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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濒危野生动物植物保护

是申药现代化工作的组成部分

口 贾 谦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中药现代化涉及诸多环节
,

而 中药材数量 和质量

的保证则是首要环节
。

没有充足 的优质道地药材
,

不

可能生产出优质中药
。

中药主要 由植物药
、

动物药
、

矿物药三 大部分组

成
,

皆源于大 自然
。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

人类栖息地

的不断扩大以及滥用 自然资源
,

资源遭到极度破坏
,

人

类已开始 自食恶果
,

一些药用野生动植物 已经濒临灭

绝
。

因此
,

进一步保护野生药用 动植物资源不仅刻不

容缓
,

而且也是中药现代化工作的组成部分
。

因此
,

本

文拟简单叙述我国药用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现状
。

一
、

保护资源持续利用是中华民族优 良传统

孟子也说 密网不下 鱼池
,

以 留小捕 大
,

待幼 鱼生

长
。

为保证药材可持续 而充足地供应
,

我们祖先早 已

开始将野生动植物药材物种变为家养家种
。

唐朝 已建

有国家
“

药园
” 。

长 白山人参
、

山奈
、

广霍香
、

薄荷等数

十种药用植物的人工栽培至少 已有 年历史 ‘
,

’〕。

鹿的养殖历史更久
。

《诗经 》幽风
·

东 山篇 载
“

叮瞳鹿场
,

熠耀宵行
”

大雅
·

灵 台篇 载
“

王在灵 囿
,

鹿鹿枚伏
,

抱鹿灌灌
。 ”

可见 多年前西周帝王猎苑

即已饲养鹿群
。

世纪初
,

努尔哈赤在辽吉两省交界处设盛京 围

场用来养鹿及狩猎
。

《国语
·

鲁语上 》记载
“

里革断署匡君
” ,

奉劝君王

不要在孕期捕猎鸟
、

兽
、

鱼
,

以期万物休养生息
,

供持续

利用
。

二
、

掠夺式采挖捕杀的历史教训

尽管保护资源 以期持续利用 是 中华 民族优 良传

愉 己 、。 。 己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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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

然而
,

由于种种原因
,

千百年来
,

不断出现野蛮的掠

夺式采挖和捕杀
,

构成 了惨痛教训
。

历史上很多《本草 》都记载人参
“

生上党及辽 东
” 。

上党即今 山西长 治及黎城一带
,

辽东 即今 长 白山 区
。

上党人参的发现与应用均早于长 白山人参
。

由于数代

掠夺式采挖
,

以及大量采伐森林
,

破坏 了生态环境
,

到

明代上党人参 即 已灭绝
,

仅长 白山人参幸存下来
。

据《黑龙江外记 》记载
,

嘉庆十四年
,

黑龙江给皇上

贡品中尚有 四不像
, “

沿途谨饲 以进
” 。

后来野生 四不

像就在我国绝迹了
。

今天只在动物园中尚有少数人工

养殖的四不像
。

长期以来
,

由于对合理开发利用 中药资源认识不

足
,

造成某些种类采取过度
,

资源受到不 同程度破坏
,

有些种类 出现衰退甚至濒危灭绝
。

据我国药材资源普查
,

年代祁连 山马察蕴藏量

比 年代下 降了
。

年代 中期
,

我 国野察资

源总计 多万头
,

比 年代 中期下 降 了
。

据有

关专家估计
,

今天野察资源不过 万头
。 ’

、

由于大量捕杀及生态环境破坏
,

到 年代初
,

我

国仅有华南虎一二 十只
,

野生东北虎仅 只左右
,

其

他亚种几近灭绝
。

赛加羚羊
、

印度犀
、

野马和厦门文昌

鱼等四种野生动物资源几近绝迹
。 ’

