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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介绍 了我国稀有濒危常用中药材的研究及保护现状

,

通过对 ∃# 个物种 的分析认为
�

稀有濒危常用 中药材在栽培技术上的进展较大
,

多数种类在技术上 已可通过人工种植提供商品 % 迁

地保护还有待加 强 %原产地保护和致危机制的研究较为薄弱
。

认为
,

应在进行遗传 多样性和致危机制

研究的基础上
,

进行有效的迁地保护和原产地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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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生物 多样性 的保护成为全球关注 的热

点问题
,

特别是个体数量 已 大量减少
,

生存受 到威胁

并濒临灭绝 的稀有濒危植物的保护 问题更是倍受关

注
。

通过实施具体的保护措施
、

科学 的保护方法和利

用 现代科 学技 术对 保护 措施 进行 评价 及提 高等手

段
,

已 使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取得 了很多成果
,

有了

长足的进步
。

关 于稀有濒危 中药材的保护及研究工

作近年来也有很多报道
,

本文就《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

典》&!! ∋ 版一部及《中国植物红皮书
一稀有濒危植物》

第一册 中共 同收录的国家级稀有濒危常用中药材的

保 护及研究现状进行综 述
,

并从栽培技术
、

药材供应

和保 护生物学 的角度 出发
,

对这些物种 的保护效果

进行探讨
,

以期对它们及其 它稀有濒危药用植物 的

保护和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

国家级稀有濒危常用 中药材包括 ∃# 个物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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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以上物种进行综 述是基于它们在 中药材

