。

种质资源主要分布在海拔 2300～3300ｍ之间，以云南省滇西北金沙江、澜沧江、 怒江

三江并流地区为主要分布和种植地带。目前云南的秦艽药材全部来源于多年培育的栽

培产品或少量野生、半野生资源。迪庆高寒地区维西是最适宜种植粗茎秦艽生产区域，

该地区海拔 2400～3200ｍ，年均气候 8～14℃，极端高温 27～29℃，极端低温-11～

-8℃，≥10℃的活动积温 2000～3200℃。年降雨量 700～1500mm，空气相对湿度 60%～

85%。土壤为黄棕壤、棕壤、红壤 等类型。植被以亚高山，高山针叶林、高山灌丛等

为主。这些地区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土壤湿润，最适合粗茎秦艽的生长特性， 总

产量占全省的 70%以上。云南产维西秦艽药材根部粗长、结实肉厚、质地优良，已成

为秦艽市场的主流产品之一。

5.4 关于秦艽种子生产技术的说明

粗茎秦艽种子微小，繁殖系数高，非常适合专业化的种子种苗生产模式，但目前

种子种苗以药农自产自用为主，其产量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省内已选育登记了粗茎秦

艽新品种“云艽 1号”，编制了地方标准《粗茎秦艽种子种苗生产技术规程》（DB53/T

539-2013），并已在云南推广应用多年。

5.4.1 留种技术

粗茎秦艽一年生、二年生植株通常不开花，从生长第三年开始每年开花。秦艽属

植物的花具有雌雄异熟和雌雄异位的特征，异株、异花亲和，同株自交亲和，但单花

必须依赖传粉媒介才能授粉结实。基于以上生物学特性，粗茎秦艽制种关键在于：①

确保种子田植株生长健壮，不缺株断垄，不受病虫为害；②确保开花后自交和异交正

常进行，不施用对传粉媒介有毒有害的化学药剂，必要时需做避雨措施；③确保植株

灌浆充分，7～8月需追肥一次。

5.4.2 种子采收技术

粗茎秦艽种子从开花到种子成熟历时约 60～70d。花后 5～10d 时蒴果形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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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浆；花后 30～45d 时种子质量达到峰值，40～45d 种子开始脱水；花后 60～70d，种