」

此外
,

黑熊
、

马鹿
、

林察
、

大 小 灵猫
、

中国林蛙
、

蛤

蚁等 种药用动物资源显 著减少
,

已影 响了近 种

动物药材的市场供应 甘草
、

光 果甘草
、

羌活和新疆 阿

魏等 种药用植物资源量普遍下降
,

影响了 多个

植物药材品种的医疗用药
。 ‘

由于甘草出 口 量大增
,

价格上扬
,

年代宁夏 同

心
、

甘肃庆阳等地区大批群众采挖甘草
,

甚至动用挖土

机
,

号称
“

甘草大战
” ,

所到之处
,

大小不 留
,

不仅严重破

坏 了甘草资源
,

而且促使草场沙化
,

影响当地畜牧业发

展
,

甚至造成沙暴
,

危及了数十人生命
。 ’

,

’〕

广西的北海市
、

防城港市
、

钦州市
、

凭祥市
,

近年不

法分子大肆捕杀国家珍稀濒危野生 动物如 白头叶猴
、

黑叶猴
、

穿山 甲等
,

并形成直通南宁市的黑色通道
,

致

使广西这些野生动物资源直线下降
,

濒临灭绝
。 〔”

最近有报道
,

云南瑞丽地 区有为数不少的不法分

子偷猎国家一
、

二级保护动物
,

在其家中查出国家一类

保护动物蟒蛇皮 张
、

虎皮 张
,

以及大量 的豹皮
、

熊皮
、

象皮等
。

这些不法分子罪恶累累
,

民愤极大
。 ’‘

三
、

新 中国重视药用资源保护

自 年新 中国成立 以来
,

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

视中药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
。

年 月
,

中共 中央在批转 中央文委党组
“

关

于改进 中医问题的报告
”

中明确指 出
“

加强 中药产销

的管理 ⋯ ⋯对几种 特殊 中药 品种 如牛 黄
、

康香
、

羚羊

角
、

犀牛角和鹿茸都应有计划地开辟牧场
,

逐步解决
。 ”

年和 年
,

商业部
、

卫生部
、

全 国供销合

作总社两次召开全国 中药专业会议
,

要求对资源稀少

而药用又必不可少的野生动植物药材要积极变野生为

家种
、

家养
,

以扩大药源
。

年 月
,

周恩来总理亲 自签发 了国务院 关

于发展 中药材生产 问题 的指示 》
,

规定 积极地有步骤

地变野生动物和植物药材为家养
、

家种
。 ’二

国务院 年颁布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

例 》是 中药资源保护 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的第一部专

业性法规
。

《条例 》将保护等级分 为三级
。

并规定
,

禁

止采猎一级保护药材物种 采猎二
、

三级保护药材物种

的
,

必须持有采药证
。

《条例 》规定一 级保护 的有虎
、

豹
、

赛加羚羊
、

梅花鹿等 种
,

属二级保护的有马鹿
、

林

察
、

黑熊
、

穿山甲等 种
。 〔’〕

除《条例 》外
,

我 国还制订 了一 系列保护野生药用

动植物资源的法律法规
,

如《森林法 》
,

《草原法 》
,

《环境

保护法 》
,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
,

《自然保护区

条例 》
,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 》
,

《关 于保护
、

发展和

合理利用珍贵树种 的通知 》
,

《关于保护珍贵树种的通

知 》
,

等等
’

,

‘ 〕。

此外
,

各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也制订了相应法规
。

在上述法规基础上
,

制定了一些动植物保护名录
,

如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 》
,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

录 》
,

《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 》
,

《药用动植物资源

保护名录 》
,

《国家珍贵树种名录 》
,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 》等 〔’
·

“ 」。

四
、

我国药用濒危野生物种保护的成果

药用物种变家种家养

。 人 从
理才 、 、 。丙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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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全国 已进行 人工种植 养殖 的药 材 多