中的重要性
,

进行的研 究工作较多
,

易于反映我国稀

有濒危药用植物经过人为保护干预后的效果
,

并分

析其中的不足
。

一
、

栽培生产及市场供应分析

经调研和文献分 析
,

稀有 濒危常用 中药材 的栽

培及市场供应状况见表 (
。

从表 中可以看出
,

在 ∃# 个

物种  变种 ∗中
,

人工栽培技 术成熟的有 (∀ 种
,

基本

成熟 # 种
,

因生境和生物学特性特殊而进行人工抚

育的 & 种
,

栽培技术正处 于研究 中的 ∋ 种
,

人工栽培

技术未见报道的 # 种
。

未进行栽培技术研究或处于

研究初期 阶段的主要 是一些 同一药材品种 中的非 主

流物种和生态环境特殊的物种
,

如矮牡丹
、

短 曹黄

连
、

新疆 贝母
、

胡黄连
、

桃儿 七
、

管花肉从蓉等
。

从市场供应情况来看
,

人工栽培品 Χ0 种
,

以人工

栽 培品为主兼有野 生品的 Ζ 种
,

以野生 品为主的 ∃

种
,

纯野生品的 (! 种
,

少有商品的 ∋ 种
。

少有商品者

均为 同一药材 品种 中的非主流物种
,

如短曹黄连
、

矮

牡丹
、

紫斑牡丹
、

凹叶厚朴
、

膜夹黄蔑等
。

为纯野生品

的其生境大 多比较 特殊
,

如新疆 贝母
、

新疆阿魏
、

天

山雪莲
、

管花 肉从蓉
、

桃儿七等
。

表 2 稀有濒危常用中药材人工栽培及市场供应状况

植物 名

银杏

致危原 因

过度利 用
、

自然繁殖力弱

市场药材来源

人工栽培

人工栽培现状

技术成熟

种质来源及特点 备注

经长期人工栽培
,

已形成品种

杜仲 人工栽培 技术成熟 野生资源已很稀少

明党参

厚朴

凹叶厚朴

天麻

过度利用
、

不合理采收
、

自

然繁殖力弱

过度利用
、

自然繁殖力弱

过度利用

过度利用

过度利用
,

生境破坏

野生
、

少量人工栽培 技术成 熟

人工栽培 技术成熟

少有商品 技术成熟

人工栽培
、

野生 技术成 熟

来源于野生
,

植株间有较大的形

态差异
,

现已选育出品种

来源于野生种质

来源于野生
,

已形成地方品种

来源于野生

来源于野生种质家种的后代

野生种群明显衰退

主要作为观赏植物栽培

多代栽培后 会出现退

化
,

使产童和质量下降

黄连 过度利用 人工栽培 技术成熟

云南黄连 过度利 用
、

生境片段化
、

生

态位狭窄

过度利用

过度利用

过度利用

野生
、

少量人工栽培 技术基本成熟

栽培历 史长
,

已形成不 同的栽

培类型

来源于野生种质

短尊黄连

刺五加

膜 夹黄茂

少有商品

野生

少有商品

技术成熟

技术成熟

蒙古黄茂 过度利用 人工栽培和野生 技术成熟

来源于野生种质

生 产用种来源 于部分先期 野 因药材品质差
,

现 已少

生变家种成功地区 有栽培

来源于野生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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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植物名 致危原 因 市场药材来源 人工栽培现状 种质来源及特点 备注

巴戟天 过度利用 人工栽培 技术成熟

黄桨

龙眼

过度利用
、

自然更新障碍

过度利用

人工栽培和野生 技术成熟

人工栽培 技术成熟

新疆阿魏 野生 野生抚育

(∀ Ζ! 年代野生 变家种后 已形 我 国野 生资源很少并

成农家品种
,

人工栽培的主 已枯竭

要是农家品种

来源于野生种质

经长期人工种植
,

已形成农 主要是作为水果种植

家品种

来源于野生种质

珊瑚菜

过度利 用
、

生境破坏
、

更新困

难

过度利 用
、

生境破坏 人工栽培 技术成熟

核桃

土沉香

过度利 用

过度利 用
、

生境破坏
、

自然繁

殖率低

过度利 用
、

自然更新周期长

过度利用
、

自然更新周期长

过度利用

过度利用
、

自然繁殖力弱

人工栽培

人工栽培和野生

技术成熟

技术基本成熟

新疆贝母

伊犁贝母

地枫皮

紫斑牡丹

野生

人工栽培和野生

野生

少有商品

技术尚不成熟

技术成熟

经长期人工种植
,

已形成农

家品种

为长期人工种植的种质

已形成农家品种 栽培的主要为农家品

种

来源于野生种质

来源于野生种质

技术基本成熟 来源于野生种质

矮牡丹

桃儿七

金钱松

过度利用
、

自然繁殖率弱 少有商品

过度利用
、

自然繁殖力弱 野生

个体稀少
、

自然更新能 力差 野生

野 生 来源 药材 中存在

本种
,

人工栽培药材牡

丹不为本种

同上

不成熟

不成熟

人参

肉欢蓉

平贝母

过度利用
、

生境破坏 人工栽培和野生 技术成熟

过度利用
、

生境丧失 野生和人工栽培 野生抚育

过度利用
、

生境丧失
、

自我更 人工栽培 技术成熟

新周期长

来源于野生种质

来源于野生种质或 长期人工 主要作为观赏植物 栽

栽培的后代 培

已形成多个农家品种 野生种质 已很少

来源于野生种质

来源于野生种质

玫瑰 过度利用
、

生境丧失 人工栽培 技术成熟

胡黄连 过度利用

降香黄檀 过度利用
、

自然繁殖障碍

野生

野生

不成熟

各地依据香料要求而培育的 药材无 化学成分要求

种质 指标
,

无作为 中药材培

育的种质

来源于野生种质

管花肉欢蓉 过度利用
、

生境丧失

天山 雪莲 过度利 用
、

种子发芽率低
、

生

长缓慢

野生

野生

不成熟

技术基本成 熟

来源于野生种质

来源于野生种质 未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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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可 以看 出
,