子含水量从高于 70%逐渐下降至低于 10%，干物质逐渐积累，鲜重接近干重，标志着灌

浆结束、种子成熟。以上过程的田间表现为，粗茎秦艽种荚颜色由绿变褐，种子颜色

由绿色变红褐色，此时种荚陆续开裂、种子相继脱落，说明种子完成灌浆、已完全成

熟。若提早采收，种子灌浆尚未结束，含水量偏高；若果荚完全开裂后采收，则微小

种子脱落，种子产量降低。因此，开花后 60d 左右，待果荚黄褐色、即将开裂而未完

全开裂时，为最佳采收期。此外，由于粗茎秦艽花期持续时间较长，应以种荚颜色变

为黄褐色为标准，进行分批采收。种子的最佳采收时间一般在 10 月上旬的种子腊熟期，

过早籽粒不成熟，过迟籽粒最易脱落变质。

5.4.3 种子贮藏技术

粗茎秦艽种子为短命型，室温条件下贮藏 1年后萌发率显著下降，失去价值，因

此，粗茎秦艽种子贮藏的关键因素是贮藏温度和贮藏时间，二者密切相关。与多数农

作物种子类似，低温可将种子呼吸代谢维持在较低水平，减缓营养物质消耗，有效延

长种子寿命。实践证实，0～5℃低温下粗茎秦艽种子贮藏 1年以上仍可保持活力，适

于贮种 1～2年；-18±1℃冷冻条件下可保存 3年有以上，种子最高可保持近 70%的发

芽率。此外，包装材料是否透气也影响种子贮藏。粗茎秦艽种子在贮藏过程中仍有呼

吸作用，室温下用塑料袋包装的种子，其活力和发芽率急剧下降，而编织袋、布袋等

透气材料包装（但应注意包材孔隙应小于粗茎秦艽种子直径）的种子则发芽效果良好。

表 3 粗茎秦艽不同贮藏方式与贮藏时间下的发芽率

贮藏方式 5个月后发芽率 8 个月发芽率 12 个月发芽率

室温贮藏 80～85% 48～56% 2～40%

冰柜冷藏 84～91% 82～86% 77～81%

注：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永春乡产种，纸袋包装，发芽试验前作赤霉素处理。

5.5 关于秦艽种苗生产技术的依据

秦艽的种子细小，出苗率和出苗势与秦艽种子的质量有关，千粒重大于 0.2 克的

种子出苗率和出苗势较好，生产优良种子是培育秦艽壮苗的前提，秦艽壮苗移栽后出

苗早，生长势强，整齐一致，是获得优质，高产量秦艽药材的重要保障。因此生产优

良秦艽种子，培育秦艽壮苗在整个秦艽生产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粗茎秦艽繁殖材料

以种子萌发的实生苗为主。实生苗生产技术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种子萌发、提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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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率和种苗质量。自然生长条件下，粗茎秦艽幼苗生长缓慢，需栽培管理措施来促进

幼苗生长，苗期视不同地区、不同栽培措施而定。

5.6 关于秦艽栽培管理技术的说明

在前期栽培技术研究基础上，对云南省秦艽产区进行深入调研，总结完善秦艽生

产技术资料和实地调研资料，参照 GB428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和 GB/T 8321《农药

合理使用准则》，结合生产实际，对秦艽大田栽培管理技术，即选地、整地、播种、水

肥控制、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方法标准进行了规范。

5.6.1 选地、理墒：生产实践中发现，洼地和不利于排水的地块在夏季连续降雨时，

常常发生根茎腐病等危害极大的病害，严重时全田绝收。因此，选地时必须避免洼地，

理墒时应做成中间微凸的瓦型墒面，以避免墒面积水。

5.6.2 移栽密度：本团队结果表明：在株行距因素的 4个水平（20×15，20×20，

20×25，20×30）中, 行距 25cm 的产量显著高于 30cm 的, 行距 20cm 和 15cm 的与上

述两者产量差异不显著。但密度过大（如 20×15cm），种根茎用量大, 虽产量较高, 但

植株在后期生长势减缓，病害发生严重；密度过小（如 20×30cm），移栽初期会出现大

量杂草与秦艽争肥，除草成本高，不便栽培管理与推广。因此, 若从节约种根茎、便

于田间管理和高产高效等方面综合考虑,株行距组合以 20×20cm 和 20×25 最为适宜。

如根茎种苗较大采用株行距 20×25cm，如根茎种苗较小采用株行距 20×20cm，栽植密

度为 1～1.2 万株/亩。两种密度在栽培技术推广中得到了应用。

5.6.3 移栽时间：选择适宜的播种期，是提高秦艽出苗率，获得高产的重要保障，

不同地区移栽时间有一定的差异。维西在有灌溉条件的地区，一般春季 4月中上旬，

秋季 10 月中下旬至 11 月下旬移栽较好，生长期长，产量高质量也好；如在冬春干旱

无灌溉条件的地区，一般从 5月份雨季开始移栽。

5.6.4打薹：每年 6月～7月份是秦艽生长旺盛期，要进行3次左右打薹，将茎叶间

抽出的花薹序除去。采种株留 1～2个花序，其他应及时摘除，以保证茎叶的生长和营

养成分的积累在根茎上形成粗壮的根茎。

5.6.5 病虫害防治：主要病害有叶斑病、锈病和根腐病，主要虫害有金龟子和地老

虎。秦艽病虫害防治必须采用以农业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综合防治措施。秦艽

主要病害的发生常与环境湿度过大有直接联系，这也决定了通过农业措施来调节环境、

降低病害发生几率是十分可行的病害防治措施，还具有经济有效、简单易行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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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化学防治以安全、易行为主要原则，尽量使用了常规药剂和常规方法。农药

使用要遵从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和 GB 8321《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5.7 关于秦艽采收和产地初加工技术说明

5.7.1 采收时间：秦艽种植 2～3年(直播 3年，移栽 2年)就可采挖，于晚秋初冬

地上部枯萎时采挖，将全株挖出。采挖时间为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下旬，植株地上部分

