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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调查方 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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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资源 可持续利 用及 生物 多样性保护 已 成为 当前 中药领域的研究 热点
,

选择合适 的

资源调查方 法是其要解决 的 关健问题之一
。

作者提 出在改进传统 中药资源调 查方 法的基础上
,

引进

现代技术
,

形成适应 时代发展的科学调查方法
,

推动 中药资源 可持续利 用及生物 多样性保护
。

关键词 中药资源 资源调查 抽样 遥感
“

’’技术

中药资源作为一种再生性资源
,

极易受人为因素

及 自然力的影响
,

蕴藏量发生变化
。

进行全国重点中

药资源普查是 中药现代化的迫求要求 和基础工作
,

有

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
,

保护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

对树立我 国 中药资源 可持续发展 的 良好 国际形象具

有重要意义
,

国家
“

十五
”

重大项 目已对其立项进行规

划方案研究
’。

中药资源普查应用技术与方法 的研究

是其重要 内容之一
,

本文对 中药资源调查方法的研究

现状及新技术的应用前景作一简要分析
。

的地方
,

由文献记载就可 以 汇集整理得 到
,

因此众 多

的野外调查报告 中
,

往往 只给出结果
,

而无详 细 的调

查方法说 明
,

其准确性难 以 让人信服
,

这种状况严重

阻碍 了调查方法的深人研究
。

当前
,

中药资源学 的研

究重点 已 逐步转 向储量
、

储量 动态 和更新情况
,

而这

些是 中药 资源 可持续利用研究 中最有 意 义 的一些参

数
,

这方面的工作应 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

相关的方法

研究是其 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

二
、

传统中药资源调查方法

一
、

中药资源调查方法研究现状

目前
,

中药资源调查 多数仅涉及 到种类
、

分布及

应用情况
,

只有极少数论及储量
、

储量动态 和更新情

况
,

对资源种类和分布 以 及药材 的应用 的调查工作多

以传统方法完成
,

甚至在一些动
、

植物 区 系材料完整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一 一

从调查的详细程度可将现在所使用 的中药资源 调

查方法大致分为踏查
,

详查以及样地调查等
,

在这过程

中访问调查及历史资料的查询也是必不可少的
,

对药

材储量调查或数量统计一般采用的有详查
、

访问调查

和样地调查
,

对于人工栽培药材或养殖的动物类药材

还可采用统计报表的方法
,

实际工作中常采用 的是样

地调查
,

同时进行访问调查及历史资料的查询
。

科学技术部
“
十五

”

科技攻关项 目 全 国中药资源普查规划及实施方案研究
,

负责人 张本刚
,

陈士林
,

赵润 怀
,

联系人 陈士林
,

教授
,

本刊编委
,

主要从事中药资源的保护
、

开发利 用及资源调查等
。 一 , 一 , 伙阴

了刃 〔 , 灰 。 肌 ,邓么,

诚
记

痴 以 ‘材。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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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查