中药 材 的致危 主要 是 由于

利用 过度 而引发 的
,

通 过野 生变 家种及 大规模 栽

培生 产
,

用人工 栽培 品替代野 生 品
,

既可 满足市 场

需求
,

又能 直接有 效地保 护稀 有濒 危 中药 材 的野

生资 源
。

经 过近几 年 的工 作
,

市场 上稀有 濒危常用

中药材 的供需 矛盾 已 得 到缓解
,

多数 种类 在技术

上已 可 通过人 工种植 提供 商 品
,

但 一些价 格较 高

或生长年 限较 长 的种 类
,

在市场 上还 有野 生药材

销售
,

野生 资源仍 在遭受破 坏
,

如 人参
、

黄 聚
、

土沉

香
、

刺 五加 等
。

同时还应该 充分 地认识 到
,

很 多种

类 中药材 的人工 栽培 时间还 很短
,

在栽 培 的初期

往往 是就地 取材 的野 生变 家种
,

对种 源并未进 行

优化 选择
,

并且 至今在 栽培 过程 中选育 出优 良品

种 的种 类还不 多
。

二
、

迁地保存

迁地保存是长期以来对稀有濒危植物和其它植

物进行保护 的首选方式
,

主要在植物 园或其它保护

机构 中进行  见表 & ∗
。

在 ∃# 种稀有濒危 中药材中
,

银

杏Ξ’
一∃

、

) 一∀
、

” 一 , ∃∴
、

金钱松 2’
一∃

、

) 刁
、

’&
、

’∃ (
、

杜仲2‘碑
、

’&
、

’∃(
、

厚朴 2’
、

,
、

#
、

Ψ 8

, &∴
、

凹 叶厚朴日Τ#2 等 ∋ 种
,

在很多植物园 中都有 引种
,

而

且生长好
、

适应性强
。

刺五加 Ξ’∃(
、

桃儿七 (& ‘∀ β
、

土沉香2’
、

∀
、

’&
、

’∃ ∴
、

黄茂 2#∴
、

核桃 (∃
、

’∃ ∴
、

降香黄檀 (∀
、

”
、

’& ∴
、

巴 戟天 (∀
·

’& ∴
、

黄

聚〔’&
一, ∃ ∴

、

龙眼 2’& ∴
、

黄连
、

珊瑚菜 2’∃ ∴共 ( ( 种
,

基本 能适 应

迁地保护地的 自然环境
。

对天麻Ξ#∴
、

云南黄连 (& 5Ζ∴
、

玫瑰

(&
、

’&
、

’∃ ∴
、

矮牡丹 χ# (
、

明党参 (∋∴
、

紫斑牡丹(# ∴
、

地枫皮 (∀ (
、

平 贝

母「2∃∴ 等 Ψ 个物种进行迁地保护的机构还不多
,

并且这

些药材还未能适应保护地 自然环境
。

而短尊黄连
、

人

参
、

肉从蓉
、

胡黄连
、

新疆 贝母
、

蒙古黄蔑
、

伊犁 贝母
、

新疆 阿魏
、

管花 肉从蓉
、

天 山雪莲等 (! 种 药材的迁

地保护未见文献报道
,

虽然 它们 中的一些种类 已有

大规模 的人工栽培生产
,

如人参和蒙古黄蔑
,

这一现

象说 明对稀有濒危药材进行 资源贮备性保护的工作

还有待加强
。

表 & 稀有濒危常用中药材的保护状况

迁地保护状况 原产地保护措施

好好良良

植物名

银杏

杜仲

明党参
有待加强

浙江
、

湖北
、

陕 西
、

福建有就

地保护

重庆
、

四川
、

湖北
、

陕西
、

河南

有就地保护

浙江有就地保护

种内多样性研究进展

野生银杏具有丰富的遗传 变异
,

栽培品种遗传多样性水平较低

个体间在外部形 态
、

胚胎学
、

遗传

特性
、

化学成分等方面存在差异

遗传多样性主要保持在居群内

厚朴 良好 湖北
、

四川
、

河南有就地保护 多样性丰富

凹 叶厚朴

天麻

良好

有待加强

湖北
、

浙江
、

福建有就地保护

湖北
、

浙江
、

重 庆
、

四川
、

陕

西
、

福建有就地保护

重庆
、

四川
、

湖北有就地保护

现阶段主要研究内容

人工栽培圆
、

多样性
、

组培(Ζ∀(
、

种质

保存2‘
5 β

种质保存网
、

组培
、

栽培()∃(
、

多样性

的研究

从繁殖
、

生存策略
、

多样性等方 面

研究致危原 因及保护措施
,

人工栽

培

栽培技术 2

Τ
2、 分子标记()Ζ(

、

指纹图

语闪

栽培技术四
、

分子标记()Ζ(
、

指纹图谱

栽培技术2)ΨΑ
、

繁殖技术囚

多样性丰富

多样性丰富

黄连 一般

云南黄连

短竿黄连

刺五加

有待加强

未见报道

一般

性状 变异工刘
、

生物碱含量对比研 存在广泛的性状变异
、

产地不 同

究 (Ψ( ( 生物碱含量不同

生物学
、

生态学特性与地理分布阅

浙江有就地保护

吉林
、

黑龙江已建立 自然保 致危因素
、

保护 方法
、

繁殖 生态学 居群间
、

居群内遗传多样性均较

护 区
,

湖北进行了就地保护 【Ψ∃(
、

发育生物学例
、

遗传多样性研究 高

((Ψ 〔Δ
0

Χ2< =Μ ,Μ −Μ
。 公己< Π9 Μ≅ −0 2《哪观<女Χ− 七3Ν 如

−

0Ε ΠΧ 记汉亡,而耐 ?≅ ,−9 =9 Λ9 <,Μ ,−9 3− < Λ山9

血 Λ9 <,Μ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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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植物名 迁地保护状况 原产地保护措施

