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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6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根据农业农村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于 2018 年 12 月制定印发的《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

规划（2018—2025）》的总体部署，按照绿色兴农、质量富农、

品牌强农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川产道地药材全产业链管理规范及质量标准提升示范工程实

施方案》（川办发［2019］11 号）文件精神，主要研究位于四

川省西北部阿坝州，生长于海拔 2600—3500 米灌丛、林下、草

地或河滩、山谷等湿地及岩缝中的高品质川贝母特有新品种瓦布

贝母的种苗创新繁育和仿野生有机种植技术，实现该品种新种植

模式技术集成创新，确保其产出的原药材新产品达到《中国药典》

2020 年版新修订的“川贝母”、“药材和饮片检定通则”和商

务部颁布的《药用植物及制剂外经贸绿色行业标准》的品质要求，

完成仿野生土壤生态改良与品质提升相关性分析研究，建立《瓦

布贝母种苗质量标准》和《瓦布贝母仿野生有机种植技术规范》，

有效推动高品质川药材有机种植与示范应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促进川产道地中药材的规范化、产业化、现代化和可持续

发展，为大健康优质中药资源供给侧需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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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实施情况 

1、第一阶段（2020.01-06） 

（1）改良现有瓦布贝母野生抚育核心基地海拔 3300 米 3 亩

的土壤生态平衡和肥水供给系统，达到了仿野生有机种植示范基

地建设标准； 

(2)完成了 10kg瓦布贝母种子有机基质后熟处理与组织快

繁试验育苗； 

(3)完成了川贝母组培苗炼苗大棚的租赁使用，专业化配置

和组合苗床基质，实施了第一批 980 株瓦布贝母组培苗炼苗还田

试验，各项关键技术点数据在采集过程中。 

2、第二阶段（2020.07—2020.12） 

（1）全面完成核心基地有机土壤改良技术方案，实现瓦布

贝母仿野生有机种植扩建 7 亩种源基地工作； 

（2）优化试验方案和技术路线，组织实施第二批瓦布贝母

组培苗试验，各项关键技术点数据在收集中。 

3、未如期的工作任务情况 

有机改良 3 亩基地中三年生和四年生植株的品质评价将在

今年七月盛花期和八月下旬采果期完成。目前中有四至六月份数

据。 

未完成原因是植株的生长时间未到。 

（三）资金投入使用情况 

1、项目总资金 100 万元全额度划拔到我中心的时间是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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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28 日。 

2、按本项目任务合同书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全额度转拔项

目合作单位“四川松赞雪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项资金 30 万

元。 

3、按本项目任务合同书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全额度转拔项

目合作单位“陕西铜川市土壤生态技术创研中心”专项资金 30

万元。 

4、本项目牵头单位与合作单位均按照项目任务合同书的时

间进度与目标任务良好有序地推进各项科研工作。 

（四）项目绩效目标 

1、改良现有瓦布贝母野生抚育核心基地（海拔 2960米 3亩）

的土壤生态平衡和肥水供给系统，使之达到仿野生有机种植示范

基地建设标准； 

2、完成 10kg 瓦布贝母种子有机基质后熟处理与部分组织

快繁育苗； 

3、完成川贝母组培苗炼苗大棚建设，专业化配置和组合苗

床基质，组织实施第一批瓦布贝母组培苗炼苗还田试验，采集各

项关键技术点数据； 

4、全面完成核心基地有机土壤改良技术方案，实现瓦布贝

母仿野生有机种植扩建 7 亩种源基地工作； 

5、优化试验方案和技术路线，组织实施第二批瓦布贝母组

培苗炼苗还田试验，采集各项关键技术点数据。 

6、完成有机改良 3 亩基地中三年生和四年生植株的品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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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组织情况 

本项目中期目标绩效评价工作由我中心（项目牵头单位）与

两家项目合作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和主研人员组成目标绩效评价

小组。 

（二）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项目任务合同书的各项指标内容进行逐项审核与客观

评价。 

（三）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是以现场考核结合不同时间科研基地照片资料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四）评价标准 

按照项目任务合同书的各项目标指标与 2020 年度项目绩效

考核自评表的内容为标准进行。 

三、综合评价结论 

本项目在 2020 年度良好地完成了计划任务与进度把控，项

目科研工作推进有序，阶段性成果显著，达到了项目总体设计要

求，完成了总任务 70%以上目标。 

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瓦布贝母仿野生有机种植

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 

项目负

责人及

电话 

范维强 18048000222 

主管部门 阿坝州科学技术局 实施单 阿坝州食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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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资金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B/A) 
得分 

年度资

金总额： 
100 60 10 60% 6 

 其中：

本年财

政拨款 

100 60 10 60% 6 

       