是对调查地 区或 区域进行全面概括 了解 的过程
,

一般通过在有代表性 的调查 区 中
,

选择地形变化大
,

植被类型多
,

植物生长旺盛 的地段设置踏查路线进行

线路调查
,

目的在 于对调查地 区 中药资源分布 的范

围
、

气候特征
、

地形地貌
、

植被类型
、

土壤类型 以及 中

药资源种类和分布的一般规律进行全面 了解
,

如颜

承云 等用踏查法调查蓝靛果忍冬在伊春凉水 自然保

护区分布的群落类型和生境
。

详查及样地调查

详查 又称全面调查
,

是在踏查 的基础上
,

详细记

录调查 区 内药用植物的种类
、

数量
、

高度
、

频度
、

盖度
、

利用部位的单株重量等情况 的过程
,

是完成资源种类

和储量调查 的最终步骤
,

如姚振生等 对江西 九连 山

自然保护 区 内的药用植物
,

秦松云等 对重庆的珍稀

濒危药用植物资源所进行 的调查
,

实际工作 中详查 多

是在样方 内进行
。

样地调查 即在调查范 围 内按不 同方 向选择几 条

具有代表性 的线路
,

沿着线路
,

在有代表性 的区域 内

选择调查样地
,

在样地 内根据生态环境 的不 同 包括

各种地形
、

海拔
、

坡度
、

坡 向等 按一定方式设置样方
,

在样方 内利用样株法或投影盖度法估算 出单位面积

药材的蕴藏量
。

除了方形样地
,

也可 以设置样线等其

它类 型
,

陈士林等
,

龚燕兵等 分别通过样线法对 暗

紫贝母 的生态群落
,

马鞍 山森林公 园内的药用植物资

源进行了调查研究
。

分布面积的确定是储量或总个数测算的第一步
,

一般分为两类 对于分布区域 比较集 中的 品种 如甘

草
、

阿魏等
,

直接测 量 较 为合适
,

但对 于有些分布广

泛
,

而又十分零散 的中药
,

则采用 间接测量法
,

即利用

大 比例植被 图
、

土壤类型 图
、

草场类型 图等资料
,

按照

所要调查的品种 的生态类型来推定分布面积
,

这种方

法要求资料齐全
,

药材分布区 的生态类型 比较清楚
,

有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则 比较准确
,

如当地没有相应资

料如植被图或林相 图
,

则只能按各种植物群落的分布

位置
,

分布规律用推测 的方法绘 出植被 图
,

或利用相

关资料绘成植被 图
,

如袁晓颖等在盾叶薯预资源调查

时就人为将其分布范 围分成两个 区
,

绘 出了盾 叶薯预

第 分布区 的地理分布图
。

单位面积储量
,

是储量测算 的第二要 素
,

常用抽

样调查 的方法
,

按不 同的植物群落设 置样地
,

进行样

地调查估算资源储量
,

经常采用 的是样方法
,

利用样

株法或投影盖度法估算 出单位面积药材 的蕴藏量
,

样

株法即求 出样地面积 的平均株数及重量
,

转换成每公

顷单位面积产量
,

适用于木本植物
、

单株生长 的灌木

和大的或稀疏 的草本植物
,

如陆叶等 ’ 寸黑龙江省佳

木斯地 区 老鹤草属植物
,

叶华谷等 川对
“

林芝丹参
”

进

行资源调查即采用样株法
。

投影盖度法是通过计算某

种药用植物在样地上所覆盖面积 投影盖度 的 比例
,

挖取一定面积上 的全部药材并计算出 盖度上药材

的重量
,

最后求 出所有样地 的投影盖度和 盖度药

材重量 的均值
,

转换成每公 顷单位面积产量
,

适用 于

成植丛的灌木或草本植物
,

即适用 于很难分出单株个

体的植物【’一 。

对于动物则往往是在样方 内直接计算

或估算 出个数
,

最后推算 出单位面积个数
。

最后根据公 式 蕴 藏量 面积 单位 面积蕴藏

量
,

在面积和单位面积蕴藏量确定 的情况下
,

就可 以

计算 出总蕴藏量
。

对 于动物类药
,

是利用公式 总数

量 二面积 单位面积个数
,

求 出总数量 ’ 。

访 问调查

就是邀请有经验 的药农
、

收购员等座谈讨论
,

并

参照历年资料和调查所得到的印象作估计
,

这种方法

虽然不够精确
,

但是值得参考
,

如减 日华等 ’采用访问

法结合市场调查 以及查找相关文献对吉林地 区野生

药用植物资源进行 了调查
,

蔡金腾等【’对贵州省火棘

资源产量进行研究时利用进行调查 的 个县
、

市火

棘鲜果年收购量去估计全省 的火棘产量
。

这一工作往

往是采用其他调查方法时必须 同时考虑的
,

如张传玲

等 对 日照沿海地 区药用植物进行样方调查时
,

也将

访问调查法作 为重要参考
。

统计报表

对于栽培 的药材
,

除了可用抽样调查 的方法
,

往

往还用到另外一种方法
,

类似农业上 的统计报表
,

即

种植时以行政 区划 比如乡为单位
,

记录种植 的面积情

况
,

逐级汇总
,

得到种植的总面积
,

根据历史资料结合

气候 因素
,

估计可能产量
,

在采收时
,

则 由农户将实际

『 己 ,用
。 讼 以 山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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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面积和 产量上报
,