膜夹黄茂 一般 长白山和太白山 自然保护 区

内有就地保护

现阶段主要研究内容

离体培养
、

栽培技术
、

比较生物学
困

、

野生资源恢复试验叫
、

萌发抑制

物 明

比较生物学阳
、

化学成分差异的研

究

种内多样性研究进展

不 同 产地 的 药材 在 蛋 白 质和

⊥ Θ Κ 检测上有差异

蒙古黄茂 未见报道 不 同产地药材形 态差异较大
,

总

替组成基本一致
,

各组分含量存

在差异

巴软天 一般 广东有就地保护

黄粱 一般 吉林
、

黑龙江有就地保护

离体培养及植株再生 Ξ叫
、

栽培技

术困

栽培技术阳
、

自然更新阿 不同产地药材的小梁碱含量有差

异

龙眼

新疆阿魏

珊瑚菜

核桃

一般

未见报道

一般

一般

土沉香

新疆 贝母

伊犁贝母

地枫皮

紫斑牡丹

一般

未见报道

未见报道

有待加强

有待加强

传粉生物学的研究国

组培阳
、

等位酶变异的研究 遗传多样性丰富

新疆 已建立野核桃 自然保护 胚胎学
、

繁 殖技 术
、

种质资源
、

性状变异丰富
、

⊥ Θ Κ 多态性高

区 Ι Κ Φ⊥ 的研究

广东
、

海南有就地保护 组培(∀#(

栽培技术

栽培技术

陕西
、

湖北有就地保护 从繁殖过程探讨濒危原 因和保护

措施
、

多样性研究
、

组培阳

濒危原因和保护措施
、

多样性
、

组

培的研究

分布格局 与生态适应 阳
、

人工栽

培
、

传粉阿和繁殖闺生物学

组培附
、

生物学特性叫

多样性水平偏低

矮牡丹 有待加强 陕西有就地保护

桃儿七 陕西有就地保护

金钱松

一般

良好

居群间遗传变异大于居群内遗传

变异

表型多样性丰富

人参 未见报道

浙江 已建立 自然保护 区
、

湖

北有迁地保护

在吉林有就地保护

肉欢蓉

平贝母

玫瑰

胡黄连

降香黄梭

未见报道

有待加强

有待加强

未见报道

一般

辽宁
、

吉林
、

四川有就地保护

栽培技术
、

野生人参最佳生态位的

研究
、

种质保存2(2∗22
、

多样性研究

遗传多样性
、

组培 ((明
、

资源调查四

栽培技术

繁殖技术
、

资源及生态调查

野生人参的遗传变异远大于园参

遗传多样性较低

指纹图谱的研究

管花肉欢蓉

市售不同产地药材的指纹图语有

较大差别

透传多样性极低

天山 雪莲

生物学特性
、

繁殖技术
、

遗传 多样

性

栽培
、

组培侧
、

指纹图谱

〔Δ
。

而 灰,Μ −Μ
9 3 Α 2< Π9 Μ≅ −0 2峨哟溯‘山Χ− 众以如−

