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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
前不久，一张宴会双人合照走

红网络——画面左侧是赌王千金、
前香港女首富何超琼，而右侧的女
性却很陌生。她衣着朴素，肤色黝
黑，满头白发，稍微有些驼背，却能
与何超琼相对畅谈，落落大方。

穿戴简朴的她，实际上“富
甲一方”。她叫雷菊芳，是奇正药
业的创始人，被誉为“藏药女
王”。作为一名曾经的物理科学
家，她研究了十几年重离子加速
器，研究成果曾获得过中国科技
进步奖。从一名医药行业的“门
外汉”，到成为中国藏药的龙头老
大，雷菊芳的一贴止痛膏药一年
卖出10亿元，如今她身家已经超
过120亿元。

雷菊芳为人低调，却有一颗
“高调”的心。多年间，她曾数次
亲自前往西藏考察，请教藏医，研
究藏药与藏文化。雷菊芳于
1993年建立的奇正集团，如今已
拥有30多家子公司，3800多名员
工。

隔行如隔山，雷菊芳究竟是如
何与藏药结缘，成为“藏药女王”
的呢？

藏药女王
物理学家转行研发藏药
一贴膏药年入10亿元

女科学家下海创业

1953年，雷菊芳出生于甘肃的一户农民家庭，从小
就有“木兰”之志，痴迷《孙子兵法》，一心要当兵报国。

但事与愿违。由于当时国家更需要科研人才，自幼
成绩优异的她，最终以“工农兵推荐”身份进入西安某大
学学习物理专业，毕业后在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

一年后，所里承接了一个高精尖课题：真空室表面
洁净处理技术。当时，这项技术已经被海外“卡脖子”许
久，国内老一辈科学家费心费力地研究，却没有突破。
雷菊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从老科学家那里借来相
关书籍，又买来一些国外的前沿资料研读，终于在两年
后将这一课题攻下，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

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雷菊芳一直从事重离子加
速器研究，还曾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被评为高
级工程师。

但就在科研一片大好前景时，为响应“科技人员走
向经济主战场”的国家号召，雷菊芳毅然决然放弃了“铁
饭碗”，决定下海创业。

这一年，34岁的雷菊芳借了1万元钱，租了两间房
子，又弄来两张桌子，一手创办了兰州工业污染治理研
究所。

第二年，雷菊芳所研究的除锈膏以及金属处理剂等
产品，便顺利获得了国际荣誉证书以及国家重点产品
奖。当晚，雷菊芳还没走下领奖台，所里的电话就已经
被打爆了，订单像雪片一般砸来，回复都来不及。

短短两年时间，雷菊芳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00万元。

然而，好景不长，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很快让雷
菊芳栽了一个大跟头。

雷菊芳认为，大家都是一起办事，股权就该一起平
分。但正是这个决定，让她在团队里失去了话语权。
后来，雷菊芳认为“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提议
最好再上几个新项目，合伙人却认为“当下赚到才是财
富”。由于意见始终无法统一，合伙人都先后套现走
人，只剩下雷菊芳一个“光杆司令”，手里的资金也所剩
无几。

巨大的打击，让雷菊芳瞬间失去了人生方向，她急
需换一个地方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重新寻找慰藉。

而西藏，恰好成了雷菊芳事业的“拐点”。

瞄准藏药东山再起

在西藏，她不仅看到了雪域高原，还有淳朴的民风，
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终于得到了缓解。

此后数年间，她开始尝试深入藏区，进行了逾百次
的考察和学习，也得到了与藏医大师深度交流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雷菊芳还意外得知，藏医所绘制的
《胚胎发育图》比显微镜证实胚胎发育要早1000多年，
这让她对藏医更加崇拜。

雷菊芳眼前一亮，找到了新的奋斗方向：开发藏药，
宣传藏药，让更的人解除痛苦。

说干就干！1993年雷菊芳创办了奇正集团，专门
研发藏药。

但凡触碰医药领域，产品都要依靠科学和实践，做

到标准化、可验证、可重复、安全又有效果。
不久后，雷菊芳研发的一款产品问世，便是未来畅

销的“奇正消痛贴膏”。
产品推出之后，问题也随之而来，药膏怎样存放才

能保持药效不减呢？当时，有些药企花了大价钱从国外
进口真空冻干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最便宜的机器也要
300多万元。

来自财务的压力以及雷菊芳骨子里的工程师基因，
让她再一次决定自己尝试。靠着扎实的物理基本功，一
台真空冻干机硬是被她搞了出来，仅花了30万元，为企
业节约了一大笔资金。

解决了产品的保存和运输问题后，接下来的难关，
就是要把产品销售出去。

打广告没有钱，找代理没有路子，雷菊芳只能自己
背着一大包的奇正消痛贴膏，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向
药店推销。可是一问价格，药店人员立马把她推了出
去。员工们见状，便纷纷来劝雷菊芳降价销售，却都被
她明确拒绝：“既然推销不掉，那就到大街上免费送。”

