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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 的可 持续利 用

口陈士林

郭宝林 军雪蕊篡鹭
“ 用植“ 研“ 所 北京 ‘

摘 要 资源 的可持续利 用指 的是 高效的
、

可再 生性 的
、

兼有保护性 的利 用
,

中药材资源作为一

种 生物 资源
,

还要兼顾保护 生物 多样性和 维持生 态平衡
。

本 文 围绕上述资源 的 可持续利 用概念
,

针

对 《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中所述的原 则和重点任务
,

具体地 阐述 当前 中药资源 的 可持续利 用 需要

开展的 工作和应 当关 注的研 究方 向
。

开展 中药资源调 查
,

建立野生资源濒危预警 系统
,

保证 药源

的可持续供应 加 强 中药种质资源研 究
,

选择和利 用优 良种质 实行 中药野 生资源 的采收控 制

和 开展野生抚育研究 开展 中药材野生 变 家种 家养研究 建立种质 资源库和种质 资源 圃
,

保存

中药材种质资源 建立 药用动植物原 生地保护 区
,

保护 生物 的 多样性和 药用 动植物 多样性 开

展珍稀濒危 中药资源 的替代 品研究 利 用 高新技术提 高中药资源利 用 的质量和 效率
,

提倡 资源 的

综合利 用 利 用新技术直接生产有效成分 加 强 中药材栽培技术研究
,

实现 中药材规 范化种植

和产业化 生产
,

加 强 中药材新 品种培 育
。

关键词 中药材资源 可持续利用 高效利用 可再生利用 保护

年
,

由科技部 等 个部 委 联合发 出的

年至 年《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中
,

将
“

资

源可持续利用和产业可持续发展
”

作为中药现代化

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
,

即
“

在充分利用资源 的同时
,

保护资源和环境
,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

特

别要 注意对濒危和紧缺中药材资源 的修复和再生
,

防止流失
、

退化和灭绝
,

保障中药资源 的可持续利

用 和中药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 ”

《纲要 》进而 明确
“

中

药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

作为未来 年的 项重

点任务之一
,

具体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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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中药资源普查
,