0Ε ΠΧ 耐众沁耐 ?≅ ,−9 =9 Λ9 < ,Μ, −9 山司 匆山9

而 Λ9 < ,Μ 司 ∴ (∀



&!! ∋ 第七卷 第六期 ★ ] 025 ) Θ05 Ζ

三
、

原产地保护

近年来随着保护生物学的发展
,

特别是生物技

术的发展
,

认为迁地保 护难 以全面地对保护对象 的

遗传多样性进行保护
,

而原产地保护是对遗 传多样

性进行有效保持的最佳手段
,

因而原产 地保护受到

特别的关注
。

在稀有濒危常用中药材 中 见表 & ∗
,

银杏 ((# 一

川
、

金

钱松 β ’# 一, , ,
、

杜仲 ∴ ’Ζ
一入, δ

、

天麻 ⎯’Ζ 一

圳
、

黄连 Ε’#
、

’Ζ ’Ψ 一么∗⎯
、

厚朴 Ξ‘Ζ
、

’Ψ

圳
、

凹 叶厚朴 2’# ’川
、

刺五加 2’“&&(
、

桃儿七
、

土沉香 χ’) &’∴
、

玫

瑰 2邓
、

& , Ξ、 黄蔑 (& , 2、 明党参 Ξ’# (
、

紫斑 牡丹 2‘Ζ (
、

短曹 黄连 2’# (
、

巴戟 天 β’) ( 、

黄梁 (& ,
、

圳
、

人 参 (&(
一

&&(
、

矮 牡丹
、

核桃共 &! 种

已在 自然保护 区 内得到有针对性的保 护
,

其中一些

种类在保护 区 内得到重点保护
,

如西天 目山 自然保

护区 对银 杏
、

长白山 自然保护区对人参 的保护
,

并且

有些保护 区就是因具体 的保护物种 而设立 的
,

如新

疆巩 留县野核桃 沟对核桃
、

花园屯植物管理处对矮

牡丹的保护
。

云南黄连
、

地枫皮
、

降香黄檀
、

龙眼
、

珊

瑚菜
、

平 贝母
、

新疆 贝母
、

伊犁 贝母
、

新疆 阿魏
、

肉从

蓉
、

管 花肉从蓉
、

天山雪莲
、

胡黄连
、

蒙古黄 蔑等 (#

种药材因原产地 自然条件 的限制不易建立保护 区或

在现有保护 区 内分布零 星分散等种种原因
,

在原产

地很少或没有得到针对性 的保护
,

如地枫皮适宜于

干早风大的石山生境 % 珊瑚菜生于沿海地区
,

尤其是

海滨沙滩 % 新疆 阿魏 只见于新疆伊 宁县 白石墩的河

岸阶地上 % 肉从蓉 的寄主梭梭分布于戈 壁
、

荒 漠
,

这

些 自然条件 的限制
,

使它们 的原产地保护十分难 以

进行
。

由于稀有濒危 中药材的保护工作 在早期受到 的

重视 不够
、

起步较 晚
,

因此 ∃# 种稀有 濒危 中药材 中

仅有 & ! 种在原产地得 到有针对性 的保护
。

在这 &!

