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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本期专题讨论
�

中着资源可赫续剥周
天然药物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其 开发带来的 巨大经济利 益

,

引发 了全球对 中药资源的掠夺性开

发
,

严重破坏 了中药资源及其 生物 多样性
。

世界 自然基金会 �  !∀ #∃ ∃% 年公布的一份报告称
�
人们

对药用植物的采集和 消费已经使世界上 已认知 药用植物的 #∃ & 处于濒危和 灭绝的状态
。

中药资源是

我 国中医药发展的基础
,

是突显 中医 药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基础
。

因此
,

我们迫切需要从国家战略资

源的高度清醒认识到中药资源保护的 紧迫性
、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必要性
。

中国 医 学科学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及全国各有关科研院所
、

大专院校及中药企业正 大力开展 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研究
。

探索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调 查 中药资源的蕴藏
、

分布现状 ∋评估 和认识珍稀濒 危 中药资源 的保护

利 用状况 ∋研究栽培 药材的合理布局
、

优质 高产
,

从而 实现药材栽培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 采用新 的理

论和方法寻找 和发现药用新资源是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的几个热点和重点
。

这些研究将丰富中

药资源 可持续利 用的理论和方法
,

推动我 国中医 药的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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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亲缘学�/0 12 3 14 05678 9: 5∀是研究药用植物的植物亲缘关系一化学成分一疗效 �药

理活性及传统疗效 ∀间的相关性的一 门新兴的边缘学科
,

它的特点是多学科相互交叉
、

相互渗透
,

其研究

对象涉及多学科领域
。

该学科的建立对于开发药用植物资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本文围绕药用植物亲缘

学的概念
、

形成背景
、

研究范围和关键技术以及对中药资源利用的意义进行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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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
,