建立野生资源濒危预警

机制
,

保护 中药种质和遗传资源
、

建立 中药数据库和种质资源库
,

收集 中药品

种
、

产地
、

药效等相关的数据
,

保存中药材种质资

源
、

加强中药材野生变家种家养研究
,

加强 中药

材栽培技术研究
,

实现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和产业化

生产 加强植保技术研究
,

发展绿色药材
、

加强中药材新 品种培育
,

开展珍稀濒危中药

资源的替代品研究
,

确保中药可持续发展
。

资源是指人类可 以利用来产生使用价值的物质

和资料的总称
,

是 以人类为核心
,

与人类社会发展

密切相关
,

可被直接利用或具潜在利用性的内容
,

包括矿产
、

森林
、

水力
、

海洋
、

生物等 自然资源
,

以及

信息
、

人力等社会资源
。

中药资源
,

广范地讲
,

是指

中医用于防病治病的药物的总称
,

狭义的中药资源

指的是 中药材资源
。

中药材资源除极少数矿物药均

属于生物资源的范畴
。

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在我们发展 经济 的同时要

给后代留下发展 的空 间和余地
。

在 年里约热

内卢 召开 的联合 国环境和发展 大会上 首次成 为全

球经济发展 的重要议题
,

会后我 国与全球《 世纪

议程 》相呼应
,

于 年制定 了 《中国 世纪议

程 》
,

议程核心就是我 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议

程中包括 了 自然资源 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

以及生

物多样性保护
。

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又称永续利用

指的是高效的
、

可再生性的
、

兼有保护性的利用
,

对

于生物资源
,

由于所有的生物物种与人类共同构成

了地球的生物圈
,

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

它

们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
,

所 以对于生物资

源
,

在利用的同时必须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

态平衡
。

中药材资源是 中药科研
、

中药材生产和 中成药

生产的前提和保障
,

没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
,

中药

研究和中药生产都将成为无米之炊
。

中药产业 的可

持续发展依赖着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本文围绕

上述资源 的高效
、

可再生和保护性利用的可持续利

用概念
,

针对《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中所述的原则

和重点任务
,

具体地 阐述 当前中药资源 的可持续利

用迫切需要开展 的工作和应 当关注的研究方向
。

一
、

开展 中药资源调查
,

建立野生资源

濒危预警系统
,

保证药源的可持续供应

我 国 自上 个世纪 年代 中期第三 次全 国中药

资源普查 以来
,

近 年未进行新 的资源普查
,

目

前所 引用 的中药材 资源各项数据多是 一

年时的数据
,

而这 年正是经济模式从 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过 渡
,

生 产经 营从计划有序变为 自发

无序
,

中药材生产收购统 计工作长期 中断
,

基层药

材公司基本解体的时期
。

与此 同时这 年又 是 中

药资源 变化最大 的时期
,

人们对 天然药物的需 求

量剧增
,

中成药工 业也 以 前所未有 的速度迅 猛 发

展
,

年后新开发 的中成药达 多种
,

结果

导致 中药野 生资源 逐年减少
,

加速枯竭
,

如野生甘

草 年代蕴藏量 达 多万 吨
,

而 目前还 不到

万吨
,

廖香资源 比 年代减少
,

千金藤
、

松

贝
、

霍 山石解
、

冬虫夏草
、

蛤蚁
、

人参
、

铁皮石 解
、

厚

朴
、

杜仲
、

黄柏
、

黄蔑
、

麻黄等野生资源的破坏也十

分严重
,

有些种类的野生 个体 已很难发现
。

《中国

植 物红 皮书 》第一册 中所列 的药用 种类 的致濒原

因主要来 自于直接 的毁灭性采挖
。

其 中对具有重

要 生态效应 的种类 的破坏
,

还 致使大面积植被被

毁
,

生态环境恶化
,

如麻黄
、

甘草和 肉从蓉等的采

挖导致草原加速沙漠化
。

另一方面中药材种植养殖生产盲 目混乱
,

政府

主管部门缺乏基础数据引导中药材生产
,

随市场价

格 自由调节
,

以致产生严重 的经济和社会 问题
。

总之开 展新 的一 轮全 国性 的 中药普查 十 分迫

切
,

并在普查 的基础 上建立野生资源 濒危预警系

统和种植养殖 中药 的生 产信息 咨询系统
,

在保证

药源 的可持续供应 的 同时
,

指导药材生产 和开 发

利用 的有序进行
。

可喜的是 由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

主持
,

中国医 学科学 院药用 植 物研究所等单位承

担的
“

全 国重 点中药材资源普查及其可持续发展

系统
”

已经立项并启动
,

通过该项 目的开展
,

及 时
、

全面掌握我 国中药材资源基本状况
,

利于资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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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
、

适度
、

合理保护
、

开发和 可持续利用
,

建成 中

药材资源保护体系
,

建立 中药材可持续发展体系
,

为 中药材资源 的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

为现代化 中

药产业 提供保障
。

项 目实施过程选择 目前重点开

发 品种如临床常用 药材
、

道地药材
、

资源急剧减少

的紧缺药材
、

具有显著功效 的 民族药和 民间药
、

有

较大开发价值 的原料药 以及 需要 重 点保护 的品种

如名贵药材
、

濒危药材
、

与维护生 态平衡紧密相关

的药材
、

种质外流 的药材 等 种药材作为普查

对象
,

对于野生药材资源
,

开 展主产 区分布
、

资源

蕴藏量
、

重 要生物学特性 如繁殖特性
、

重要生 态

学特性 生 长适宜环境
、

群落结构等
、

最大允收

量
、

需求量
、

产量等调 查
,

对 于栽培药材资源
,

开 展

主产 区
、

生产面积
、

单位产量
、

年产量
、

品种
、

病虫

害及农药使用情况
、

药材质量
、

需求量等调 查
,

还

将进行重要 中药材种质资源 的种 源来源
、

品种退

化情况
、

不 同种源之间形态差 异
、

遗传差异
、

农艺

性状 差异
、

质量差异 以及市场流通领域情况等 的

调查
,

在此基础上建立 个 中药资源监控体系
,

国

家野 生药材 资源 监控 中心 指导和控制野生药材采

收的适宜地 区
、

适合数量
,

划分采收致危级别 预

先警示不可再生性采收
、

环境破坏性采收
,

以及濒

危状态 珍稀濒危药材 的监控
、

保护 和种群恢复状

态 国家药材生 产基地监控 中心 进行药材 生产适

宜分析和指导生产基地选址 指导 中药材生 产在

市场经济下有序发展 协助政府主管部 门制定 中

药材 生产发 展 方 向和政策 引导 制药研究 和生产

行业有效利用药材资源
。

个 国家 中药材 资源 自然

保 护 区 实 施 野 生 药 用 动 植 物 多 样 性 的原 产 地 保

护
。

个
“

国家药用动植物 园
”