种药材中
,

一些种类在其分布的核心区 域并未得到

保护
,

或在其分布区 只有局部区域 的个体得到保 护
,

如明党参
、

桃儿七
、

玫瑰
、

膜夹黄蔑
、

天麻
、

黄连
、

短尊

黄连
、

巴戟天
、

土沉香等均属 于此类情况
。

另外
,

由于

历 史的原因
,

个别种类难以 区分野生种群和人工种

群
,

从而使得原产地保护的效果不易评价
,

如《中国植

物志》记载仅浙江天 目山有野生状态的银杏
,

而吴俊

元等 ε&∋( 却对天 目山银杏为野生种存疑
,

另还有重庆南

川金佛山杨家沟困
、

贵州务川和湖北大洪山 区 δ&) β的银

杏为野生种的见解
。

总体而言
,

稀有濒危常用 中药材

的原产地保护工作还有待加强
,

同时应广 泛应用现

代生物技术确定核心种质
,

力争有针对性地
、

最大 限

度地对种 内遗传多样性进行保护
。

四
、

稀有濒危常用中药材致危机制的研究

物种濒危的机制各式各样
,

导致 濒危 的因素错

综复杂
,

植物濒危的机制来 自物种内
、

外两方面的因

素
,

内因包括植物 的遗传
、

生理
、

发育和生殖等特性
,

外因包括 自然灾害和人 为灾害
,

内
、

外 因素的共同作

用往往是物种濒 危的主要原因
。

虽然 导致中药材 濒

危 的主要原因是利用过度
,

但 资源量不能恢 复和生

存受到威胁 却与物种的生物学特性密切相关
,

探 讨

中药材濒危 的过程和机制 是制定科学 的保 护措施
,

从根本上解除濒危 中药材生存受到威胁和恢复资源

量的技术保障
。

稀有濒危 中药材致危机制的研究十分薄弱  见

表 & ∗
,

在本文论述的 ∃# 个物种 中
,

仅有刺五加
、

明党

参
、

矮牡丹 和紫斑 牡丹进行过 系统 的研 究
,

肉从蓉
、

金钱松和黄梁有一些相关的研究
。

祝宁圈
、

田 闲伟 2洲

等认为
,

刺五加结实植丛少
,

种子产量低
、

质量差
,

传

播动力弱
,

休眠期 内种子 的损毁
,

自毒现象等是制约

刺 五加种群保持和扩展 的内因 % 无性繁殖是维持现

有种群 的主要途径
,

长期无性繁殖导致遗传多样 性

下降
,

从而减弱 了抗逆性
。

因此在刺五加适生群落中

进行人工播 种
,

增 加实生 苗数量
,

增加 遗传 多样性
,

是保护野生种群并促进其扩展的基本措施
。

对 明党

参 的研 究 ε刃
一

到
,

针对 其种群 小
、

生 境破 碎
、

种 子产量

低
、

幼苗数量少
、

植株 密度低等特点
,

提 出要保护 和

重建 明党参 的适宜生境
% 在迁地 保护 中

,

至少要在 Ζ

个群体中进行科学合理的取样才能达到迁地保护 的

目的等保护措施
。

对矮牡丹团洲和紫斑牡丹
’# ,

州的研

究表 明
,

有性繁殖过程 中多个环节的障碍是 导致 种

群退化的主要因素
。

对肉从蓉网的研究表明
,

梭梭和

白梭梭 的大面积衰退 和消失是影响 肉从蓉扩繁的主

要因素
。

(& ! 〔Δ
0 Χ2 < = 9 ,9 − 9 9 。‘< Π9

9 ≅ − 0 2叨 φΛ
。
<9 Χ− ,= 3Ν ,0 −

0Ε γ’Χ。< ,Ν,0 −心 ?≅,−9
=9

Λ9 <,Μ ,, 3− < 几(以9 Χ ,3 Λ9 < ,Μ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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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稀有濒危常用中药材种内多样性的研究