种
。

到 年
,

我国家种药材总面积 万亩
。

目前

栽培 养殖 的药材品种虽然只 占常用药材的
,

但

商品量却占 以上
。

自 年新 中国成立以来
,

由野生转为家种的药

用植物不下 种
,

大都是野生资源严重减少品种
。

主

要有 防风
、

龙胆
、

柴胡
、

甘草
、

天麻等
。

突出的是天麻
,

已从无性繁殖达到成功的有性繁殖
’ 。

年来常用 种动物药 中
,

野生变 家养 已经成

功的有 种
,

正在试养的还有蛤蚁
、

鲍鱼等 种
。

其

中
,

突出成功的例子之一是人工养察
。

至 年代初
,

已建成十几个 有一 定规模 的养察场
,

共养寮 多

只
。

从整体看
,

世界熊的数 目相当多
,

如美洲黑熊之多

可让美国人每年射杀 万头之多
。

然 而 中国境 内仅

只野生熊
,

故马来亚熊列为一级保护动物
,

严禁

猎杀 黑熊和棕熊属二级保护动物
。

为保护名贵 中药

材熊胆正 常供 应
,

对熊进行 家养
。

年
,

共 有

个养熊场
,

饲养 只熊
,

因此而使 中国熊胆供应超

过国内需求近一倍
。 二

代用品研究

代用品研究主要指动物药材代用品研究
。

不少濒

危动物已划为国家 工级保护动物
,

严重禁捕杀
,

已不能

用于人药
,

如虎骨
、

犀角等
。

早在 年代时
,

由于犀角
、

羚羊角
、

虎骨及牛黄供

应不足及 日渐短缺
,

就开始了其代用 品的研究
。

虽 然

一直在研究用犬骨和赛龙代虎骨
,

用鹅喉羚羊角及绵

羊角代犀角
,

而且获得了相当的成绩
,

但最成功的例子

是犀角代用品 —水牛角
。
比 ,

年代我国开始研究 以水牛角代犀角
,

萨本乔困

等人于 年发表有关论文
,

周凡凤〔’。二等人 和李天

培 〔” 年代初分别发表 了水牛角药理作用及代尽角

治疗温热病 急性热性传染病 的论 文
。 一 万

年
,

卫生部组织北京
、

上海
、

天津
、

广东三市一省 多

个医药卫生单位协作
,

进行深人研究及 例临床观

察
,

证明在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临床效果等方面
,

水牛

角均与犀角相似
。

自进人 年 代 以 来
,

犀 角 全 部 以 水 牛 角代之
。

年版的《中华人 民共和 国药典 》中的成药如安宫

牛黄丸
、

紫雪
、

牛黄清心丸等所用犀角已全部改为水牛

角浓缩粉
。

中药材的人工合成

人工 中药材是药材资源保护的另一重要途径
。

迄

今
,

最成功的例子是人工赓香
。

察香药用在我 国 已有 多年历史
。

三种重要

的急救药 安宫 牛黄丸
、

局方至 宝散
、

紫雪都含赓香
。

《全国中成药处方集 》收载的 种处方中
,

含庸香的

就有 种
。

全国每年需察香 一
,

按每头雄察产香

计
,

需捕杀 一 万头雄赓困
。

目前收购量只能

满足 一
。

倘完全靠捕杀野康取香
,

不上三两

年
,

野察就会在中国绝迹
。

年代
,

卫生部
、

商业部等单位就 寻找天然庸香

代用品问题开始 了研究
,

察香酮 的研制就是这一时期

起步的
。

年代初
,

卫生部药政局与 中国药材公 司正式确

立 了人工察香的科研课题
,

由中国药材公司
、

中国医科

院药物所
、

济南中药厂 和上海药材公 司联合攻关
。

重

点进行 了抗惊厥等 种动物模型
、

项指标 的药理

实验研究 〕。

证明人工察香与天然产品的药理作用及

作用强度基本相同
。

继而重点选择 了中风急症等 个病种进行二
、

三

期临床研究
,

证明人工寮香配制的中成药与天然察香

配制的中成药具有相 同的作用
,

且其疗效及安全性近

似 ’ 。

年试生产四年中
,

累计生产 多公斤
,

相

当于少猎杀 多万头野生康
。

五
、

几点结论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紧缺 中药材价格上涨
,

特别是不法分子 为牟取

暴利
,

狂采滥捕
,

是造成某些物种如犀牛
、

老 虎濒危 的

原因之一
,

更是上党人参绝迹 的原因
。

药用不是造成某些药用物种濒危 的唯一原 因
,

甚至不是主要原 因
。

公元 一 年
,

中国人 口 保持

在 万上下
。

到 年人 口 增加 下转 页