和 个
“

国家药用 动

植物基 因库
”

构成完整 的种质异地保护 中心
,

选择

优 良种质
,

提供和鉴定药材种子种苗和 提供优 良

品种选育 的基本材料
。

全国重点中药材资源调查
,

是一个关乎中医 中

药兴衰的大事
,

也是关乎 国民健康的一个迫在眉睫

和无法 回避 的基础性
、

公益性工作
。

是建立 国家中

药资源可持续发展体系的关键性工作
,

各行各业应

积极加入到调查 队伍中来
。

中药企业作为药材资源

消耗的主体
,

理应成为药用植物资源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 的主要责任承担者
,

相信也将是 直接 的受 益

者
。

而地方政府发挥地方资源优势
,

实现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
,

退耕还林
、

退耕还药
,

首先要充分调查 自

身资源本底
,

实施有序的开发利用
,

也是地方经济

可持续发展 的前提
。

二
、

加强 中药种质资源研究
,

选择和利用优 良种质

广义 的种质 资源 指一切可利用 的生物遗传资

表 种淫羊渡中主要淫羊狡昔类成分含 《

种 名
淫羊蕾昔 朝霍定 箭蕾昔 宝蕾昔

总量

箭叶淫羊茬

淫羊蕾

粗毛淫羊蕾

朝鲜淫羊蕾

柔毛淫羊蕾

黔岭淫羊蕾

巫山淫羊蕾

天平山淫羊蕾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朝蕾定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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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是所有物种的总和
。