由于生物技术 的发展
,

充分证实 了生物种 内存

在着广泛的遗传多样性
,

而遗传多样性 的存在又表

现在植物形态
、

化学成分等外部特征的差异上
。

中药

材种内遗传多样性 的研究及阐明
,

不但对迁地保护

和原产地保 护策略 的制定 和效果的评价极 其重要
,

而且也是中药材可持续发展和生产优质 中药材 的物

质基础
。

在稀有濒危常用中药材 中 见表 & ∗
,

进行过多样

性研究的种类有
� 银杏 (## 例

、

杜仲2#)∴
、

明党参 (#Ψ 溯
、

人参

Ν,
一∋ , ∴

、

肉从蓉 (∋ &
一
∋∃ ∴

、

管花肉从蓉脾 ∴
、

刺五加 2, ,
、

核桃 (∋∋ ∴
、

矮

牡 丹 (∋Ζ
一 ∋) ∴

、

紫斑牡丹(∋ ) ∴
、

黄连 (∋ Ψ
一∋ ∀δ

、

厚朴 (5 巧 , 2
、

凹 叶厚朴

网七
,】

、

蒙古 黄茂 2Ζ&∴
、

膜夹黄蔑 2Ζ∃∴
、

降香黄檀冈
、

黄 聚圆
、

珊瑚菜圆
、

桃儿七ΞΖ)∴
、

天麻等 & ! 种
。

在遗传多样性研

究方面
,

简单重 复间序列 χ## 2 Ξ− Ν9 Χ一Ο,: Ρ 29 Ο9 _ 7 9 − 9 9

Ι 9Φ 93 Ν,Ξ ΟΟ Ι ∗ 分析表明西天 目山银杏种 群遗传变异

丰富
,

而栽培群体遗传多样性水平较低
,

随机扩增的

多态性 ⊥ Θ Κ (#∋ ( Ι 3 − < 0 : Κ: >2,Ε, 9 < Φ0 2Β: 0 甲≅,9 ⊥ Θ Κ
,

Ι Κ Φ⊥ ∗ 研究也 表明银杏栽 培 品遗 传多样性 水平较

低
。

明党参 的 ΞΟ ΟΙ Ξ#∀∴ 分析表明其遗传多样性较高
,

遗

传变异主要存在于群体间
。

Ι Κ Φ⊥Ξ 刘
、

直接扩增长度多

态性
‘川  ⊥ ,Χ9 9 Ν Κ : Ρ 2,Ε, 93Ν ,0 − 0 Ε 29 − /Ν ≅ >0

2Β:
0印≅,= :