得 到较为
“

准确
”

的数据
,

这种

方法对于那些生长 区域狭小且大面积栽培 的药材统

计还是可行的
,

云南文 山三七 的统计就是采用这种方

式
,

年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时也多采用这种方法
。

三
、

现代调查技术

目前
,

在 自然资源调查和信息管理上
,

已 开始广

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如现代遥感技术和 电子计算

机技术
,

其 中以
“ ”

技术最为突出
, “ ”

技术是遥感
、

地理信息系统 和全球定位系统 技术

的简称日 ,

其 中遥感技术 是其 中的基础
,

地理信息 系

统起辅助信息处理作用
,

全球定位系统用于辅助空 间

定位
。

近年也有人把与其密切相关 的智能决策 系统

和专家 系统
,

合在一起称 为
“ ”

技术 , 。

下面主要对
“ ”

技术进行介绍
。

遥感技术及应 用

遥感
,

是指从 远距 离
、

高空
,

以至外层空 间的平 台上
,

利用可见光
、

红光
、

微波等探

测仪器
,

通过摄影或扫描
、

信息感应
、

传输或处理
,

从

而识别地面物质 的性质和运 动状态的现代化技术 系

统
。

年以来
,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首

次运用遥感技术对人参
、

甘草等 中药资源进行了调查

方法学上 的研究
,

取得 了一定进展
,

陈士林等 运用

遥感技术 以人参 为栽培种 的代表
,

对人参种植 区域 的

人参种植面积进行调查
,

建立 了人参资源遥感调查 的

技术路线和方法
,

并通过抽样调查对研究 区人参进行

了面积测算和估产
。

野外验证点与图像判读结果对 比

分 析 表 明
,

人参 调查 样 区 的人 工 判读精 度
,

图像 地 面分辨率为 达
, ,

与

融合图像 地面分辨率为 达
,

图像 地面分辨率为 达 张本 刚等
’ 以甘草 为研究对象

,

以遥感技术 为基础
,

探索野生

药用植物资源调查的方法
,

采用 中等分辨率的卫星影

像 巧 量测
,

计算 出甘 草 分布 的面 积 和 蕴 藏

量
,

判读精度高于
,

表 明遥感调查方法用于甘草

的野生资源调查也是可行 的
。

产量或蕴藏量调查是资源定量调查 的重要 目标
,

遥感技术在植被 面积提取及产量估测 方面主要采取

以下几种手段

对于面积
,

往往可 以根据植物不同生长期 的光谱

特征 以及其它特性
,

选 择合适 的时间
,

合适波段 的航

天遥感或航空遥感资料
,

进行一定 的处理后
,

建立 目

标 区 的解译标 志
,

进行识别和分类
,

通过地面实况 资

料补充修正
,

最后完成 目标植物 的面积估测
。

对于植物 的产量或生物量
,

现在采用 的遥感估产

方法基本步骤如下

首先利用地面遥感资料
,

即地面野外光谱测定资

料的估产
,

通过对不同生长期 目标植物的野外光谱测

定
,

建立光谱资料与该植物产量间的相互关系
,

然后利

用地面遥感资料与空 间遥感资料之间的特定关系
,

分

析与构建植物产量与各种空间遥感资料之间的回归模

型
,

估测 出单位面积产量
,

结合遥感资料所提取的面

积
,

相乘得到总的产量
,

也可 以通过建立植物总产量与

各种影响因子之间的回归模型直接估测四
。

在早期 的

研究 中
,

如李博等 在草地动态平衡研究 中对牧草蕴

藏量
,

赵宪文等 在林业蓄积量估计 中就是直接建立

遥感光谱信息和产量的回归关系
,

但后来人们发现在

模型 中除了从 图像 中提取的光谱信息
,

最好能包含一

些其它的信息如气象因子
,

这样的模型才 比较完善问
,

除了回归模型
,

近来也有人根据地面生物量与产量相

关因子实际呈非线性关系
,

将人工神经网络以及灰色

系统
,

模糊数学 以及基于遗传算法的人工神经网络等

方法运用进来
,

不用事先确定模型
,

而是采用黑箱式操

作
,

通过一定量的样本数据
,

借助适 当的学 习算法
,

对

网络进行训练后
,

进行产量或蓄积量的预报
,

如江东等

用人工神经 网络法估测河南 的冬小麦产量四
,

李哲等

将人工神经 网络与遗传算法相结合估测吉林的玉米产

量
