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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载黔东南苗族伺族自治州境内的地理标

志产品、民族特产和地方特产，使《黔东南州特产志》较好地为黔东南州的经济发展和经济

建设服务。

二、本志记载的地理标志产品、民族特产和地方特产，仅限于黔东南州境内各县市的特

色产品。

三、民族特色产品、地方特色产品是指黔东南州境内特定地域自然生长或人工生产、特

定民族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特定民族工艺进行生产出来的具有使用、食用、药用和研究价

值并被公认为特别优秀的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是指黔东南州境内民族特色产品、地方特色产

品中，由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或农业部门逐级申报，经国家相关部门质量审核，获

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

四、本志记述的特色产品以记事本末体记述，尽量不加修饰，以记述清楚为目的。

五、本志文字和图片资料来源主要是由各县市地方志办、史志办和黔东南州开发研究促

进会各理事提供，部分文字图片资料来源于州内志书。

六、本志上限不限，下限至2015年12月止。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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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儒辉

看了这部装帧精美、内容丰富、记述翔实的《黔东南州特产志} ，心里很激动。几年前我们就想，

如果能把黔东南州丰富的特产编成一部志书多好啊!后来 黔东南州志办和黔东南州开发研究促进会做

到了。他们想到了人们想不到的事，可喜可贺!

我们黔东南苗族恫族自治州，是一个以苗族恫族为主的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地大物博，人杰地灵，

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非常丰富。苗族恫族和其他世居民族都是古老的民族，各族人民非常勤劳，积累了

丰富的劳动经验和传统技术工艺，非常心灵手巧。即使同是一个民族，又因为他们的宗支不同，迁徙时

间和路线不同，所以形成了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的多姿多彰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俗，民风民情非常

特别。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结合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民情;利用自

己勤劳的双手和传统技术工艺，结合现代的科学技术，生产和创造出独特的丰富多彩的地方民族工艺

品、地方民族饮食产品、地方医药产品，饲养出地方独特的家畜家禽并加工出各种类别的美昧肉制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加大了民族地区定点定位的

精准扶贫力度，地方民族产业结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旅游业发展很快，地方民族特色产品更加丰富多

样，各种产品名声在外，闻名遐边，由此而互相促进，使黔东南州特产的生产、加工更加多样化、更加

集约化、更加工艺化、更加现代化和更加科学化，同时也更加民族化。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扶

持，使黔东南州民族特产品的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手段相结合，加上各族人民的创业积极性，黔东南州

的特色产品开发将会大放光彩，黔东南州的民族经济将会更加繁荣。

编辑这部《黔东南州特产志)) ，得到了贵州省促进会，黔东南州委、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

各县市史志部门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州地方志办公室和州开发研究促进会的得力主持，主编吴谋高，副

主编吴寿昌、杨元龙、杨金科、吴泰苇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使这部志书得以顺利问世，我们作为本志

的忠实读者，感到由衷的欣慰并从内心表示感谢!

"治同者以史为鉴，治郡者以志为鉴以史为鉴，方可知兴替;以志为鉴，方可明得失 o 这部

高质量的特产志，不仅将黔东南州丰富多彩的民族地方特产得以载入史册，名垂千古，使各级党委政府

在做决策时具有可靠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将黔东南州的民族地方特产对外进行广泛而有效的宣传，让更

多的人了解黔东南，了解黔东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风土人情及其民族历史文化，了解黔东南的民

族特产，对黔东南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促进作用和深远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衷心地祝贺《黔东南州特产志》的出版问世!

2016年元旦

吴儒辉 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原副巡视员，黔东南州开发研究促进会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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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黔东南苗族{同族自治州、I (以下简称黔东南州)是著名的原生态文明之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总面