其他资

金 

/ / -  - 

年度总

体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1、改良现有瓦布贝母野生抚育核心基地（海

拔 2960 米 3 亩）的土壤生态平衡和肥水供给

系统，使之达到仿野生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建设

标准；2、完成 10kg 瓦布贝母种子有机基质后

熟处理与部分组织快繁育苗；3、完成川贝母

组培苗炼苗大棚建设，专业化配置和组合苗床

基质，组织实施第一批瓦布贝母组培苗炼苗还

田试验，采集各项关键技术点数据；4、全面

完成核心基地有机土壤改良技术方案，实现瓦

布贝母仿野生有机种植扩建 7 亩种源基地工

作；5、优化试验方案和技术路线，组织实施

第二批瓦布贝母组培苗炼苗还田试验，采集各

项关键技术点数据；6、完成有机改良 3 亩基

地中三年生和四年生植株的品质评价。 

1、改良现有瓦布贝母野生抚育核心基地海拔

3300 米 3 亩的土壤生态平衡和肥水供给系统，

达到了仿野生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建设标准；2、

完成了 10kg 瓦布贝母种子有机基质后熟处理

与组织快繁试验育苗；3、完成了川贝母组培苗

炼苗大棚的租赁使用，专业化配置和组合苗床

基质，实施了第一批 980 株瓦布贝母组培苗炼

苗还田试验，各项关键技术点数据在采集过程

中；4、全面完成核心基地有机土壤改良技术方

案，实现瓦布贝母仿野生有机种植扩建 7 亩种

源基地工作；5、优化试验方案和技术路线，组

织实施第二批瓦布贝母组培苗试验，各项关键

技术点数据在收集中；6、有机改良 3 亩基地中

三年生和四年生植株的品质评价将在今年七月

盛花期和八月下旬采果期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

标值 

全年实

际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及拟采

取的改进措施 

项目完

成指标 

(50 分) 

数量指

标 

10 亩 6 6 6 

87 

 

10kg 5 5 5  

质量指

标 

后熟种子 8 8 8  

第一批组培苗 8 8 8  

品质评价 3 3 0 生长时间未到 

时效指

标 

2020.06.30 5 5 5  

2020.12.30 5 5 5  

成本指

标 

生物质能改良剂 5 5 5  

生物质能营养液 5 5 5  

项目效

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

益 

指标 

种子发芽率 6 6 6  

病虫害防治 3 3 3  

社会效 组培试验成功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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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指标 
仿野生有机种植 3  3 3  

生态效

益 

指标 

土壤改良 3 3 3  

肥水供给系统 2 2 2  

组合苗床基质 3 3 3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仿野生有机种植

技术 
2 2 2  

组培与还田试验 4 4 4  

满意度

指标 

(10 分) 

服务对

象 

满意度

指标 

技术方案的认可 5 5 5  

试验方案的推进 3 3 3  

项目科研集中研

讨 
2 2 2  

总分  100 93  

注：1.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 50 分、效益指标 30 分、满意度指标 10 分、预算资金执行率 10 分。

如有特殊情况，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但加总后应等于 100 分。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

分值。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 100-80%(含 80%)、80-60%(含 60%)、60-0%合理确定得分。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年度指标值╳该指标分值；

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全年实际值╳该指标分值；定量指

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四、绩效评价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本项目的各项目标任务的确认与修正都是通过科研技术团

队统一研究后决策，尊重科学、研讨充分、个别酝酿、民主集中，

在科研实践过程中合理优化技术路线设计。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管理工作方面有层次、有监督、有责任、有实施，并由

项目负责人牵头成立了项目考核小组，负责项目中期和末期作作

报告与技术报告，有定期的科研工作研讨会和突发问题的应急处

理机制。 

（三）项目产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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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 年度的各项科研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来看，项目整

体工作的效率高，在瓦布贝母成熟种子后熟处理、种子发芽率、

土壤改良、仿野生有机种植土肥体系处理到位、组培试验成功和

还田试验开展顺利等方面阶段性科研成果丰富。 

（四）项目效益情况 

当前中期阶段已取得了瓦布贝母仿野生有机种植技术研究

环节的新技术、新方法、新配方等初步创新性科研成果，从技术

核心指标、质量指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讲，其价值无可

量，假以时日，将会对国内三十多年来川贝母传统种植技术体系

形成鼎新革故的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化高质量发展驱动！ 

五、存在主要问题 

从利用现代先进生物技术有效推动川贝母绿色产业规模化

高质量跨跃发展的新时期角度讲，当前专项资金不能满足本项目

后期可持续的科研深入和产业化推广。 

六、相关措施建议 

建议以川贝母五年一个生长周期设计和坚持本项目的科研

时间延伸，实施这个重点科研项目的三年流动计划，切实保障“十

四五”期间川产道药材高品质川贝母全产业链的质量标准完善、

新产品开发和显著的产业提质增效。 

 

阿坝州食品药品检验研究中心 

2021 年 6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