枯黄时最好。采收前要求割掉茎叶，后熟 10～15 d 再行采挖。

5.7.2 采收方法：选用机械或人工采挖均可，要求挖全根系，避免机械损伤，保证

全根。将采挖的秦艽根系散置于地面，晾晒、翻动，防止发霉变质，确保药材质量。

5.7.3 初加工：采挖后的秦艽要及时除掉茎叶、柴头及根须和表面的泥土，用清水

清洗，使根系呈现乳白色。置于专用场地或架子上晾晒，理顺根系，芦头约留 1cm 长

即为秦艽统货。秦艽根茎以粗壮、饱满、色淡黄明亮、菊心 、油性强、身干、稍有芦

头者为好。

5.8 产品质量说明

秦艽药材质量评价一般从两个方面评定：一是看外表以主根粗壮度、质实肉厚度、

色棕以及气味等方面判定，二是对其有效成分进行化学分析，主要是看其有药用价值

的此生代谢产物，使用“维西秦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产品的特定品质:

5.8.1感官指标:维西秦艽以根入药，根呈类圆柱形，上粗下细，扭曲不直，长10～

30cm，直径1～3cm。表面黄棕色或灰黄色，有纵向或扭曲的纵皱纹，顶端有残存茎基

及纤维状叶鞘。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略显油性。皮部黄色或棕黄色，木部黄色。

气特异，味 苦、微涩。按T/CACM 1021.76-2018 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秦艽产品分级

5.8.2理化指标: 龙胆苦苷（C16H20O9）和马钱苷酸（C16H24O10）≥2.5%，水分≤14%；总灰

分≤4.0%；浸出物≥12.0%。

5.8.3农药重金属残留：依据2017年COFCC有机认证产品风险检测植物类中药重金

属和农残限量指标要求。

6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编制小组依据编制原则和编制重点对初稿进行了认真讨论和反复修改，形成征求

意见稿，并广泛征求了科研、管理、生产企业、标准制定等部门的意见建议，又对标

准文本做了多次修改，最终形成标准送审稿。本标准在制定征求意见过程中无重大意

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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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此规程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无强制性条款。理由：第一，秦艽是云南

省重点发展的药用植物品种之一，但其栽培历史、规模、技术水平与规范化程度等均

不能常规农经作物相比，宜采用推荐性标准对栽培生产进行规范和引导。第二，药用

植物种植模式、种植制度和种植技术都应由当地环境、气候、土壤条件以及农业发展

水平来决定。云南省气候类型多样、地理环境复杂、农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药用

植物秦艽种植生产过程的各环节均不宜采用强制性标准进行规范。

8 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8.1 组织措施

建议发布与实施本标准时，及时组织有关标准管理部门宣传、推荐本标准。建议

将本标准在公共网络或有关刊物上发布，实现资源的共享，并宣传、推荐本标准。由

标准起草单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负责编写实施标准的宣传学习材料。

8.2 技术措施

秦艽种植在云南省还是近十多年新兴行业，药材生产对技术水平要求极高。建议

在秦艽种植的主要地区，组织举办面向种植协会、农户、企业质检部门的标准实施培

训班，便于科技人员、企业技术骨干和药农掌握。

9 预期效益分析

通过收集、制定完善的云南省道地药材秦艽种植管理技术规范和产品质量标准，

建立维西秦艽栽培技术规程，按标准规程组织生产出产量好、质量高的秦艽原料，缓

解目前秦艽栽培技术不规范、种植产品质量不稳定的现状，并提升秦艽药材的市场竞

争力，促进秦艽种植由粗放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不仅利于扩大云南省秦艽的种

植面积，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农民增收，同时为制药企业解决原料质量不稳定问题、

提高原料利用效率，实现企业增效。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和应用，在科学开发云南优势

特色药用植物资源、促进秦艽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障药用原料安全有效等方面不

仅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且具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0 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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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维西秦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范围

注：维西秦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范围为图中标注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辖3镇7乡（保和镇、塔城镇、叶枝镇、

永春乡、攀天阁乡、维登乡、中路乡、白济汛乡、康普乡、巴迪乡）行政区划中栽培环境符合本标准的区

域。

图 1 维西秦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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