狭义的种质资源通常是就

某一具体物种而言
,

是包括栽培品种 类型
、

野生

种
、

近缘种和特殊可遗传材料在 内的所有可利用 的

遗传物质 的载体
。

种质资源研究 的主要 内容包括对

各种品种
、

类型进行考察
、

收集
、

鉴定
、

评价
、

保存和

应用
,

以及遗传学基础
、

起源和演化的研究
。

同一种

药材来源于不 同的物种
、

不 同的产地
、

不同的个体

可能包含有不同的遗传特性
,

是否具有所需的稳定

的遗传特性
,

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
,

并且要排除产

生 目标特性 的可能的非遗传因素
,

对于中药材
,

具

有高含量有效成分的种质是我们首先要选择 和利

用 的优 良种质
,

如经作者研究发现淫羊蕾药材来源

的 个种 个药典种和 个地方标准使用物种 所

含的淫羊蕾昔类成分的含量和 比例均不相同 见表
,

由于同一物种研究 了不 同的产地和生态环境
,

而且取样时间相同
,

基本排除了环境和生长发育对

成分的影响
,

从表中可看出天平山淫羊蕾 即宽序

淫羊蕾 和朝鲜淫羊蕾是首选的优 良种质
,

淫羊蕾

作为一种野生药材
,

引种驯化和种植推广应当将重

点放在上述 个种上
。

红豆杉是珍贵的抗癌植物
,

我国有 种 变种
,

其中云南红豆杉的紫杉醇含量高
,

资源 比较丰富
,

上 世 纪 年代红 豆 杉资源 曾遭受 较 为 严重 的破

坏
,

目前国内已通过立法对红豆杉资源实行 了严格

的监管和保护
,

从境外走私红豆杉树皮 目前是紫杉

醇粗品原料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但采剥树皮是不可再

生性资源利用方式
,

据推测
,

每生产 紫杉醇
,

需

树皮
,

需采剥 一 棵大树
,

即使将全

世界 的现有红豆杉全部砍伐
,

所提供的紫杉醇也只

能挽救部分患者的生命
,

可谓杯水车薪
。

发展种植

是实现红 豆杉可持续利用 的根本对策
,

而扦插育

苗
、

发展人工原料林基地是最直接
、

最简单
、

周期最

短
、

成本最低的方法
。

在北美有一种灌木型的曼地

亚红豆杉栽培品种 具有萌

发力强
、

生产快
,

扦插繁殖容易
,

紫杉醇含量高 高

于所有国产种 和侧根发达
、

对环境适应性强等优

点
,

是首选的栽培红豆杉种质
,

现在国内已在 四川

和北京等地建立种植基地
。

具有不 同遗传特性 的种质资源 是 育种 的物质

基础
,

种质资源越丰富
,

育种 的预见性就越强
,

越

有可 能培育 出优 良的新 品种
,

而种质资源一 旦 消

失不 可再造
,

所 以
,

对 于栽培药材
,

一些 地方品种

及野生种 的种 质资源显得优为重 要
,

因为随着药

用植物 品种改 良水平 的提高
,

遗传基础 日益狭窄
,

遗传性状 的储备逐渐减少
,

加速 了某些 种质的遗

失
,

而野生种常常是抗病性
、

抗逆性
、

丰产性等优

良品质 的来源
。

三七
、

当归
、

川芍等一些有长期栽

培历史 的药材 已经难 以找 到野生 资源
。

一 些 历史

品种 由于没有注意收集保存 已经难 觅踪影
,

如览

桥地 黄 已很难 找到
,

另外优 良的野 生种质 如不 及

时保存
,

历来使用 的优质 的药材将再难重现
,

如道

地药材茅 山苍术 的野生植株 已经极其稀少
。

目前
,

基 于培育优质药材
,

实施 良种化所必须 的遗传种

质资源搜集
、

整理和研究还未系统展 开
,

远不 能满

足 中药材育种 的需求
,

不利于 中药材生产 的 良种

化
。

如人参人工栽培 已有 多年的历史
,

目前已

经产生 了几种农家类型或称农家品种
,

大 马牙
、

二

马牙
、

圆膀圆芦
、

长脖等几种类型各有特点
,

但还

没有形成人参 的优 良品系
。

三
、

实行 中药野生资源的采收

控制和开展野生抚育研究

不同药材具有不 同的药用部位 有根 皮 或根

状茎
、

树皮
、

全草
、

地上部分
、

叶
、

花
、

果实和种子等
,

不 同药用部位 的采收对资源 可再生性 的影响是不

一样 的
,

可 以根据可再生性将不 同采收方式划分成

不同的等级
,

以便采取不同的采收控制措施和保护

措施
,

对于影 响再生 的采收方式
,

要通过生长恢复
、

繁殖特性等资源恢复的实验来测算
“

年最 大允收

量
” , “

年最大允收量
”

的经验数值 根和根茎类药材

为
,

即每年可采收
,

茎叶类药材为
,

花和果实类药材为
,

但不 同的植物
,

其生

活 习性
、

繁殖方式
、

繁殖效率和药用部位的形成过

程等各种因素非常复杂和多样化
,

从而其资源恢复

特性也有极大的差异
,

相应的
“

年最大允收量
”

和特

定的采收控制方式就不同
,

必须进行针对性的深入

乳 己 。 。 己儿 人 卿 沁己 哪
。 己 以

。

娥己 。 。 己婉
。

腕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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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