积30337平方千米。

春秋时期，今黔东南州大部分属于群柯同和楚同黔中地，秦代属黔中郡和象郡，西汉时期属武陵郡

和群柯郡，唐代属黔中道，宋代分属荆湖北路、娶州路和广南路，元代属四川行省播州宣慰司和湖广行

省思州宜慰司，明代置思州、镇远、黎平、新化4府，隶属贵州布政使司，民国境内设有镇远、思县、黎

平、永从、榕江、八寨、麻哈等18县， 1950年设镇远专区， 1956年7月成立黔东南苗族伺族自治州辖16个

县， 2015年黔东南州辖凯里市和丹寨、麻江、黄平、施秉、镇远、岑巩、兰穗、天柱、锦屏、黎平、从

江、榕江、雷山、台江、剑河15个县及凯里经济开发区。

黔东南州地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的特点。境内年平均气温

14-18"C。最冷月 1月平均气温5-8"C;最热月 7月平均气温24 - 28"C。年日照时数为1068 - 1296小时，无霜

期270 - 330天，降雨量l∞0-15∞毫米，相对湿度为78% - 84%。境内有大小河流29∞多条，以清水江、满阳

河、都柳江为主干，呈树枝状展布于各地。苗岭以北的清水江、满阳河属长江水系，苗岭以南的都柳江属珠

江水系。州境河道长376千米，流域面积14769平方千米。境内江河清秀，两岸峰峦叠翠，林木葱宠，风光睛

腕。奇瀑异流，遍布全境。黔东南多山，以雄、奇、险、秀矗立于州境各地。全州土地面积4550.6万亩，有耕

地379.1 3万亩，林地2232万亩，其他用地和荒草坡地1939.47万亩。

2014年末，全州常住人口 347.75万人，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78%，世居民族有苗族、伺

族、汉族、水族、布依族、土家族、壮族、瑶族、舍族、 f么佬族。

黔东南州物主天华，资源丰富。州境内有哺乳动物56种，两栖类动物40种，鸟类162种，爬行类36

种，鱼类62种，其中:国家二类保护动物有云豹、金钱豹、苏门玲等11种;国家三类保护动物有大灵

猫、黑熊、豹猫等8种。黔东南州有"杉乡林海"之称。全州有植物2009种，分属290科690属，其中

种子植物1440余种，分属 163科429属。

黔东南州地处苗岭山区，自然风光绪丽，文物古迹众多，民族风情独特，旅游资源丰富。 2014年

底，全州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个，省级风景名胜区10个;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56项68个保护点，中国

传统村落276个，中罔景观村落5个。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多彩的民族文化，赋予了黔东南州丰富的物

产、特产。

本在、收入黔东南州特产名录260个，其中详细记述产品 146个，但这只是黔东南州特产的一部分。在

记述的这146个产品中，属于国家认定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凯里红酸汤、丹寨晒悻米、麻江蓝莓等17

个，民族特产有从江稻鱼鸭生态系统、剑河苗族锡绣、凯里苗族酸汤鱼等47个，地方特产麻江红蒜、黄

平泥哨、施秉何首乌、镇远道菜、思州石砚等82个。按属性分还可分成工艺类、饮食类、果品类、饰品

类、娱乐类等等。

在黔东南州，一些特产如麻江蓝莓，已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产业，并得到了重视发展。但是一些产