恰巧，八一篮球队当时正在兰州集训，雷菊芳决定
让队员们免费试用，效果确实比以往用的膏药贴都好。
有了队员们的推荐，雷菊芳信心满满，带着药来到了国
家体育总局，给这里的高水平运动员们试用。

3个月的时间，雷菊芳送出去了上万贴膏药，价值不
菲，由于营业收入长期入不敷出，公司的财务压力也越
来越大。

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随着时间线拉长，运动员
们之间最初的口口相传，开始在社会各界发酵，起到了
绝佳的宣传效果。一夜之间，大量订单飞入奇正。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雷菊芳天天在生产线上
忙活，200多位工人轮流上班，机器24小时不断生产，依
旧跟不上销量，3个月内断供了4次。

但雷菊芳依旧清醒，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要
让奇正藏药走得更远，不能看眼前的利益，要一步一个
脚印，踏踏实实地干，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为了藏药走向更广的市场，雷菊芳决定在西藏建
厂，让藏药从家乡出发走向世界。

向善利他正道正业

1995年，雷菊芳被光彩事业“义利兼顾”理念打动，
这个理念与奇正企业的文化“向善利他，正道正业”不谋
而合。

她再次前往西藏，并决定在西藏林芝建厂。
建厂就要用到砖，可那时西藏没有铁路，从甘肃把

砖运到西藏成本太高，雷菊芳就花3万元买了一台机
器，就地生产砖块，减少了80%的运砖成本。

至于其他的所需物资，就靠汽车在4000多米的世
界屋脊上奔跑运输，一跑就是几千公里。

除此之外，内地人很难适应高寒缺氧的环境，研发
人才在这里扎根坚守极为不易，这些困难都在考验着雷
菊芳。

雷菊芳没有退缩，她坚定地认为，发展藏药不能离
开西藏的土壤。投产招工时，雷菊芳招募了大量本地农
牧民和残疾人，他们基本上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生产
的概念，但是他们有着与雷菊芳一样的一腔热血和干

劲。
在招揽人才方面，雷菊芳一直认为，企业发展离不

开本土人，青年人是形成本土人才的关键。
正是如此，奇正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吸收国内知名学

府的藏族大学生、研究生，同时建设学校，不断培养藏、
汉、回等多民族复合人才。

2006年，奇正在西藏林芝建设了职工公寓，残疾职
工优先入住。

现在，他们已经是家庭里的经济支柱，在奇正的庇
护下有了生命的尊严。

面对各界夸赞，雷菊芳谦虚表示：如果说，林芝建厂
是藏药的材料原地，那么榆中建厂就是践行“向善利
他”，回报家乡。

奇正的第三座药厂建在了甘肃榆中，这里是有名的
贫困县。

选址时，成都曾开出过很诱人的扶持条件，但雷菊
芳却力排众议，把厂子建在了榆中。

这一决定，让公司的财务每年要多投入600万元。
但雷菊芳认为，办企业就是要回馈社会，而家乡一

定是首选。
目前，奇正已经成为了榆中当地的重要经济支柱，

在公益、教育、医疗等方面累计投入数亿元。

率企业登录中小板

2009年，奇正藏药傲然上市，成为了首家登录中小
板的西藏企业。

15年后的今天，奇正集团已经是藏药现代生产的标
杆企业，拥有30多家子公司，药品远销20多个国家。

在藏药领域，奇正手握141个批准文号，有100多
项专利技术，2个国家保密药方，被定为中国成名商标。

不仅如此，奇正还拥有各类研究基地十万余亩，药
材保护基地3090亩。

但一个无奈的现状是，我国似乎已经“沦为”日韩的
中药原材基地。在世界中药市场上，80%到90%的市场
被日韩垄断，而日本产品75%的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进
口。

近些年来，我国一些百年中药企业甚至被海外资本
围合绞杀，被外企蚕食。就在不久前，有着145年经营
历史的“余仁生”竟传出被日本用50亿元巨资收购的消
息，这着实让人吃惊。

这已经不是日本第一次收购中国药企了。1918年
成立的陕西紫光辰济药业，已经被日本津村药业控股，
天津盛实百草同样被津村收购。而且，津村一边收购中
药企业，一边还出资与国内中药企业合资建设新厂，“借
壳赚钱”越发熟练。

目睹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变成外国人的盘中餐，
实在痛心。好在，我国的中医药传承队伍中，还有像雷
菊芳这样的人。

从女科学家转行做藏药，孜孜不倦、锐意进取，是雷
菊芳的人生基石。

可以预见，在雷菊芳的带领下，奇正会勇攀高峰，走
向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也相信，我们一定会把中药和民
族药发扬光大。 据中新网、中国西藏网、兰州日报

雷菊芳雷菊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