药用植物一直是人类获得药物

的重要来源之一
。

随着人类社会进人 #) 世 纪
,

人类

疾病谱 已悄然发生改变
,

医疗模式 已 由单纯 的治疗

转变为预防
、

保健
、

治疗
、

康复相结合 的模式
,

药用植

物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
。

我国中草药资源 丰富
,

药

用植物总数 ) ,
,

∃∃ ∃ 余种
∋同时

,

我国具有使用 中草药

和传统 医学的悠久历史
,

据统计
,

全国各地使用 中草

药传统疗 效 的数 据 已超 过 , ∃ ,∃ ∃ ∃ 条
,

方 剂也超 过

27 7, 77 7 个 ∋ 这是开发 药物 的一份十分珍贵的无形资

产和知识宝库
。

面对 如此巨大的药用植物资源库
,

目

前的研究方法显然在人力和财力上显得不够
。

因此
,

药用植物 的开发还必 须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

在新 的

理论指 导下
,

进行研究开发
,

可以大大提高我国药用

植物 的研发进程
。

探索药用植物生物活性 物质 的分布规律
,

与疗

效和植物进化系统 的关系
,

是促进药用植物资源开

发的重要环节
。

虽然众多科学工作者
,

对药用植物的

化学成分 分布规律进行 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
,

但

是
,

这些 工作缺乏系统性
,

没有形成指导性理论
。

肖

培根 6, 一 , Η提 出的药用植物 亲缘 学 �40 1 2 3 1 /0567 8 9 : 5 ∀从

理论上总结植物亲缘关 系
、

化学成分与疗 效间存在

一定的联 系性
,

为探索药用植物生物活性 物质 的分

布规律提供理论指导
,

对于开发药用植物 资源具有

重要指导意 义
。

一
、

药用植物亲缘学的定义和学科形成背景

)
+

药用植物亲缘
Ν

学
Ο

的宝丝

植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 中
,

形成 了或远或近的

亲缘关系
。

亲缘相近的种不仅体现在形态上 的相似
,

同时
,

还体现在生理生化特性的相似
,

因而所含的化

学成分作为植物次生代谢产物
,

往往也 比较相似
。

药

用 植物 的生理 活性 成分 大都属 于植物 次生 代谢产

物
,

如各种生物碱
、

醒类
、

菇类
、

黄酮
、

含硫 贰等
,

它们

在植物界有 明显 的分布规律
。

亲缘相近的种生物活

性和疗效往往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 同样地
,

具有相似

的疗效的植物
,

其系统学上有具有相近 的亲缘关 系
。

药用植物亲缘学 �401 23 1/0567 8 9 : 5 ∀命题 的提 出为研

究这种药用植物这种 内在 的关系提供 了方 向和理论

指导
。

药用植物 亲缘学 �401 23
1 40567 8 9 � 65 ∀是研究 药用

植物 的亲缘关 系
、

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相 关性的一

门多学科交叉和渗透 的边缘学科
。

涉及植物分类学

�4 61 : Δ Δ1 Π 7 : 7 3 5 ∀
、

植 物 系统 学 �Θ 1 : Δ 4 0567 8 9 : 9 2?〔� 、∀
、

植物化学 �/0 5Δ7 90 9 3 ?ΑΔ仃∀
、

药理学 �/0
1 2 3 1 9 7 67 8 5∀

、

数量

分类学 �Μ
Ρ 3 9 2 ?9 1 6 = 1 Π 7 : 7 3 5∀

、

基因组学 �Σ 9 : 7 3 ?9 Α ∀以

及信息学等计算机技术相关 学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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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困丝物亲缘学学科彭成背景
传统 分类学 以植 物外部形态 和性状 为依据

,

有

很大的局 限性和人为性
。

分类学领域里存在 的一此

错综复杂 的问题
,

如植物 的系统发育等
,

传统分类学

无法剖析
。

随着科学的发展
,

在形态学方法基础 6几又

发展出染色体分类法
、

Τ Μ Υ 分子杂交法
、

显微分类法

等方法对传 统形态 比较方法进行 了补充
、。

药用植物

亲缘学 的形成大致经历 了两个发展过程
�

�6 ∀ # ∃ 世 纪 . ∃ 年 代
,

植物 化学 分 类学 �/ 61
∋、Δ

ς0 9 3 7Δ 1Π 7:
7 3 5 ∀ 的兴起对于探索 药用植 物化学成 分

的分布规律起 了很大的作用
,

提供分子水平的分类 证

据
,

以弥补植物形态分类 的不足
,

还揭 示植物系统发

育在分子水平上所反映出来 的规律
。

药用植物化学

分类学是 以植物的化学成 分为依据
,

以传统形态分

类学为基础
,

对 药用植物加 以分类 和记述
,

研究各类

群 间的亲缘关系
,

探讨植物界演化规律 的 一 门科学
〕

国内外对许多类群植物 的化学成分的分布规律进 行

了研究
,

目前从 中国药用植物中大致 归纳 出
一

此 具

重要生物活性 的成分 �生物碱
、

黄酮类
、

菇类
、

香豆精

等 ∀的分布规律
。

但是
,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 类

化学成分 的分 布
,

没有对类 群进行 系统研究整理 并

形成一定 的理论
,

其次
,

没有将药理作用 和传统疗效

进行有机的结合
。

�#∀ 从上世纪 .∃ 年代末开始
,

肖培根等卜川结合

植 物化学
、

药理学
、

植物 系统学
、

数量分类学 和讨
一

算

机技术多学科优势
,

先后对蓑若类
、

小璧类
、

大黄类
、

乌头类
、

芍药类
、

黄连类
、

唐松草类
、

紫草类
、

蒲黄类
、

杜 鹃类等药用植物类群进行 了综合性研究
,

揭示 Ω
’

各植物类群 的植物亲缘关系一化学成分一疗 效 �药

理作用及传统疗效 ∀间的相 关性及 内在规律
,

并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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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种理论运用于实际
,