生于农耕时代、产生于民族民间的特产，随着工业化和多元化的进程，正在逐渐变异或消忘。这是物质

文化遗产能不能得到传承和保护的问题，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保

护开发，使其更加繁荣、更加昌盛。

编篡本志，目的正在于此。



日

地标特产

凯里红酸汤..........….......….................…….........… ........2

凯里苗家鸡稀饭…….........….......……......…… ...............3

丹寨晒捍米..........….......….......….......….......…… ..........4

麻江蓝莓...............….......….......……......…… .................5

施秉太子参.......…….......….......….......….......… .............7

施秉头花萎..............................….......….......… .............9

岑巩，恩、州、|袖..........….......……................…….......… ......10

二三穗鸭.........….................………..............….......……… .12

黎平香禾糯...............….......….......….......….......… ......13

黎平在苓.........…........….......….......….......….......…… ..16

从江香猪.........................….......… ..............................17

从江槛柑..........….......….......….......….......… ...............20

榕江锡利贡米..........…...............................................21

榕江小香鸡..........…..………………….......….......…......23

雷山银球茶..........….......….......…..............…… ...........25

雷山乌杆天麻...............….......…......................… .......26

剑河钩藤.....….......….......….......….......….......… ..........29

QIAN DONG NAN ZHOU TE CHAN ZHl 

录

天柱苗家蜜钱....................… .....................................62

天柱恫家奇液...............….......……......…… .................63

天柱民族蘸食....................….......… ...........................64

天柱伺家油茶........................................….......… .......64

锦屏启蒙酸菜.................….........… ............................65

锦屏腊洞店汤..........….......…..............…….......… .......67

锦屏裕河菌鱼....................….......…..….......….......… ..68

黎平恫锦...............…......................…….........… ..........70

黎平恫族银饰...............…......................….......… .......72

黎平伺族服饰….......…......................….......… ............73

黎平伺家髓鱼雷毫肉..........….......….......…… ................77

黎平伺家油茶.....…….........….......… ...........................79

黎平伺果..........….......……........................… ...............80

从江稻鱼鸭系统............…… ......................................81

从江瑶族药浴.…·….......…..........................................83

从江壮族偎?因.......…….......….......…......................… ..85

从江{同族香禾..........….......… .....................................87

榕江羊瘪火锅..........….......….......….......….......… .......88

雷山苗族芦笙….......….........……......................… .......89

民族特产 雷山苗族银饰…..…….......….........….......….......…..…..93
凯里苗族酸汤鱼....................….......… .......................32 雷山鱼酱酸.............................................… ................96

凯里苗族马尾斗笠........................................… .........33 雷山苗族髓汤.......…… ...............................................97

凯里苗族花裙..........….......….......….......….......… .......35 雷山苗王鱼...............….......…......................… ...........98

丹寨卡拉鸟笼..........…….........….......…….........… .......36 台江苗族服饰..............................….......….......… .......99

丹寨苗族蜡染...............……......…….......….........…… ..39 台江苗族蓝前….....................................…….........… 101

丹寨苗族百鸟衣 ........................................................41 台江苗族刺绣.....….......…….........…….........… ..........102

麻江型铜鼓...............….......… ....................................42 台江苗族剪纸….......…......................….......… ..........105

麻江舍族凤凰装.................…….......… .......................44 台江苗族银饰.......…….......….......….......… ...............108

麻江苗族织锦...............….......…..…......................…..46 剑河苗族剪纸.........................….............…........… ...111

麻江枫香印染.........…........….......….......…… ..............47 剑河苗族锡绣...............……........................… ..........113

麻江农民画.......…….......…......................… ................48

黄平苗族银饰...............….......…….........….......… .......52 地方特产
黄平苗族服饰..........….......…......................… ............55 凯里下司犬 ..............................................................116

黄平苗族刺绣...............….......….........….......… ..........57 凯里富辞茶 ..............................................................118

黄平停家银饰.................……......................… ............58 凯里旁海生姜.......…….......….......….......… ...............120

黄平值家蜡染..........….......….......….......……......… .....60 凯里下司面条.................…….................… ...............121

黄平苗族破线绣女装.......…….......….......…...............62 凯里湾水铁器...............…..…..............…….......……..122