野生抚育指 的是在生物的原生环境 中
,

特别是

生态环境明显退化
、

野生资源 已急剧减少 的地 区
,

实行 围栏保护封育和采收控制
,

同时充分利用 和适

当创造适宜生长条件
,

施行帮助繁殖和生长发育的

措施
,

以增加生物个体数量和生长量为 目标
,

促进

植物的 自然更新或人工辅助更新
。

野生抚育尤其适

合于 目前对其生 长发育特性 和 生态条件认识 尚不

深人
、

生长条件比较苛刻
、

种植 养殖 成本相对 比

较高或者种植药材 与野生类型质量 差 别较大 的药

用动植物
。

野生抚育具有较少投人管理
、

药材质量

较少改变
、

不容易产生病虫害和一般远离污染源等

优点
,

是生产绿色药材
、

保持药材特性
,

同时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维护生态平衡重要方法
,

更进一步
,

通

过深人研究
,

繁育 良种
,

种植于野生环境 中
,

以及科

学规范地采收和加工
,

可 以达到质量稳定可控和提

升的 目的
,

因而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

实现资源可持

续利用 的药材生产措施
。

近年来随着 国内外甘草需求量逐年猛增
,

我 国

野生资源遭到 了严重 的破坏
,

有 的地方甚至面临枯

竭
,

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

魏胜利等 年对我 国中

西部地 区的野生甘草资源进行了深人调查研究
,

发

现密度盖度大且 连续分布面 积较大 的甘草群落主

要分布于 内蒙古的杭锦旗
、

鄂前旗以及宁夏盐池和

灵武
,

主要是 由于这些地区采取了围栏管护等封禁

措施 封禁 一 年
,

而宁夏同心 曾是甘草密集的

商品主产区 和甘肃黄土高原
,

以及其他地 区甘草

密度异常稀少
,

是常年连续采挖的结果
,

可见采取

一定 的野生抚育措施就会产生 明显的效果
。

成都恩威集团公司投资在 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

州康定折多 山建立 了高原 中藏药材野生抚育基地
,

首期示范基地 一 亩
,

计划在野生抚育技术

及种源都储备完全后
,

向康定及甘孜州其他地 区辐

射发展 一 万亩
,

达到恢复 自然状态下 的资源

种群数量
,

保证商品药材 的供应
,

同时也具有 明显

的经济效益
,

据初步测算
,

抚育基地生产的川 贝母
,

每亩产量保守估计为
,

平均 元
,

每亩收

益 毛利 元
,

若推广 亩则每年可产生

万元经济效益
。

在贵州省雷山县
,

由贵州 同济堂制药股份有限

公 司 和 县政府共 同建立 了雷 山淫羊蕾保护抚育基

地
,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作为技术支持

单位
,

在对雷山产的巫 山淫羊蕾的有性繁殖技术
、

无性繁殖技术
、

生长适宜的光照
、

水分
、

土壤特性
、

药用部位的生长量
、

有效成分积累动态
、

采收时间
、

干燥方法等进行了一定研究后
,

将建立巫 山淫羊霍

保护抚育示范研究基地 亩
,

建立封 山禁采保护

基地 亩
,

良种繁育基地 亩
,

利用基地采收

加工 的 的淫羊霍药材 生 产淫羊蕾浸膏和标准提取

物
,

保障公司生产的
“

仙灵骨葆
“

系列产品的质量稳

定可控
。

该项 目已经在 年启动
,

并得到国家计

委的中药产业化项 目资助
。

四
、

开展 中药材野生变家种 家养研究

药用植物栽培是保护
、

扩大
、

再生利用药用植物

资源 的最直接
、

有效的手段
。

任何药用植物 当被人

们利用时
,

野生资源就会受到威胁
,

直至枯竭
,

如市

场应 用 良好 的 中成药原料如果完全依赖 野生 资源

时
,

往往 一 年就很难维持
。

如银杏叶
,

七十年代

国外刚刚开发利用 时
,

产量几千 吨 已经很可观
,

九

十年代中期我 国开始采用取叶栽培
,

五年之后
,

我

国的生产能力就达到 吨 以上
,

远远超过 了市

场的需要
。

其他如天麻
、

西洋参和人参
,

栽培生产的药材完

全可 以供应市场需要
。

目前
,

一些野生药材如黄芬
、

细辛
、

五味子
、

半夏
、

桅子
、

绞股蓝
、

金银花
、

丹参
、

防

风
、

知母
、

柴胡
、

甘草
、

款冬花
、

麻黄
、

中国林蛙
、

海 马

等 已经 先后 引为家种 家养
,

许 多 已经成为主 流商

品
,

解决了供应问题
。

一些过去依赖进 口 的国外药

用植物如颠茄
、

西洋参
、

番红花
、

丁香
、

马钱
、

金鸡

纳
、

古柯
、

儿茶等在很多地方引种成功
。

在作者的资源调查和研究过程 中发现
,

由于近

年药材 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

主要依赖野生 的药材价

格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

经济效益驱使很多农民 自

发地开始药材 的引种栽培工作
,

如作者发现柴胡在