在扩 大我 国药用植物资源
,

发现

新的药 用资源
,

寻找进 口 药替代 品和指导 中药的基

础研究等方面取得 了重要的实践成果
。

近年来
,

肖培

根的研究组 Ε”
一

阎不断深化对多心皮类群 的毛莫科
、

小

聚科
、

木兰科
,

对心皮类的茄科和唇形科 以及单子叶

类群百 合科 �狭义 ∀亲缘学 的研究
,

发表大量 的学 术

论文
,

并多次获得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逐步形成了

药用植物亲缘学 的理论 和研究方法
。

二
、

药用植物学亲缘学研究范畴

药 用植 物亲缘 学 的特 点是 多学科 的交叉 和渗

透
,

其研究范围必须是多学科的渗透和配合
。

利用不

同学科 的各种研究方法
,

来总结和探索药用植物 内

在联系
。

因此
,

其研究 内容亦涉及多学科的内容
�

)
+

煊息抖崖?血鳌韭抖生的研塞

中国有几千年运 用中药 的经验
,

国外亦有大量

关 于药用植物有效成分
、

药理作用 和临床疗效 的研

究资料
。

如何运用这些宝贵的文献
,

是药用植物资源

利用的关键 之一
,

也是植 物亲缘学 的研究课题之一
。

药用植物信息系统 的研究主要是 利用现代 的计算机

技术
、

信息处 理技术
,

特 别是
“

数据 库知识 获取
”