,

均取得 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

在 中药资源调查 中如

何更好的发挥遥感技术的优势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

地丝煊立三统至鱼月

地理信息 系统
,

是 以地理空 间数据库为基础
,

在计算机软
、

硬件

的支持下
,

对有关空 间数据按地理坐标或空 间位置进

行预处理
、

输人
、

存储
、

检索
、

运算
、

分析
、

显示
、

更新和

提供应用
、

研究
,

并处理各种空 间关系 的技术系统
,

除

了用于大面积的资源调查数据的处理
,

还 可 以用 于分

〔 。 山“ 吧 瓜
。 众 记双 而 以 、 。 记 刁 之

憾对。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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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局部的生态环境
,

进行生态环境如土地适宜性
,

最

佳生境特征的评价
,

在 中药资源调查数据 的处理与分

析 中已有人试 图引进这一工具
,

白明生等 将地理信

息系统软件应用 于 宁夏 自治 区 年 中药资

源普查数据
,

发现可 以很好地将地 图与对应属性信息

有机地统一为一个整体
,

并且可利用软件的空间分析

功能从原始数据 中提取 出更多的隐含信息
,

可生成各

种专题 图输 出
,

使数据 的利用更加 高效
,

相对于传统

的数据管理方法
,

直观方便
、

灵活简洁
,

数据库易于更

新
,

保持现实性
。

郭兰萍等四利用 对苍术道地产

区生境特征进行筛选
,

找到 了影响苍术挥发油形成 的

生态主导 因子 以 及影 响苍术存活 和生长发育 的生态

限制 因子
,

确定 了苍术道地药材优生生境 的环境特

征
,

并发现苍术道地药材 的形成具有逆境效应
。

值得

注意的是近年来 发展 的一个新趋势
,

即 与

技术 的结合
,

在此基础上
,

产生 了一 门新学科
,

即
,

它可 以使全社会范围内各领域
、

各部 门之

间的空 间数据信息实现共享
,

极大地提高了空 间信息

的维护
、

发布和查询效率
,

通 过它人们 可 以在广 阔的

空间寻找所需 的各种空 间数据 以及相关的文

本数据
,

且可进行各种各样 的空 间分析
。

全球定位 系统及应 用

全球定位系统
,

是 以人

造卫星组 网为基础的无线 电导航系统
。

它通过 接

收机接收来 自 条轨道上 的 颗 卫星组成 的卫

星网发射的载波
,

来实现全球实时定位
,

这一用途 已在

遥感的野外验证以及野外样品如药用植物的采样 中得

到广泛的应用
,

除了定位
,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许多

接收机本身也能用于野外 目标区域的面积测量
,

虽然

需要考虑采用多次测量 以保证其精度
,

以及测量面积

大小本身对其精度的影响囚
。

目前
,

除了著名的 卫

星定位系统被广泛应用外
,

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 区正

在 建 立 自 己 的 卫 星 定 位 系 统
,

例 如
,

俄 罗 斯 的

系统
、

中国的北斗星定位系统和欧洲十五国

正在筹划研制 的
“

伽利略
”

卫星定位系统
,

中国正积极

参与欧盟
“

伽利略
”

卫星定位系统的筹建工作
。

“ ”

技术集成及应 用

在
“ ’,

中 和 分别用于获取点
、

面空 间信

息或监测其变化
,

用于空 间数据 的存贮
、

分析和

处理
。

三者功能上存在 明显 的互补性
,

在实践中
,

人们

逐渐认识到只有将它们集成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
,

其

各 自的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国
。

在实际应用 中
, “ ”

集成主要表现为
,

,

两两间的集成
。

与 的集成是
“ ”