@ 



。

QIAN DONG NAN ZHOU TE CHAN ZHI 

丹寨石桥同画纸..................................… .................124

丹寨晒悻茶..........….......…......................… ..............128

丹寨糖把….......….....................................…… ..........130

丹寨狲猴桃...............….......…….........….......… .........132

麻江红蒜.................................…........….......… .........134

黄平长角辣..........….............................…… ..............136

黄平无籽西瓜 ..........................................................137

黄平郭氏醇香牛肉干.....….................….......… ........139

黄平旧州豆腐干....................….......….......….......….141

黄平代支岩脚凉席.........................… ......................143

黄平谷陇芝麻糖..............................….......….......… .145

黄平油鱼............................................................…… 146

黄平泥哨..........….......….......….......… .......................148

施秉何首乌...............….......….......… ........................151

施秉云台山苦丁茶.............................……·…… ........152

镇远青溪大曲..........… .............................................152

镇远金堡米酒..............................…......................… 154

镇远道菜...............……..............…......................…… 155

镇远天印贡茶..........….........… .................................157

镇远大板栗.......…….........……......................… .........159

镇远水蜜桃...............….................… ........................160

岑巩思州石砚.......…….......…..….......….......….......… 162

岑巩柿饼...................................….......….......… ........164

岑巩血豆腐..........…….........…….........….......…… ......165

岑巩思州绿茶...............….....................................… 166

岑巩}iSU+1 水晶米.........................….......….......… ......168

三穗竹编..........….......….......……..............…………….169

三穗斗笠.........................….......…… .........................172

兰穗山妹子金秋梨 ..................................................173

三穗灰碱把….......…………........……..........................173

天柱山茶油..........…......................…….........… .........174

天柱黄金….......…......................… ............................175

天柱清香型烤烟..........…….........….........…….......….176

天柱大血藤果...............….......… ..............................178

天柱土鸭 ..................................................................179

天柱天子米….......….......….......… .............................180

天柱远口发豆腐..........….......… ...............................181

天柱竹凉席.........................….....................… ..........181

天柱观赏石..........................................……… ...........182

天柱重晶石….......….....................................… .........183

天柱织云水豆腐.................…......… .........................183

天柱五蛇酒..........…..............…….......….......… .........184

锦屏杉木...............….......….......…................………… 185

锦屏文书.......…….....................…......................…… .188

锦屏石材 ..................................................................190

锦屏茸仁米..........……..............................................192

锦屏山茶油..........….......….......……..............… .........193

锦屏茅坪香桶..........….......….......…........… ..............194

锦屏腊洞韭菜.....…….........………….......................… 196

锦屏蜂蜜..........…...............................…........… ........197

锦屏腊洞黑米饭..........…................…........….......….198

黎平绞瓜...............….......….......…………….......……… 199

黎平香菇...............………………….........….......… ........200

黎平雀舌茶......................……………........… ..............201

榕江小香羊...........................…...............… ..............202

榕江卷粉..........….......….......….......…… ....................204

榕江西瓜.......………………… ......................................205

榕江葛根.......………………….......….......….......… ........206

榕江脐橙.........................… ......................................207

榕江冰糖橙.......…….......….......….......….......… .........208

雷公山清明茶...............….......….......….......… ..........208

雷山黑毛猪...............….......….......….......… ..............210

雷山灰陶瓷器皿..........….......… ...............................212

雷公山野生百合粉...............…..…......................…..214

雷山脚尧茶....................….......….......… ...................214

雷公山红米 ..............................................................215

雷山魔芋.....................................................… ..........216

台江苦丁茶 ..............................................................217

白江姊妹饭.........…........….......…… ..........................217

台江魔芋豆腐..................................…….......… ........221

台江糯山药豆腐...............… ....................................221

台江渣辣子.....….......………………........….......…........222

剑白香猪..........….......…................… ........................224

剑河杨梅.....…….........….......….......….......… .............226

剑河革头.....….......… ................................................227

剑河翁萨酒..........… .................................................228

黔东南州特产名录..........…..............…….......… .......230

后记





@ 

Q IAN DONG NAN ZHOU TE CHAl、I ZHI 

凯里红酸汤

红酸汤是凯里

地区苗族人民的传统

食品，至今已有上千

年的历史，它所独

具的色(鲜红)、

香(清香)、味

(醇酸、回甜)等特点，具有开胃的作用，食用后

能令消化不良、庆食等患者胃 口大开。

凯里苗家人素有"三天不吃酸，走路打闹

蹄"的俗语，可见，红酸汤在凯里人饮食链上的重

要地位。

由凯里经济开发区明洋食品厂出品的"玉

梦"牌凯里红酸汤不仅保留了传统红酸汤特有的

色、香、味等特点， 经科学处理后口感更纯正、营

养更丰富。 "玉梦"牌凯里红酸汤系沿用凯里山区

苗家酸汤酿制良方，结合现代科技，采用凯里山区

优质红辣椒、 西红柿、生姜、糯米等农副产品经二

次酿造自然发酵精制而成。 经科学检测 : 本品中

含有丰富的有机酸一一乳酸(由天

然乳酸菌自然发酵而成)和维生素

C等有机物，还富含人体所必需的

钙、磷、铁等矿物质，它对保持人

体神经、 肌肉的兴奋性以及维持肌

体的酸碱平衡和增强食欲具有其他

食物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凯里红酸汤是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其保护范围包括:凯里市炉山