,

⊥ Κ 4Φ∗ 的研究均表 明野生人参遗传变异远大于园参
。

Ι ΚΦ⊥ 分析表明核桃 (∋∋( 的遗传 多样性较高 % 肉从蓉的

遗传 多样性较低 % 管花 肉从蓉的遗传多样性极低 (∋&( %

刺五加冈居群内和居群间遗传多样性均较丰富 %矮牡

丹 2肠
一

∋)( 居群 内遗传多样性为中等水平
,

居群间的遗传

距离较大 % 紫斑牡丹 (∋)( 种 内遗传多样性水平低
。

在化

学成分多样性研究方 面
,

不 同地理种源杜仲叶片绿

原酸
、

总黄酮含量有 明显差异 Ξ’) ∴% 不同产地黄连的生

物碱含量存在差异四∴% 不 同产地黄梁 的小梁碱含量存

在差异 (Ζ∋ ∴% 不 同产地厚朴
、

凹 叶厚朴的化学成 分含量

存在很大差异 【印汤 ,

∴% 不同产地蒙古 黄茂总昔各组分含

量存在差异 εΖ& ∴% 不 同产地 黄茂 在蛋 白质和 ⊥ Θ Κ 检测

上有差异哪2% 降香黄檀的指纹 图谱存在差异 (Ζ# 长珊瑚

菜等位酶分析表明居群 内保持着较高水平 的遗传多

样性圆
。

桃儿七表型变化多样ΞΖ)∴
。

进行过种内多样性研究 的稀有濒危常用 中药材

虽然不多
,

也不够深人
,

但 已充分证实了遗传多样性

的存在
。

因此
,

无论是在迁地保护
、

原产地保护或是

栽培生产中
,

都应该重视这一现象
,

在保 护中应尽量

全面地对多样性进行保护
,

在栽培 生产中应选用优

质和适宜的种质
。

六
、

结 语

通过对 ∃ # 种药材 的分析可 以看 出
,

近年来
,

稀

有濒危常用中药材 的保护工作主要集中于人 工栽培

技术 的研究
,

且进展较大
,

但在种源 的选择上随意性

强
,

对优 良种质的发掘和利用不够
。

迁地保护工作还

有 待加强
,

有 & ∀ # η 的物种还未进行迁地保护
,

同时

还有部分物种的保 护效果不佳
。

原产地保护工作较

为薄弱
,

有 #(
5

& η的物种未得到有针对性 的保护
,

同

时不能保证 已进行原产地保护物种 的代 表性
。

对稀

有濒危中药材致危机制的研究 十分 薄弱
,

缺乏解除

濒危和恢 复资源 的必要技术积累
。

种内遗传多样性

的研究和保 护未受 到重视
,

不能对 迁地保护 和原产

地保护进行指导和评价
,

有可能在环境 和资源的进

一步破坏 中丢失 大量 的遗传资源
,

甚至失去最优 良

的遗传资源
。

建议 加强稀有濒危 中药材遗传多样性

的研究
,

并依据其特点进行迁地保 护和原产地保护
,

同时应加强对致危机制的研究
,

以利于人为干预濒

危中药材的解危和资源恢 复
。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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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埋订阅《药学服务与研究》杂志
该杂志是由第二军 医大学主管和主办的我 国第一

本有关药学服务方面的全国性专业学术期刊
。

主要报道

药学尤其是药学服务的研究进展和实践
,

介绍 国内外药

学领域的新知识
、

新技术
、

新方法和新成就
,

为安全
、

有

效
、

经济用药提供理论和实践信息
。

读者对象为从事医

药卫 生工作的 中高级科研
、

医疗
、

教 学
、

管理
、

生 产
、

营

梢机构的人员和高等医药院校的师生
。

本刊现在已经成

为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

中国

生物学数据库核心期刊
,

中国学术期 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统计源期刊
,

并已被国际著名检索期刊和数据库及国内

很多大型数据库和文摘类期刊收录和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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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
该杂志是由中国 中西 医结合学会与湖 北 中医学院主办

的
、

国内外肝病领域内唯一的 一份 中西 医 结合的 国际标准

连续 出版物
,

系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

中国科技核心期

刊 %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

数据库来源期刊
。

该刊 以 国内外知名 的肝病专家为学术顾问
,

严格遵循
“

基础 与临床并重
” 、 “

普及与提高兼顾
” 、 “

中西 医结合
”

的办

刊 宗旨
,

力 求以 最快的速度如实报道 国内外中西 医防治肝

病的新理论
、

新成果
、

新进展
、

新动 向
、

新疗法
、

新药物
、

新 经

验
。

深受广大肝病临床医务人员和研究人员的喜爱
。

栏 目有

专论
、

临床论著
、

基拙 理论研究
、

学术探讨
、

实验研究
、

临床

检验
、

影像学诊断
、

肝病 治疗新技术
、

老中医心 法
、

经验交

流
、

病例 报告
、

讲座
、

综述
、

海峡之窗
、

会议纪要
、

患者之友
、

思路与方法
、

译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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