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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省高职教育

技能大师工作室

认定报告

工作室名称：李锋中药材种植与加工技能大师工作室

工作室负责人
1
： 李 锋

依托专业： 中药学、中药材生产与加工

推荐学校：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 制

1 工作室负责人指的是技能大师。





1.工作室简介

李锋中药材种植与加工技能大师工作室主要任务是探索道地药材种植与加工技能的传

承与创新，通过强化已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化橘红为载体探索道地药材种植规范性

与深耕中药材精深加工的建设，建立以化橘红为主的道地药材的种植加工创新传承机制和推

广运用，加强道地药材品牌的推广宣传与品牌文化保护，加强高等职业院校中药专业人才培

养，提升专业内涵建设。重点任务是通过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平台，带徒传技、技能攻关、技

能革新、技艺传承、技能推广、创新创业。自 2018 年以来工作室取得丰硕的业绩成果。

技术攻关方面，工作室带头人李锋，作为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带领工

作室团队成员，依托工作室主体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针对道地药材化橘红种植规

范问题及生产加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技术革新与设备改造并申请专利。获发明专利授权 1

项，发明公开 3项、实用新型授权 7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8 项。与中山大学合作成功研发

了原创中药五类新药“红珠胶囊”，并以 2000 万与中山大学完成成果转让。目前“红珠胶

囊”已经顺利完成Ⅲ期 A临床试验。

技艺传承方面，以李锋技能大师为带头人，通过传、帮、带，传授技艺，年培训人员达

300 人以上，接收过技能传承的农户数接近 6000 多户，其中帮扶贫困留守农户约 3700 多户，

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室成员林莹波、罗肖华、梁丽萍、邓彩云、李龙明、陈容、龙丽帆、于

海帅等 8 名教师为茂名市科技特派员，其中龙丽帆获得教师教学技能大赛 2021 年省级三等

奖，林莹波主持《茂名地区常用道地南药品种整理开发和质量标准的初步研究》课题获省级

立项及《茂名地方高校中药“药食同源”质量安全检测与健康服务平台建设》省级立项，科

研经费 10万元。《中药学专业群》为校级专业群，《中药炮制技术》课程为校级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三年来，组织及指导学生积极参加课题研究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得多个奖项，

其中林莹波老师指导的学生课题《一种基于药食同源中药为原料制作的解酒饮料——化橘红

蜂蜜葛根解酒茶的制备及其应用》《基于“药食两用中药材”为原料制作的天然空气清新剂

——薄荷橘皮空气清新剂的制备及其应用》均获省级立项。



李锋中药材种植与加工技能大师工作室立足企业，联合高校发挥技能人才团队优势，进

行技术改造、技术攻关和技术创新，切实解决生产加工过程中的问题，推动企业产业升级和

技术进步，并积极挖掘和传承传统工艺，一直致力于加强道地药材，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化橘红药材的文化保护与推广。

2.技能大师个人信息

姓名 李锋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58年 11月 政治面貌 群众

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等级） 药师和中药师（初级）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等级）

/

最高学历 大专 最高学位 / 毕业院校 湛江财贸学校

所在单位 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 职务 公司法人/董事长

个人教育与

工作简历

(从初中后

填起)

1、1965 年－2000 年，随家人系统学习化橘红种植、炮制和雕刻工艺技术。

2、1972 年 9月－1974 年 7 月，在化州市第一中学读高中。

3、1974 年 7月－1979 年 9 月，下乡化州良种场负责柑橘及化橘红的嫁接、培

育试验工作。

4、1979 年 9月－2000 年 3 月，在化州糖烟酒公司工作，期间：1987 年 10 月

－1988 年 7月，在湛江财贸学校读大专；

5、2000 年 3月－2005 年 3 月，作坊式经营化橘红，期间：2000 年 11 月，承

包山岭规模化种植化橘红。

6、2005 年 4月至今，创建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主要学术

及社会兼职

(限 5项)

1、化州市化橘红文化研究会会长

2、广东省中医药学会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个人业绩

1、2012年 12月，获广东省文化厅授予“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

中医药（化橘红中药文化）代表性传承人”；

2、2016年 11月，获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老字号工作委员会授予“2016年度百

年技艺传承工匠”荣誉称号；

3、2017年 07月，被化州市化橘红产业协会评为“2017年度先进会员”；

4、2017年 12月，被中共茂名市委和茂名市人民政府评为“茂名市第八批优秀

专家和拔尖人才”；

5、2017年 12月，被中共茂名市委宣传部评为“茂名市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