�Ζ
: 7 [ 69 Φ 8 9 Τ ?Α 9 7 ∴ 9叮 ?: Τ 1 Δ1Β 1 Α 9 ,

Ζ Τ Τ ∀技 术 ϑ, ,了
、

数 据

库技术 和现代 的虚拟技术
,

结合现代的化学元素
、

数

学
、

生物学
、

中医药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

建立和完善

智能型药用植物数据库
、

中药化学数据库
、

中医药知

识库等
。

从 中挖掘药用植物疗效和物质基础的相关

信息
,

并结合植物系统学知识
,

用以探索药效物质的

分布规律和药效物质的计算机筛选的新方法
。

#
+

植物形 态学�广义 ∀和分子 系统学的研究

通过形态学 �广义 ∀结合分子系统学的方法对一

些重要价值药用植物类群亲缘学进行研究
。

在形态

上
,

收集 器官学
、

解剖学
、

胚胎学
、

抱粉学
、

细胞学 等

植物学各分 支学科有价值的形态性状
,

针对相应类

群缺乏的某些形态性状进行研究
,

为类群 的系统关

系提供大量的精 确的系统学证据
,

并 采用分 支分 析

方法分析形态学数据
。

在分子系统学方面
,

选择分别

来 自叶绿体
、

线粒体和核基因组 的不 同基因或 Τ ΜΥ

区段进行系统发育重建
。

针对不同科
,

采用取样量和

分类阶元不 同
,

小科
,

如 五味子科
、

八角科
,

以种 为分

类 阶元 ∋ 中等大小 的科
,

如百合科 �狭义 ∀
、

毛莫科
、

小

聚科
、

茄科
,

以 属为分类 阶元 ∋大科
,

如唇形科
,

先确

定 重要药用价值植 物群
,

然后根据前人工作在科 内

选取相应的分类群
。

在以上类群的研究 中
,

并非是对

它们孤立地进行研究
,

每个类群都有 其外类群
,

这些

外 类群 是根 据 以 往形 态学 和分子系统 学研究提 出

的
。

在确定每个类群 的系统关系时
,

以被选择类群为

中心
,

结合外类群进行分析
。

目的是这些重要价值药

用植物 的系统发育关系和亲缘类群
,

并与植物化学

分类相 比较
,

确定化学性状的稳定性
,

为植物资源的

合理利用和保护
,

寻找新的药用资源提供理论基础
。

<
+

植物Ω叁堂特至正且共生物查成途径的研究

药用植物 的化学成分是药效 的物质基础
,

植物

在 长期 的进化过程中产 生了一定 的代谢产物
,

也是

植物系统学的化学证据
。

化学成分 的研究
,

不仅要研

究其类型
、

结构
、

性 质
、

含量
,

还要研究其代谢过程和

生物合成途径
。

%
+

此学成分在植物 系绮中的分布规律的研究

了解化学成分在植物 中的分布规律
,

是从 药用

植物 中寻找新 的药物的基础
。

生物 多样性 ]? 7Φ ?∴9 2 ⊥

Α?Δ 5 ∀也使得 内部代谢产物千变万化
,

正是这种化学成

分的多样性使得植物能给人类提供多种药物
。

但是
,

没有规律地去开发药用植物
,

势必事半功倍
。

因此
,

亲缘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明各类 主要化 学成 分的分

布规律
,

从而指导药物的筛选和开发
。

,
+

化学系统学�9 0
9 3 7 Α5Α3 1 Δ?9 Α ∀的研充

化学成分作为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
,

同样受 到

基因的调控
,

具有遗传形状 的特性
。

它们在植物体内

的积累和分布与植物的系统发育
、

所处科 属不 同有

关
,

因此
,

化学成分 可以作为植物系统学 有力 的化学

证据
。

亲缘学 的另一任务就是研究植物 系统学 的化

学证据
,

丰富和完善植物化学分类学
。

;
,

药用植物疗效与化学成
一

份乡 系统学位置担关

性的研究

通过对本研究 的软件程序可进行科学
、

有效的

预测
,

以 发现可供深入研究的药用植物类群
,

从而为

开发现代 中药提供思路 ∋ 并可依据药用植物亲缘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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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 7 石

系
,

从疗效寻找有效成分
,

扩大药用 资源
,

从 化学成

分推导相关疗效
,

为开发新药提供思路
。

三
、

药用植物学亲缘学研究方法及关键技术

)
+

选择合适的崖亥学摸型 二建之鳌韭数握盛

藉 助人工智 能和 Ζ Τ Τ 的方法
,

选择合适 的数

学 模型
,

开发相应 的软件
,

对上述 实验 数据进 行分

析整理
,

结合 我国悠久的 中医 药临床实践经验 和现

代研究 成果
,

建立植物类 群 一化学成分
、

化学 成分 ⊥

药理 作用 �传统 疗 效 ∀
、

植 物类 群 一药 理作 用 �传统

疗效 ∀
、

植 物类群 一分子生物学特征等多种智 能化的

数据库 6’“一 ’”⎯。 分析隐含于智能化数据库庞大信息量

中植物亲缘关 系一化学成分一疗效 �药理作用及传

统疗效 ∀< 者间的内在相关性
,

总结药用植物 的化学

成分
、

药理作用 和传统疗效在植 物系统演化过程中

的内在规律
,

完成信息的再挖掘
,

探索建立药用植物

亲缘学
。

#
+

宪验分类学
、

分子分类生
、

数量全类学和皿些长

计算扭乡支术的丝查
对 重要药用植物类群 的系统发育进行 系统

、

深

人地研究
,

涉及类群较 多
,

跨度较大 �从 被子植物基

部类群
,

如五味子科
,

到
“

核心
”