镇、万潮镇、龙场镇、湾水镇、旁

海镇、 三棵树镇、舟溪镇、大风洞

乡、凯棠乡、大十字街道、洗马河

街道、城西街道、西门街道、湾溪

街道、鸭塘街道、开怀街道和凯里

经济开发区。

凯里红酸汤做法有二 : 一是将西红柿洗净、

擦干，放人白酒中洗过，放人坛中， 一层西红柿一

层盐，一层层加到坛满 ， 密封待西红柿发酵好后备

用。 用时将西红柿过油加入米汤、佐料即可。 二是

将西红柿洗净捣烂 ， 放人大的器皿(洗净不粘油)

里，加人散装白酒、盐少许，密封保存45天发酵即

可食用。

为保护传承"凯里红酸汤"的生产工艺，凯

里市政府行文提出了质量技术要求，即原料及其要

求、 生产流程及工艺要点要求、质量要求。

原料及其要求 。 新鲜红辣椒、西红柿、生

姜、大蒜和本地生产的糯米、木姜子以及流经产地

范围内的水系 ， 水质符合国家关于生活饮用水的标

准规定。

生产流程及工艺 。 生产工艺流程 : 糯米→熬

汤→晾凉→拌饭←发酵←拌曲←摊凉←蒸煮←原料

清洗→粉碎→配料→人窑→分坛→配料→二次发酵

→成熟→调配→磨浆→成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加工要，点1.熬制:糯米加水1 : 20 ， 熬制2小

时以上，边熬边搅拌。 2 . 分坛 : 专用补水坛。 3. 二

次发酵时间 1-3个月，每3-4天搅拌一次。

质量要求 。 产品呈鲜红或有白、黄色颗粒 ;

产品呈半固态状 ， 酱体均匀、细腻，勃稠适度;元

异昧、无哈喇味;具本品固有的鲜香和辛辣昧，酸

咸适中，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理化指标 :水分( %) 运 90 ， 食盐( %) 

运 6 ， 氨基酸态氮(%) ~0.2 ， 总酸(以乳酸计)

(克/千克) ~25 ，钙 (毫克/千克 ) ~l∞，磷 (毫

克/千克) ~ 120 ， 铁(毫克/千克) 注 15。 产品安全

及其他质量技术要求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QIAN DONG NAN ZHOU TE CHAN ZHI 

"玉梦"牌凯里红酸汤荣获"中国国际专利

技术与产品交易会金奖 中国重庆名优农产品

展销会最受消费者欢迎产品奖" "2003年度首届贵

州名优农产品展销会名牌农产品奖" "2008年度贵

州省名牌产品奖黔东南州消费者最喜爱的产品

奖" 等诸多殊荣， 是一款具有浓厚地方民族特色的

健康食品，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经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凯里红酸汤为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 ， 2009年在全国特色火锅底料评选时，

被中国食品协会认定为贵州特色火锅底料，与内蒙

古的涮羊肉火锅底料和重庆火锅底料并列为全国三

大特色火锅底料，成为中国酸汤第一品牌。

口吴谋高

凯里面家鸡稀饭

凯里苗家鸡稀

饭，被众多人士誉为

营养粥。 这种稀饭营

养丰富，味道鲜美，

纯正。 通常在苗家过

年节、妇女生孩子、

待客迎朋友的时候，

都会以此为佳肴。

主料本地母鸡 1.5千克，糯米300克，大米200

克 。 辅料食盐8克，姜块50克。 制作过程将母鸡切

苗家鸡稀饭

成大块， 净锅加水，放人鸡块、姜块，用大火烧

沸，撇去浮沫，改用小火炖，鸡块捞起另用;在原

汤中放进淘洗干净的糯米、大米和鸡内杂，用小火

熬煮，边煮边用勺不停地搅拌， 待米汤汁稠糊时加

盐拌匀即成。 特点是鲜香软糯，汁稠色亮。

凯里苗家鸡稀饭获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称号。

口吴谋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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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寨砸铮米