6、2018年 10月，获中共茂名市委宣传部、茂名市总工会、茂名市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授予“好心茂名·十大最美工匠”荣誉称号；

7、2018年 11月，获化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表彰的“2018感动化州

十大人物候选人提名奖”荣誉；

8、2018年 12月，获广东省妇女联合会表彰的“2018粤港澳大湾区妇女创业创

新大赛荣获企业组二等奖”荣誉；

9、2019年 03月，获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表彰的“全国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

号；

10、2019年 03月，获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表彰的“广东省

三八红旗手”、“广东省十大最美乡村女能手”荣誉称号；



个人业绩

11、2019年 03月，获茂名市总工会表彰的“李锋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荣誉；

12、2020年 8月，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表彰的 2020年第一季

度“广东好人”荣誉称号；

13、2020年 9月，获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表彰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

红旗手”荣誉；

14、2020年 10月，获北京市温暖基金会颁发“温暖武汉”的荣誉证书；

15、2020年 12月，获广东省总工会表彰的“广东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荣誉；

16、2020年 12月，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光彩

事业促进会表彰的“光彩事业国土绿化贡献奖”荣誉；

17、2021年 3月，李锋工作室被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命名为“广东省三八红旗工

作室”。

18、2021年 4月，获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荣誉；

19、2021年 4月，被中共化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化州市劳动模范”荣誉

称号。



3.工作室业绩

3.1技术攻关

1、强化化橘红种植规范性，革除种植规范性不足弊端。

在化橘红生产过程中化州市普遍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或者“公司+基地+协会+农户”

等形式，公司与农户签订收购协议。但在这一过程中，对农户的种植要求和果实质量好坏没

有进行较好的规定与限制，导致部分农户为增产不分种植苗的纯度和种类进行圈枝种植，使

得种苗混乱，产品质量差，果实流入市场后对产业造成负面影响。“李锋技能大师工作室”

依托主体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深耕化橘红种植技术，运用现代产业化改

造传统农业的模式，按国家 GAP规范化种植，并向当地农户提供化橘红规范化种植技术和

本正源清的化橘红种苗，引领化橘红标准化种植，被评为“国家化橘红道地药材保护与规范

化种植示范基地”

2、深耕化橘红精深加工，弥补品种加工规范性不足

化橘红不同品种之间的药效相差较大，即使是同一品种在不同产区也会出现药效成分存

在明显差异的情况。在化橘红产品的加工过程中，还没有做到对化橘红品种和果实质量进行

既简单又准确的药效成分鉴定，未设定相应的加工标准值，然后进行药品和食品等系列的分

类加工。工作室立足化橘红发展有限公司，充分发挥技能人才团队优势，致力于化橘红果实

精深加工的技术改造与技术攻关，与中山大学合作，成功研发了原创中药五类新药“红珠胶

囊”，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拉长了化橘红的行业链，实现产品的深度开发和多层次转化增

值。被评为“国家化橘红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祖传的炮制化橘红的技艺被评为“广东

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



3、修订化橘红行业标准，优化产品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研发成果转化。

联合高校（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制定化橘红行业标准，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

细化标准类目框架、完善相关操作细节，进行顶层设计、体系构建和推广应用，通过努力形

成全国化橘红规范化生产及药材、炮制工艺的标准。推进化橘红产业的标准化发展，将促进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既能有效促进农业增收、农民增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暨南

大学合作开展毛橘红质量提高研究，对橘红与化橘红的古今演变做了系统的研究探析，会同

有关部门及专家启动了《中国药典》化橘红部分的内容修改项目。

工作室依托主体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加快推进创新平台建设，促进创新成果

转化，目前已完成 18项的创新成果转化：橘红果自动切割成瓣技术、火法炮制高稳定药效

化橘红工艺化橘红压制及陈化保存工艺、化橘红种苗保育技术、饮片多面水循环抛光装置及

工艺、化橘红果品监控技术、饮片全自动离心式切片装置及工艺、化橘红快速压饼成型工艺、

橘红低噪音高速压片工艺、高效便捷橘红压果成型工艺、化橘红有机种植栽培技术、化州柚

幼果生长过程中柚皮苷含量动态变化、化橘红止咳药物有效成分提取及生产工艺、化橘红病

虫害防治技术、化橘红缓释型固体饮料及其制备方法、化橘红基地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化