真双子叶植物类群
,

如唇形科 ∀
,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可采取分阶段进行
,

以点带面
,

逐步推进
,

最后实现总体 目标的方案
。

每

个分类群的研究程序如下
�

�)∀ 计算机信息技术和智能 系统的运用
。

通过计算机 信息系统
,

收集植物学各分支学科

�包括器官学
、

解剖学
、

胚胎学抱粉学
、

细胞学等 ∀已

积 累的有价值的系统学证据
,

构画所研究类群及其

它类群的二维 图解和性状状态的分布图
。

充分利用

现 有 Τ Μ Υ 库 中 已 有 的 Τ Μ Υ 材 料
,

Σ 9: ]1: α 中 的

Τ Μ Υ 序列
,

列表统计之
,

同时参照不同分类 阶元选取

相应分子标记 �叶绿体
、

线粒体和核基 因组 的不同基

因或 Τ Μ Υ 区段
,

如 � Β9 β
、

3 1 ΔΖ
,

3 1 ΔΘ
,

# ;, 2Θ Μ Υ 等基

6α) 和 Δ2 : β一!
、

Η= Γ 等 Τ Μ Υ 区段 ∀
。

�# ∀实验分类 学�>
Π 4 9 2?3 9 : Δ1 6 = 1 Π 7 : 7 3 5∀细胞分

类学�≅5Δ
7 Δ1 Π 7 : 7 3 5∀和 分子 系统学�Κ

7 69 9 Ρ 61 2 Α5Α Δ9 3 ⊥

1Δ? ςΑ ∀的有机结合
。

针对某些类 群缺乏 的形态学
、

分子系统 学证据
,

通过实验分类学细胞分类学和分子系统学 的有机结

合
,

利用形态分类学
、

抱 粉学
、

解 剖学
、

胚胎学
、

细胞

学和分子系统学等研究手段
,

完善植物系统学数据
。

�< ∀数量分类学�Μ
Ρ 3 9 2?9 1 6 = 1 Π 7 : 7 3 5∀的应用

数值分类学 以表型特征为基础
,

利用有机体 大

量性状 �包括形态学 的
、

细胞学 的和生物化学 等的各

种性状 ∀
、

数据
,

按一定的数学模型
,

应用 电子计算 机

运算得 出结果
,

从而作 出有机体 的定量 比较
,

客观的

反映出分类群之间的关系
。

分子数据矩阵用 /Υ χ /
(

%
+

ΙΒ 67网软件包分析
,

系统发育树分别用最大简约法

�3 1Π ?3 Ρ 3 4 1 2Α ?3 7 : 5∀
、

最 大似 然 法 �3 1 Π ?3 Ρ : 6 6?α
9
6?

⊥

07 7 Φ ∀构建 ∋数据矩阵 同时用 Κ 2 ] 1 59 , <
+

7 Β % Ε# ‘6软件分

析
。

进化模 型用 Κ 7Φ 96 Δ9Α Δ <
+

∃ ; )##δ 估计
。

根据构问性状

和性状状态分布图
,

分析每一个形态性状在相应 类

群中分布
,

然后进行编码
,

获得数据矩 阵
,

对 该矩 阵

单独或 与分子数据结合并进行 系统发育分析
。

在此

基础上
,

比较结果 的一致性和稳定程度
。

最后选取 稳

定性好
,

支持率高的系统 发育 树对若 十个重要 的形

态性状进行相关性和进化分析
。

<
+

里见二弋全离分析技术在生理 适性恤质研究中的

应用

以点带面的方式
,

对药用植物类群中重要 品种
,

在活性跟踪和植物系统学的指 导下
,

利用各种现代

分离技术
,

如各种色谱技术
,

分配色谱 �/1 2Δ? Δ?� ∀: ≅027
⊥

3 1 Δ7邵1 4 05 ∀
,

吸附色谱�Υ Φ
Α7 2 4 Δ?7 : ≅027 3 1 Δ。∀8 2 1 4 ε65∀

,

离

子交换 色谱 �Η
7 : ≅ 027 3 1 Δ7 8 21 4 05∀

,

细胞膜 6α6 相色谱

�Κ
9 3 Β21 : 9 ?3 3 7 Β?6?Ψ 9 Φ 90 27 3 1 Δ7 8 21 405∀

,

亲 和 色 谱

�Υ ϑϑ?
: ?Δ5 9027 3 1 Δ7 821 405∀

,

逆流色谱技术�≅
7 Ρ : Δ9 2 �

)