脚 哪 次 , 动 。 心 召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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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国家及地方应根据实际需求确

定适 当的药材品种
、

基地建设 的重

点
,

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规划
,

并组

织指 导 实施
。

拉 开药材的等级 差

价
,

鼓励发展质优
、

高产药材生产
。

制定政策限制原药材的出 口
,

发 展

高科技 含量 的 国产 中成药生 产 与

出 口
。

对 有关 中药材生产 可 持续

发展重大课 题 和 紧急课题如 濒危

动植物药材代用 品的研究等列 人

国家科研计划
。

机制措施

以市场为导 向
,

自主生产 为基

础
,

采取 贸工农一体化
、

产供销一

条龙等多种形式
,

将 中药材生产 的

产前
、

产中
、

产后各环节联结起来
,

形成系统 内部有机结合
、

相互促进

和利益互补机制
,

实现 中药材生 的

规模化
、

集约化
。

技术措施

必 须特别重视 中药材 生 产技

术的优化和配套
,

依靠科技进步发

展中药材生产
,

真正做到 中药材品

质优 良
,

有效成分 含量基 本稳 定
。

要重点 开 展药材 优 质 高产栽 培技

术
、

良种选育
、

病虫害防治
、

产 品深

加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工作
,

逐 步

建立和完善种子种苗基地
、

高产栽

培 养殖 试验示范基地
,

积极发展
“

绿色药材
”

生产
。

人才措施

要 加强 中药材 生 产 部 门人才

队伍的建设
,

多方培养和培训科技

人员
,

调动中药材生产人员的积极

性
,

鼓励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致力

于 中药材生 产可 持续 发展相关课

题的研究开发
。

资金措施

针对资金短缺
、

投入不足 的现

状
,

必须进行重新部署
。

对 中药材

生产
,

适 应其农 副业生 产 的特点
,

积极开拓国家
、

集体
、

个体
、

外资等

不同投入渠道
,

甚至可与农业综合

开发
、

大江大河综合治理
、

大规模

农业生态建设等结合起来
,

在充裕

的投 人 环 境 下
,

发 挥 其 巨 大 的社

会
、

经济和重大生态效益
。

责任编辑 杨 帆

上接 页 到 万人
。

年达 亿人
。

今

天 亿人
,

比 年增长 了 倍
,

比 年前增长

了 倍
。

人的活动范围扩大
,

加上森林
、

草原的破坏
,

致使某些药用物种栖息地缩小或环境变化
,

这恐怕是

另一更重要的原因
。

人工种植
、

养殖 可 以稳定药源
、

稳定药价
,

这是

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实践
,

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 以来
,

采用

种种措施扩大 了人工种植
、

养殖的种类及规模
,

证明这

是野生药用 资源保护 并保 证人类用 药 的好 方法
。

今

后
,

以经济手段鼓励人工种养
,

可 以有效地保护濒危物

种
,

也可 以解决药源持续供应问题
。

因此
,

这是中药现

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工作的一部分
。

中国要真正解决药用濒危物种 问题
,

必须使全

民改变中国并非地大物博
、

药用野生 资源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错误认识 必须使全民树立环境保护
、

与大 自

然和谐共存的意识 必须 以法律手段制裁不法分子 的

狂采滥捕
。

中国药用濒危野生物种现状及其生态
、

濒危原

因
、

需加强的措施等
,

均需进行深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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