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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287 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冷向阳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强化科技赋能，打造我省鹿茸

全链条产业体系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引导作用，加大对鹿茸产业科技投入

力度的建议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梅花鹿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在产业摆位、行政推动

和政策扶持上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取得了扎实成效。2021 年以来，相继出

台了《吉林省梅花鹿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关于加快梅花鹿产业

发展的意见》《吉林省“十四五”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医药强
省建设促进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医药强省建设的

若干政策措施》《长辽梅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发展规划（2018-2025）》等

一系列产业规划和扶持政策，2023 年，省级投入发展专项资金 810 万元，建立

养殖基地 15 个，规范化养殖数量达到 33.5 万只。通过高位谋划，契合梅花鹿
产业实际，紧抓落实，促进成果转化，丰富产业生态链，打造上下游产业协同

发展新局面，为我省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二、关于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力量优势，加大鹿茸基础研究投入的

建议 

   2020 年以来，围绕梅花鹿规范化养殖、加工、产品开发等方面，支持梅
花鹿重大疫病防控技术与精细化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梅花鹿精深加工技

术研究及系列健康产品开发等项目 32 个，支持省级科技经费 1858 万元。启动

实施了《梅花鹿各药用部位传统核心功效的现代药理学内涵、生物学作用机制

及药效物质基础研究》、《梅花鹿精深加工技术研究及系列健康产品开发》和

《梅花鹿重大疫病防控技术与精细化养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三个科技创新

重大专项。对制约梅花鹿科技创新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进行了一体化设计，

系统解决梅花鹿疫病防控与健康养殖、药效物质基础与现代药理学内涵等关键

技术问题，为全面提升梅花鹿科技创新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梅花鹿产

业升级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三、关于建立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集中力量开展鹿茸基础研究科研攻

关的建议 

   我省现有参茸产品质量监测测试中心、梅花鹿遗传评估工程研究中心等国

家层面科研平台 14 个，由景俊海书记亲自推动成立的全国首创唯一的梅花鹿产

学研联合体--吉林省梅花鹿产业研究院设在东鳌鹿业。依托吉林大学、中鹿集
团筹建的“政产学研用”平台，已入驻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发展创投园。为进

一步支持加快推进国家级梅花鹿科研平台建设，省科技厅于 2021 年启动建设了

“吉林省优质道地药材（梅花鹿）科技示范基地（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 2 个梅花鹿示范基地。省科技厅将持续

强化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服务功能，提升现有平台的服务水平，鼓励支持省

内各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平台开展鹿茸等鹿

类基源物种相关工作的科技研发建设，鼓励各平台间资源共享，促进学科交

叉。 

    四、关于积极推动鹿茸等产品进入药食同源目录的建议 

   2023 年 8 月下旬我局组织人员赴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

等地，通过查阅大量史料和古籍，查证了梅花鹿茸角胎骨食用的证明及中药典

籍对鹿茸、角、胎、骨“无毒”的记载。9月 18 日，组织召开“推动梅花鹿茸

角胎骨入食工作机制”研讨会，牵头成立了梅花鹿副产品入食工作推进领导小

组，并与省卫健委和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沟通对接，明确了梅花鹿茸和角通过申
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入食，梅花鹿胎和骨

通过申报《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入食。今年，开展了消费人群调

查，还要开展营养成分分析报告、卫生学检验报告、毒理学评价报告等系列试

验，汇编资料报送国家卫健委审批。 

    下步，将从科技赋能和药食同源两个方面继续加大对我省梅花鹿产业发

展扶持力度，推动我省梅花鹿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强化梅花鹿领域相关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突出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

领作用，围绕制约梅花鹿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推进产学研协同合

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不断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着力培育一批
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具有发展潜力的优势产品和新产品。 

   二、推进药食同源。组织省卫健委、省市场厅积极与国家卫健委和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对接，确保入食工作有序有效开展。与省财政厅联合组织梅花鹿茸
角胎骨入食研究项目建设，在收集梅花鹿茸角胎骨食用历史证明，完善消费人

群调查数据基础上，按照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指导意见，开展营养成

分分析、卫生学检验、毒理学评价、药理作用的特殊针对性指标等试验，推进

梅花鹿茸角胎骨进入食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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