)」2⊥

29 : Δ ≅0 27 3 1 Δ7 8 21 405∀和 各 种 光 谱 �χΛ
,

ΗΘ
,

Κ Γ
,

Μ ΚΘ ∀鉴

定技术
,

进行植物化学分离 和结构鉴定
。

确定类群植

物 的特征性成分和主要成分
。

其次
,

利用现代分析手

段 �Σ ≅
,

φ/= β≅
,

φ /β≅
,

Σ ≅ 一Κ Γ
,

β≅一Κ Γ ∀
,

利用已 知结

构的化合物为参照
,

分析每种植物中化学成分分布
∋

并结合聚类分 析
,

中药化学指纹图谱 �φ/Η
Ω

≅ 一Κ Γ 等色

谱指纹 图谱 ∀和 中药生物指纹 图谱 �中药基因组学指

纹 图谱
、

中药蛋 白组 学指纹图谱 等∀分析等统计学 和

计算机知识
+

探索该类群植物化学成分的相 似性 和

) ∃ ∃ 〔 
‘, 2Δ Φ 写‘

)

)。 , Ψ ‘
·

9

Δ6:
‘) .、

·

9人: ‘, )∃ ∗ ,八67 Φ 9 2 , ‘七瓜 )∃ , ‘
7ϑ .0 浏?Δ?7 ,Ψ以 ≅0 ?2‘9 Α 9 Κ9 Φ ?‘

、

?: 9 1: Φ Κ以9 2 ?1 Κ9 Φ?〔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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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亲缘关系
,