山西 一些地 区 已经有 多年的种植历史
。

但 由于

“ 万



第六卷 第一期

引种过程 中种源上不加选择
,

栽培技术上大多以追

求产量为 目标
,

施用化学肥料过多
,

采收年限过短
,

又缺乏质量检测
,

因而普遍 出现栽培药材质量较野

生药材为次
,

长此 以往必将严重影 响药材的质量
,

因而及 时开展 广泛深人 的引种 驯化科学研究 十分

迫切
。

五
、

建立种质资源库和种质

资源 圃
,

保存 中药材种质资源

栽培化终将带来多样性 的下降和遗传资源 的狭

窄
,

必需不断改 良
,

不断从野外收集种质资源
,

收集

和保存栽培过程 中发现的变异性和品种
。

建立种质

资源库和种质 资源 圃是 收集和保存种质必不 可少

的措施
。

如 黄姜是一种重要 的药用植物
,

七十年代

时
,

野外采集的的原料一般可 以达到 的皂素含

量
,

最高可达
,

但是随着资源的消耗
,

不仅数量

减少
,

而且优 良的高含量的原料减少的更快
,

现在
,

一般只能获得含有 一 的材料
,

不过二三十年时

间
,

情况就变得如此严重
,

如不保护那些种质
,

我们

就无缘于优质产品了
。

植物园是实施迁地保护的主要途径
,

我们应当

在建立 国家药用植物园的同时
,

重点依托现有 个

药用植物专类 园
,

对现有的主要药用植物园进行整

理
,

明确已栽培的种类和数量
,

确定该地 区可引种

的范围和任务
,

适当增加种类和数量
。

再建立适合

寒冷
、

干旱
、

湿地等特殊环境的药用植物园
,

对全 国

进行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收集的植物 园建立 网络系

统
,

使药用植物园真正成为药用植物迁地保护的有

效基地
。

建设 国家级大型的药用植物种子库
。

在世界范

围内保存农作物和某些 经济作物的种质资源库在

培育和选择高产
、

抗逆性强的等的新品种
,

满足全

世界不 断增 长 的对粮食及其它经济作物 的需求上

起 到了十分重 要 的作用
。

在 中医最常使用 的中药

中
,

主要依赖栽培的种类有 多种
,

这些种类 占

中药使用量 的
,

他们 的栽培历史长短 不

一
,

但普遍存在种质混杂和种质退化问题
,

品种化

研究几乎是空 白
,

大量收集和保存现有的多样性的

种质资源
,

并结合种质特性的科学评价
,

最大限度

地利用现有的优 良种质
,

选择和培育新的品种是长

远 的战略
,

种子库的建设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必要前

提
。

对于濒危稀有的种类
,

当他们的 自然栖息地受

到严重破坏或活体保护极为困难时
,

种子库便成为

保存这些植物最有效的方式
。

中国有药用植物一万

多种
,

与原地保护和迁地活体保护相 比
,

种子保护

是最经济而有效的方法
,

能最大程度地保护遗传多

样性
,

为今后 的开发和利用做基本的储备
。

对 于 以 特定 中药材为 主要 原料来源 的制药企

业
,

在建立 种植基地 的同时建立 企业 的种质

保存圃也是有发展眼光 的重要工作
,

如贵州 同济堂

制药有 限公 司建立 了淫羊蕾种质 圃
,

旨在收集 国产

淫羊霍属 以 上 的种类
,

并在其基础上
,

开展淫

羊蕾种质资源 自然生长与环境的关系研究
,

开展淫

羊蕾种质资源生物学特性
、

遗传学特性
、

多指标化

学成分
、

重要种类的 分子标记
、

指纹 图谱等的

研究
,

建立世界上 唯一 的淫羊霍种质资源异地保存

基地
,

成为淫羊霍引种 驯化基地 和 良种选 育基 因

库
。

要大力发展药材产业的各级地方政府也要为生

产的持续发展进行储备
,

注意保存开发量大的
、

新

引进的
、

大宗的
、

濒危的
、

有应用前景的药材种质资

源
。

种植单位 留心观察和收集形态差异
、

具有优 良

农艺性状的类型
,

保存和进一步繁殖
,

同时请药检

和研究部门进行药材品质鉴定
,

为优 良品种 的选育

奠定基础
。

六
、

建立药用动植物原生地保护区
,

保护生物 的多样性和药用动植物 多样性

中药资源是整个 自然资源 的一部分
,

不能脱离

开整个 自然资源而独立存在
。

物种的保护
、

生物多

样 性 的保 护 和 生 物 资 源 的保 护 是 复杂 的 系统工

程
。

要实现对野生动植物的有效保护
,

在有关的法

律法规体系
、

行政管理体系
、

技术措施
、

经济措施等

方面需要协调
、

配套
。

使野生资源 的保护者受到奖

励
、

野生资源 的破坏者受到制裁
、

野生资源的使用

者受到约束
,

同时建立药用珍稀濒危物种的群居保

护 区
。

迄今为止
,

以药用植物为主题的 自然保护 区
,

肠 己 。 己儿 人 咭 , 肠山 翩
。 己 以

。

肠己 。 。 己碗
。

腆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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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的保护 区还没有
,