丹寨晒怦米产

于黔东南川、阴寨县。

境内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降雨充沛， 水

热同季，具有温亚

热带向南热带过渡

的气候特征。 年均气温为14 .9 "C ，极端最高气温为

34.7 "C ， 最低气温为-6.5 "C ，适宜各种农作物特别

是优质水稻和茶叶的生长。

丹寨晒铸米香米型优质稻 ， 属联合国粮农组

织文献中所述的世界特种稻米之香禾米系列 ， 在中

国民间大小香稻种系分类中属香稻系列范畴。 丹寨

晒辛辛米是用优质稻演屯502品种在丹寨县特殊的地

理环境中种植，通过精选加工而成。 产品米粒长椭

圆形，圆润饱满，色泽光亮，洁白透明，自然清

香，柔软可口，糯而不腻，蛋白质、氨基酸含量较

高 ， 且富含人体必需的晒、辞元素。 经中国预防医

学科学院营养和食品卫生研究所检验，其晒含量在

6.66微克/1 00克， 怦含量为15 - 50毫克/千克 ， 符合

人体正常生理生长需要。 怦具有预防近视、提高眼

届特米稻

睛视力的作用 ; 晒具有参与合成含晒酶、晒蛋白，

提高肌体免疫力和防癌等多种作用。 随着消费者的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越来越注重健康和保健 ， 产品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产品除了在凯里、都匀、

贵阳等省内有广阔的市场外，还远销湖南、上海、

山东、宁波、广州等地。

丹寨晒怦米于2010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丹寨县黔丹晒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从事晒辞米

产业唯一一家获得核准使用丹寨晒钵米地理标志产

品专用标志的企业。

丹寨县黔丹晒业有限责任公司创建于 1996

年，主要从事含晒辞优质米、茶叶

的生产、经营及开发，是贵州省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贵州省无

公害大米生产基地。 公司已通过了

1509001: 2000标准质量体系认证，

并取得了进出口经营资格 ， 产品获

得Q 5认证黔丹牌"商标获得

"贵州省著名商标"称号。

该公司位于享有"中国晒米之

乡中国富晒茶叶之乡"丹寨县

境内，距夏蓉高速公路16千米 ， 凯

羊高速公路l千米。 公司拥有土地面

积8 .2平方千米，其中有优质米基地



500亩，年生产 l万吨精米现代

化生产线 l座。 公司立足当地富

砸怦资源优势 ， 采取以"公司+

协会+农户"的生产模式，连接

带动农户种植优质晒钵米达5万

余亩。

生产的"黔丹"牌丹寨晒

怦米产品具有米质晶莹如玉、

光泽透明、香气浓郁，做出的

米饭松软可口 、 香味扑鼻 、 糯

而不腻等特点 。

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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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寨届特米产地之高要梯田

麻江 Ifff莓

蓝莓又称蓝浆

果或越桶 ， 其果实

风味独特，适于鲜

食和加工 。 果实中

含有丰富的花青

素、革柔花酸、超氧

化物歧化酶 (SOD ) 及多种微量元素 ， 具有明目、

抗癌、预防动脉硬化、护肝、抗衰老和延缓脑神经

老化、抗泌尿系统感染、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功效。

蓝莓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

一，是近几年世界发展最为迅速的集营养与保健于

一身的第三代果树品种，被誉为"水果之王" 。

麻江县位于黔中，坐落在全国十大林区之一

的黔东南州西部 ， 处于贵州高原向湘西山地的过渡

地带 ， 是长江流域玩江水系一级支流清水江的发源

地区 ， 黔中系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冬元严寒，

夏元酷暑，水热同季 ， 干雨分明 ， 四季明显。 麻江

县长期以来就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 生物多样

化，森林资源非常丰富，而杜鹊花科植物更是遍及

全县，其中原生越桶属植物( 即野生蓝莓)就有近

20种。 据民国年间 《麻江县志》记载 ， 民间对蓝莓

的开发利用已有悠久历史，用其人药、观赏、食

用、泡酒和作为染料。 20世纪90年代以来，麻江县

通过对原生蓝莓种源驯化并外引种源选优，形成了

富有地方特色和自然地理优势的地方性特色果树品

种 麻江蓝莓。

麻江蓝莓果实独特 ， 果型外观呈圆形或扁圆

形，果径1-2厘米 ， 颜色深蓝色 ， 润泽饱满 ; 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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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多汁，气味清香，酸甜适宜，成分富含特、晒