以及化学成分 的分布规律
。

%
+

细胞技术
、

基因技术为基础的现代 药物 筛选

体 系的导入

药 效成分生理 活性的研究涉及 两方面 的内容
。

一是选择分布规律性强的化学 成分特征群
,

配合植

物化学 的分离 提取
,

从整体
、

器官
、

细胞 和分子水平

开展神经精神
、

免疫
、

心 脑血管
、

内分泌 和肿瘤等药

理研究
。

二是结合历史记载的民间疗效
,

利用现代药

物筛选技术
,

高通量筛选 �0 ?80 Δ02 7 Ρ 80 4 Ρ Δ Α 9 2 9 9 : ?: 8
,

φ=Γ ∀体 系
,

超 高通 量筛选系统
,

基 因芯片技术
,

组合

化学
、

基因组学
、

生物信息和计算机药物筛选等先进

技术
,

对药用植物进行大规模筛选
。

总结民间疗效与

现代药理作用的关系
,

植物系统和疗效的关系
。

最终

建立有效成分生物活性 和疗效数据库
。

,
+

多学抖煊皇的整查

在实现信息增值 的基础上
,

通过知识工程
、

模糊

信息处理 和信息智能集成处理等技术
,

对重点药用

植物类群 的化学成分与传统疗效
、

药理作用 的关联

规律进行研究
,

探索植物亲缘关系
一化学成分 一疗效

�药理作用及传统疗效 ∀< 者 的内在规律
。

为大规模筛

选
、

设计及开发 中药新药提供强有力 的技术支持
,

发

展形成传统中药验方与现代适用高新技术相结合 的

中药新药开发新模式
,

为建立适 合中医药特点 的新

药研发理论和方法奠定基础
。

选择有关数据模型
,

开

发相应的软件
,

分析 隐含 于智能化数据库庞大信息

量 中植物亲缘关系
一
化学成分

一疗效 �药理作用及传

统疗效 ∀< 者间的内在相关性
,

总结药用植物 的化学

成分
、

药理作用和传统疗效在植物系统演化过程中

的内在规律
,

完成信息的再挖掘
,

实现信息增值
。

四
、

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究意义

)
+

通进药用植物新资遮
+

的发观

有些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 已经被 阐明
,

但在某

些 已发现的植物 中含量太低
,

即可依此理论从其 亲

缘相近的植物中寻找高含量的新资源
。

比如卫 矛科

植物美登木具有较好 的抗癌效果
,

但有 效成分美登

碱含量太低
。

人们 又从 同科属植物巴 昌纳美登 木以

及 同科植物波特 卫矛 中分离出美登碱
,

其 得率约 为

美登木的 ; ∃ 倍
。

以后
,

又从 鼠李科塔克 萨野咖啡 中

分离到美登碱类成分美登纳新
,

引起 了科学界从卫

矛科和鼠李科植物 中寻找此类 成分的浓厚兴趣
。

肖

培根还根据 药用植物亲缘关系推测
,

西 藏的茄科矮

蓑若属很可 能含有蓑若碱类的生物碱成分
,

后来研

究证明
,

这一新 资源 的蓑若类生物碱含量是此类药

中最高的
。

#
+

圣找进口药物血濒危益有药 里
Ν

植物鱼 替」弋责

源

在利用 国产资源代替进 口 药方面
,

已经取得了

显 著的成果
,

如进 口 降压药利血平 的原料是蛇根木
,

但 中国过去没有这种资源
。

根据亲缘学理论
,

肖培根

等在 国内找到 了与蛇根 木有相似疗效
、

亲缘较近的

同属不 同种 的萝芙木
,

并研制 出了至今仍在大量应

用的降压灵
。

据不完全统计
,

从进 口药的同科属植物

中找到的可替代 国产药物还有
�

沉香一 白木香 ∋ 马钱 ⊥

云南马钱 ∋ 阿拉伯胶
一金合欢属植物 ∋ 阿魏

一新疆阿

魏 ∋芦荟一云南芦荟等
。

长期以来
,

由于对合理开发利

用药用植物资源的认识不足
,

以 致一些地区不 同程

度上对资源进行 了掠夺式的采收
,

加之违反 自然规

律 的不适 当垦殖和其它一些原因
,

使一些药用植物

丧失 了合适的生态环境
,

减弱了资源的再生能力
,

致

使许多种类趋于衰退或濒 临灭绝
,

因此
,

依据亲缘学

理论 寻找到相似的替代 资源
,

对于保护植物的多样

性和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有现实意义
。

<
+

主富中药现」长生丝的基三出研主 内通

依据药用植 物的疗效 和主治功 能
,

按照亲缘学

理论
,

可 以总结 出不少带共性 的东西
,

诊 释中药疗效

和药性 的物质基础
。

例如唇形科 的一些 中草药如薄

荷
、

紫苏
、

香蕾等
,

气味芳香
,

含有 丰富的挥发油
,

大

抵具有祛风解表等作用 ∋ 而另一些气味不芳香
、

几乎

不含挥发油的中草药种类
,

则明显地具有苦味
,

常 含

有二菇 苦味内酷
,

例如冬凌草
、

溪 黄草等
,

其成分常

具有抗菌
、

抗癌等清热解毒方 面的作用
。

具有清热解

毒功效 的药用植物
,

往往含有异喳琳类生物碱 ∋ 而具

有提高免疫功能的植物
,

经常含有三菇类皂昔成分
。

% 一为断 药亚发提些新的丝诊血主选

药用植物亲缘学关系还能为新药的寻找提供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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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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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

比如我国筛选数万种植物后
,

认 为较有前途的抗

癌活性成分有大环类生物碱
、

生物碱
、

二菇内醋苦味

质
、

木脂素
、

某些醒类化合物
。

而从植物类群来说
,

卫

矛科
、

鼠李科
、

苦木科
、

多心皮类
、

夹竹桃科等植物类

群
,

含此类成分较丰富
。

为大规模筛选
、

设计及开发

中药新药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持
,

形成传统

经验 与现 代适用 高新 技术相 结合 的药物 研发新 模

式
,

为建立有特色的新药研发理论和方法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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