集成 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内容
,

早期的资源调查往

往是单独使用遥感技术
,

比如在早期的土地详查 中
,

对

于外业调绘
、

航片转绘
、

土地 面积量算
,

土地利用现状

图的编制都采用手工操作
,

这就导致 了调查过程繁琐
、

调查周期 长
、

耗费人力多
、

容易 引入误差等缺点
,

而

有处理和分析空间数据 的优势
,

它与遥感结合是

二者发展 的必然趋势
,

黄家柱等 结合两种技术
,

对长

江三角洲地 区土地资源变化
,

河道演变
,

菜地分布
,

水

环境等资源与环境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
,

可为政府部

「〕在土地 区划 以及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和决策咨询服

务
,

任 国业等 利用 软件对遥感基础资料进行处

理
,

实现了大熊猫主食竹资源的调查
、

存储
、

检索
、

显示

和分析的综合一体化
,

有利于对大熊猫 的更好保护
。

在没有 之前
,

遥感 的几何校正和定位等都是

通过地面控制点进行大地测量才能确定 的
,

这不但费

时费力
,

而且 当无地面控制点时更无法实现
,

从而严重

影 响 了数据 实时进 人 系统
,

年代初全球定位 系统

初步建成
,

的快速定位为遥感数据实时
、

快速进

人 系统提供 了可 能
,

促进 了
“ ”

的综合应用
,

如

农业监测 中的农情采样系统冈
,

在车载 进行工作

的同时
,

用摄像机按照一定角度拍摄得到道路一侧一

定距离 内的 区 内的图像
,

系统通过 天

线记录采集点的经纬度信息
,

可将采集得到的图像定

位到 底 图
,

利用 模型得到采样道路一侧一定

距离 内的的 区 内农作物种植 比例 与整个 区

域种植 比例相互关系
,

计算 出整个 区域 的农作物种植

比例
,

进一步结合 已经完成 的本底数据库
,

可分别计

算 出各类作物 的种植面积
。

的集成往往用于定位
、

导航
、

实地 的面积

测量
,

对精确农业中农作物信息样点采集定位
、

智能化

农作机械动态定位能发挥重要作用
,

是精确农业实现

的基础
,

比较常见 的例子是带有 内置 电子地 图汽车

〔 。邵刀医〕 七 双泣 耐
。

肠 山。 〕 了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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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航系统
,

可以通过 获取的汽车所在位置
,

在

电子地图上进行定位
,

寻找到达 目的地的最合适路线
。

与 作为数据源获取系统
,

二者的集成将

克服传统遥感影像需要大量大地坐标控制点来校 正

的缺点
,

使遥感 图像从空 中直接对地定位
、

生成地学

编码图像成为现实
,

利用 数据也 可以实现 定

位遥感信息查询
。

李树楷于 世纪 年代初创造性

地提 出了将 激光测距和扫描成像仪在硬件上 实现严

格 匹配形成扫描测距一成像组合遥感器
,

再和
、

惯性导航系统 进行集成构成三维遥感影像制 图

系统
,

尤红建通过研究认 为
,

该技术能够实时地得到

地面点的三维位置和遥感信息
,

具有快速实时且无需

地面控制的优点
,

是遥感对地定位 的重大突破
。

随着

进人到完全运作 阶段 以及 高重 复频 率激光测距

技术 的应用
,

将
、

和激光测距技术进 行集成

得 到机载扫描激光地形 系统 已 成 为国 内外遥感界研

究的热点
。

二者的集成 尚处在研究 阶段
,

未见有大

范围实际应用 的报道
。

目前的所谓
“ ”

还 只是停 留在共同结合使用上
,

离真正 的集成还 有一定距 离
,

据李德仁等人
,

王乃斌

等人和李建龙等人研究表 明 如
“ ”