省级保护 区有辽宁老秃顶

子 自然保护区保护紫杉
、

人参和刺人参
,

云南药山

保护 区保护当地野生 中药材
,

云南海子坪 自然保护

区保护天麻 还有黑龙江几个县级 自然保护 区保护

五味子
、

龙胆草和柴胡等
。

国 务 院在 国 民经 济第 十个 五 年计划 纲 要 中
,

明确提 出要 加 强野生 动植物保护
、

自然保护 区 建

设 和湿地保护
,

为全 国野生 动 植物保护事业带来

了千载难逢 的机遇
。

药 用 动植物 的保护 必 须建立

专 门的保护 区
,

我们建议根据药用 动植物的分布

特点
,

建议建立 个国家级野生药材物种保护 区
、

青藏高原 中藏药材资源 自然保护 区
,

重点保护

野生药材物种达 种
,

包括 贡 嘎 山重楼
、

药用薯

茨
、

香蕾
、

牛芬
、

川木香
、

羌 活
、

川西 小黄菊
、

撷草
、

梭果黄茂
、

贝母
、

红景天
、

雀儿 山党参
、

大黄
、

银莲

花
、

报春
、

锦鸡儿
、

虫草
、

贝母
、

水母雪莲
、

中宁拘

祀
、

膜荚黄茂
、

廖
、

鹿类等
、

新疆荒漠沙生药用

动植物资源 自然保护 区
,

以沙生药用动
、

植物种为

主
,

药用植物 种
,

优势种突 出
,

资源蕴藏量 大
,

主要有甘草
、

麻黄
、

肉从蓉
、

锁 阳
、

银柴胡
、

罗布麻
、

苦豆根
、

马 蔺子等
、

吉林长 白山北药动植物资源

自然保护 区
,

长 白山是东亚 大陆上 唯一有 高山冻

原的名 山
,

植被垂直带谱 明显
,

维管植物 种
,

药用 种
,

主要保护 人参
、

党参
、

黄茂
、

贝母
、

天

麻
、

木通
、

细辛
、

刺五加
、

草从蓉等
、

海南南药药

用 动植 物 资源 自然 保 护 区
,

有药 用 植 物 多

种
,

药用动物 种左 右
,

高 良姜
、

益智
、

槟榔
、

巴

戟天
、

胡椒
、

樟脑
、

广霍香
、

降香
、

了哥王
、

芦荟
、

大

血藤
、

黑 面神
、

两 面衔
、

半枫荷为主要 品种
,

还有海

南粗框
、

白木香
、

青天葵
、

丁公藤
、

海南地不容
、

海

南大风子
、

见血封喉等特色 品种
、

广西 隆安龙虎

山药用 动植 物资源 自然保护 区
,

有 多 种 药用

植物
,

如安息香
、

石解
、

鸡血藤
、

砂仁
、

草豆 落
、

千年

健
、

林庸
、

穿 山 甲
、

蛤蚊等
、

云南西 双版拉药用 动

植物资源 自然保护 区
,

中药资源有 多种
,

民

族药丰富
,

如壮药 种
,

瑶药 种
,

侗药

种
,

低佬药 种
,

苗药 种
,

重要野生药材有

贯众
、

狗脊
、

石韦
、

骨碎补
、

山芝麻
、

十大功劳
、

何首

乌
、

木鳖子
、

石解
、

南沙参
、

木蝴蝶
、

两 面针等
,

还有

买麻藤
、

飞龙掌血
、

野碗豆
、

昆明山海棠
、

蜘蛛香
、

通知藤等 民族药
。

七
、

开展珍稀濒危 中药资源的替代 品研究

目前替代品 的研究
,

动物药走在前面
,

因为濒

危动物的境况得到 了更多的关注
,

犀 牛
、

虎等动物

的国际贸易 已被完全禁止
,

要想获得虎骨
、

犀 角等

药材商品 已不 可能
,

现在犀角已用水牛角代替
,

虎

骨用 狗骨代替
,

另外人工察香和人工 牛黄也研制成

功
。

在植物药方面
,

还有大量工作鱼 待开展
,

成功

的例子有虫草菌丝发酵物的研究和生产
,

在冬虫夏

草的深层发酵培养研究 中
,

从培养液 中分离 出

多种化合物
,

其中虫草素的含量 为
,

远远高

于天然冬虫夏草 的虫草素含量
。

培养周期 小时
,

显著低于人工栽培冬虫 夏草的周期
。

虫草菌丝发酵

物作为冬 虫夏草 的替代产 品在市场上 已 经 占有 一

定的份额
。

有报道发现某种紫杉醇共生菌可 以产生

紫杉醇类化合物
,

如果经研究通过该共生菌的发酵

可 以获得紫杉醇或类似物
,

有可 能替代红 豆杉 资

源
。