橘红药用成分破壁粉碎提取工艺、化橘红高药性旋风炮制技术等。

4、品牌文化保护

品牌建设是提升化橘红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社会对化橘红的地理标

志和道地性的认知度较低，对化橘红文化发掘和宣传力度较小，使得化橘红品牌内涵不突出，

缺乏生命力，降低了消费者对化橘红的认可度。李锋带头建设化橘红博物馆和化橘红历史文

化馆，参与编写 40多万字的《化橘红图志》，翔述和展示化橘红的历史文化和发展历程，

以及化橘红的



功效作用和李氏橘园自成体系的对化橘红种植、加工、炮制技艺的传承和守正创新的守

护过程等等。工作室一直致力深挖文化资源，传承独立的文化基因，将产业特色转化为品牌

优势与发展优势，主动融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3.2技艺传承

1、2016年开始，李锋制定化橘红传统技艺五年传承计划并予落实，传承传授化橘红技艺，

带动橘农致富。每年进行 4期化橘红种植技术及加工炮制工艺培训，年培训人员 300人以上。

指导农民种植、炮制和加工化橘红，带动基地农户致富。几年下来，据初步的统计，接受过

传承的农户大概有接近 6000多户的农户，其中帮扶贫困留守妇女约 3780户，针对妇女创业

就业“缺技术”、“无门路”的现状，李锋对留守妇女免费供种供苗，提供化橘红种植技能

的培训，免费技术指导，签订保护性收购协议书。李锋积极鼓励引导留守妇女投身致富活动，

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据初步统计接受过李锋提供专业培训的农户比普通农户的年经济

收入约增加 3000至 8000元。

2、工作室带头人李锋，带领着工作室的各位成员在工作中奉献激情、智慧和汗水，积极开

拓创新，通过传、帮、带等方式传授化橘红传统技艺，指导余品皓等工作室成员申请了 7项

实用新型专利并均已获得专利授权，此外还有发明授权 1项、软件著作权 8项等。

3、传帮带青年教师，团队成员的《药物检验项目与实例》项目获 2021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4、指导学生作品“合味生香”、“唇萃不同”等作品均获得 2020年第十二届“挑战杯”大

学生创业大赛省级铜奖；“地德“牌香”——南药广藿香产业的深耕、振兴者”获 2020年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大赛省级铜奖。



3.3科技研发

1、工作室拥有研发团队，每年投入不少于 600万元用于研发。工作室依托的化州化橘红发

展有限公司与中山大学合作，成功研发了原创中药五类发明新药“红珠胶囊”，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以 2000万元与中大完成成果转让。新药已完成Ⅲ期 A临床试验，完成Ⅲ期 B后，

可申领新药证书进行产业化！产业化后更能带动千家万户的农民脱贫致富。

2、承接了国家发改委、中医药管理局委托的制定化橘红标准任务，并联合高校制定化橘红

行业标准，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细化标准类目框架、完善相关操作细节，进行顶层设计、

体系构建和推广应用，通过努力形成全国化橘红规范化生产及药材、炮制工艺的标准。推进

化橘红产业的标准化发展，将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既能有效促进农业增收、农民增收，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3、与美国汉佛莱公司合作研发橘星化橘红止咳糖浆，获得了加拿大卫生部的批文，让化橘

红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研发化橘红对肺纤维化防治药物。

4、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作，研发化橘红新产品，显著抑制脑缺血引起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

应。并获得“一种防治脑缺血引起氧化应激反应的药物及其制剂”的专利授权。

5、工作室依托主体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用于化橘红工业化生产的，如饮

片切片机、橘红压饼机、饮片抛光机、压果成型机等多种设备，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7项、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8项以及被受理的发明专利 6项等。

6、中药专业群获得校级专业群，《中药炮制技术》课程为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同时指

导学生创新创业，研发新制剂新工艺。积极指导学生参与科研，课题《一种基于药食同源中

药为原料制作的解酒饮料——化橘红蜂蜜葛根解酒茶的制备及其应用》《基于“药食两用中

药材”为原料制作的天然空气清新剂——薄荷橘皮空气清新剂的制备及其应用》均获省级立

项。

7、团队成员科研积极性较高，林莹波主持《茂名地区常用道地南药品种整理开发和质量标

准的初步研究》课题获省级立项及《茂名地方高校中药“药食同源”质量安全检测与健康服

务平台建设》省级立项，科研经费 1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