等微量元素，保健价值高，尤其是麻江蓝莓的园蓝

品种，花青素含量极高，果昧香甜，成为麻江最为

热销的水果。

麻江蓝莓生产涉及的行政区域包括宣威镇、

龙山镇、 碧波镇、杏山镇、贤昌镇及下司镇的马场

村、沙飘村、新民村 、 淑里村、花桥村、 翁港村 ，

谷啊镇的谷啊村 、 兰山村 、 黄泥村、摆沙村、 乐埠

村、景阳村、 大坪村。

麻江县蓝莓种植严格遵照国家有机标准进行生

产，以麻江蓝莓为载体，麻江县获国家有机产品认

证示范创建区、国家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等

荣誉称号，获有机产品认证的蓝莓基地达105∞亩，

有4家蓝莓生产企业基地获出口水果备案登记。

2014年 ， 麻江县有蓝莓基地5.6万亩， 参与蓝

莓产业发展的境内外企业有32家 ， 成立全县蓝莓

产业技术协会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15个，带动600

多户农户种植蓝莓，受益农户有4000多户，解决农

民工就业6000多

人，提高了当地

农村群众的经济

收入。 2015年挂

果面积2.5万亩，

产 量 5000 吨 ，

总产值达2 . 56亿

元 。 在实现经

济、社会效益的

同时，利用荒蓝莓包装产品

坡 、 斜坡耕地种植蓝莓，提高了全县森林覆盖率，

改善了生态环境，取得了较好的生态效益。

蓝莓产业在麻江的发展壮大，除得益于当地

党委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外，同时还与贵州科学院蓝

莓栽培专家聂飞带领的蓝莓技术团队密切相关。

2015年6月，麻江蓝莓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同年12月获国家质

监总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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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跟太子参

太子参是 《 中

国药典 》 收录的草

药，药用来源石竹

科植物孩儿参的干

燥块根 。 太子参多

年生草本植物，块

根长纺锤形，白色，稍带灰黄。 国家卫生部将其列

人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

太子参昧甘、微苦而性平，偏微寒，既能益

气 ， 又可养阴生津，且药力平和，为一味清补之

品，适用于脾肺亏虚 、 气阴不足、气津不足诸症。

1 992年施秉县牛大场镇张代金等人从安徽、

河南引进太子参，经过异地驯化后 ， 太子参在施

秉长势良好，迅速占领了全国太子参市场的半壁

江山，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2004年

10月，施秉太子参通过国家 《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 ~ (GAP ) 认证 ; 贵州省地方标准 《施秉太

子参》 于2010年9月 23 日正式实施 2012年 12月，

"施秉太子参"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 2015 

年 1月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本土企业贵州三

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山源太宝牌太子参" 荣

太子参GAP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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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贵州省名牌产品 。 施秉太子参外观饱满、色泽

晶黄、药效成分好 ， 施秉县享有"中国太子参之

乡"的美誉。 2015年 ， 施秉县太子参种植面积5万

余亩，产值5亿多元。 施秉县牛大场镇中药材市场

成为享誉全国的太子参专业交易市场。

施秉太子参原汁是太子参深加工产品，其

成分 : 纯化水、施秉太子参、 刺梨汁 、 甜茶糖。

产品主要功效有 : 增强人体免疫能力，延年益

寿 ; 健胃消食，对胃病有奇效 ; 解酒，醒酒 ; 增

白，美白 。 刺梨果维生素C含量乃果中之王 ， 丰

富的维生素C和SOD成分，能够增强皮肤的活性物

质， 美白护肤 ; 对糖尿病和痛风患者具有意想不

到的疗效。 甜茶茶多酣有明显抗氧化，抗突变 ，

防癌，降低胆固醇 ， 降低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

抑制血压 ， 血糖上升 ， 改善肠胃微生物环境等功

效 ， 是理想的纯天然抗氧化剂 。

口蒋世银

太子参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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