八
、

利用高新技术提高中药资源利用的

质量和效率
,

提倡资源的综合利用

如果提高了资源利用 的质量和效率
,

必然会减

少对资源 的采挖和开发
,

从而保护 了资源
。

各种新

技术 的利用将起 到重要 的作用
,

例如组织培养技

术
,

一些珍贵 中药材的人工栽培 比较困难
,

有的药

材如人参
、

雪莲
、

黄连
、

杜仲等按常规育苗周期很

长
,

有的药材如肉从蓉
、

麻黄
、

番红花等繁殖系数

小
、

再生能力低 还有 的如地黄和太子参等由于易

感病毒造成品质退化
、

有效成分含量降低等
,

利用

组 织 培养技术可 以使种苗脱毒或实现种苗的快速

繁殖 植物人工种子技术
,

是将植物离体培养中产

生 的体细胞胚或能发育成完整植株 的分生组织包

埋在含有营养物质和具有保护功能 的外壳 内形 成

的在适宜条件下能够发芽出苗的颗粒体
,

与天然种

子相 比
,

具有可工厂化大规模制备
、

储藏和迅速推

〔伪 汉 、 耐 人 哪 肠山 。 “

以 婉 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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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优 良种质资源等优点
,

目前人工种子技术已经用

在铁皮石解的生产中
,

为解决铁皮石解的资源开辟

了一条重要 的途径 转基因技术
,

植物通过转基因

促进有效成分的生产
,

成功的例子有把蓑若胺生物

合成 的关键酶 一 蓑若胺 经化 酶 基 因导 人颠茄

中
,

转基因植物中的底物天仙子胺被大部分转化为

蓑若胺
。

另外新的提取技术可 以提高有效成分提取

率
,

通过化学反应促使天然化学成分的转化和半合

成
,

使无用或利用价值不高的成分转化为有用的成

分
。

资源 的综合利用也是提高资源利用价值和效率

的重要途径
,

如人参
、

西洋参
,

过去 只用其根
,

现代

研究表明
,

其茎叶
、

种皮都含有大量的人参皂昔
,

可

作为提取人参皂昔的原料 红豆杉最初采用树皮提

取紫杉醇
,

进一步研究发现
,

其叶不但含含有与皮

相当的紫杉醇
,

还含有含量远高于皮的紫杉醇前体

化合物
,

可作为提取或合成紫杉醇 的原料
,

况且 叶

的再生 能力 明显 大于树皮 构祀传统主要 用其果

实
,

其叶虽然也作为药用
,

但用量很少
。

目前我国栽

培了大量的拘祀
,

每年在整枝时都要修剪下来的很

多茎叶
。

据报道
,

拘祀茎 叶具有较好的降血糖作用
,

对其进行深人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
,

有望开

发 出安全
、

有效的降血糖药物
。

另外一些食品
、

食用

色素
、

香料与药品共用 的资源植物如葛根
,

山檀
,

银

杏等
,

综合利用 可 以最大程度发挥资源 的利 用效

率
。

余种药用植物中建立 了毛状根培养系统
,

人参毛状

根 已开发 出商品投入市场 还可 以利用基 因工程
,

通过转基 因将次生代谢化合物 的代谢酶类基 因转

人特定生物细胞中
,

或对上述基因实施调控
,

提高

代谢酶的生成量或酶活性
,

从而产生大量 的次生代

谢物质
。

例如东北红豆杉细胞培养产生 的紫杉醇含

量达
,

是天然 品的 倍
。

十
、

结 语

加强 中药材 栽培技术研究 和 中药材新 品种培

育
,

实现 中药材规范化种植 和产业化生 产是 当前

的主要研究领域
,

这一方面有大量 的研究专论
,

在

此不详细论述
。

需要注意 的是
,

种植单位在发展 目

标药材规范化
、

规模化 种植 的 同时要 注 意保护野

生药材资源
、

保护生 态环境
,

实现生产的可持续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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