技术能从本质

实现一体化集成
,

则可 以克服仅用遥感技术估产过程

中所遇到的一些技术难题
,

如多时相 多光谱资料不易

集成复合
,

各类空 间数据难 以定位
、

显示和加工处理
,

种植面积难 以准确 自动提取及估产误差过大等
,

并可

做到农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等信息的收集
、

存储
、

管

理和分析评价等更加实时
、

快速
、

自动化和可信度高
,

为农学
、

地学
、

生态学和农业 系统管理提供全新 的研

究手段和科学创新平 台
。

四
、

中药资源调查方法研究的思路

当前
,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多样性保护研究成

为中药研究领域的热点
,

全国资源普查项 目已列人 国

家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

而与其相关的中药资源调

查方法的研究却极端匾乏
,

为了保证这些研究 的顺利

进行
,

有必要在对传统抽样调查方法进行深人研究 的

基础上
,

加大新技术手段和理论 的引进力度
。

传统抽样迥查支选的呈玉研 究

对 中药资源进 行定量研究
,

抽样调查 方法 的研究

是必要 的
。

日前进行大面积植被 的调查 和动态监测还

没有一个方法可 以 完全代替抽样调查
。

现阶段
,

主 要

是结合现代调查技术进行 方法学 卜的改进
。

林业 上
,

美 国林学界从 世纪 年代后期开 始两 阶抽样 方

法研究
,

先后设计 出 种 抽样方法
,

一

世纪

年代设计 出的第 种方法
,

即第一 阶为水平点抽

样
,

第二 阶为简单 随机抽样
,

随机样 本限制在第一 阶

样点 内
,

样本选取是按 与直径平 方成 比例 的概 率进

行
,

特别适用 于大面积 的总体调 查
,

耐且对树龄较 大

的天然混交林更呈现 出它 的优点
。

国内在林业抽样方

面 的研究也较深人
,

如在森林资源清查 中应用 两期抽

样方法进行 动态 监测
,

另外还 有 抽样
、

角规点抽

样等方法
,

在部分 区域还对不 同的方法 以 及地面调查

所需样地数量和最小 面积进行 了 比较分析
,

不 断探索

准确
、

高效
、

费用少 的抽样方法
一
洲

〕

农 业上
,

对如何结合现代技术设置样方 也进行

深入 的研究
,

在农作物种植 面积遥 感监测 方 面
,

中美

欧 方均采用遥感技术与抽样技术相结合的 方法
,

欧

盟使用 的是面积抽样框架
,

美国采用 系统抽样框架
,

中国则 由于地块 破碎
,

种植结构复杂
,

插花种植现 象

明 显
,

创新性地提出了以 样条 线状 采样框架为核心

的
、

适用于 中国特点的基于二级抽样 的农作物种植 面

积监测技术
,

具有效率高
、

费用 低
、

灵 活性强
、

简单 易

用和多用途等特点
,

可 以对 主要作物进行面积估算
,

精度可达到 以 上 洲 。

草场的动态监 测 也往往 采用遥感调 查 与地 面 监

测相结合 的方法
,

地 面监测 过程 中
,

采用路线调 查 和

固定样地监测两种方式
,

两种 方式均需设置样方
,

对

样方形状 的选择
,

取样 的面积大小
,

样方 的数量确定

均根据实际的草场情况进行 了相关 的研究
‘

在 中药资源调查领域
,

往往还 只有一 个定性 的判

断标准
,

比如草地取样面 积 为 一 时
,

灌木 为
,

乔木为 一 ,

尚未 见针对不 同类型药用

植物选择合适 的样方形状
,

及选择最佳的样方大小
,

而有实际工作表明
,

不 同空 间尺 度
,

如 , 、 ,

或 所提供 的格局信息均是不 完 整 的
,

不能全面代表总体
,

需要考虑 比较多种空 间尺度 以 选

〔 。邵乃叭〕 以 、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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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最佳尺度或最佳的尺度组合刚
。

另外对于 固定样地

的研究也是一个空 白
。

新技术呈理鱼自立里上八

世纪 年代 以来
,

世界科学技术有 了一个 突

飞猛进 的发展
,

各学科 间的交 叉 与 日俱增
,

各种学科

都在不断的引进新 的技术手段与思想
,

以促进本学科

的不断发展
。

中药资源研究虽然是一 门传统学科
,

也

必须在继承优 良传统 的前提下
,

不断引人新的研究方

法与理论
,

以各种新 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

只有这样
,

才

能在研究上有所突破与创新
。 “ ”

技术在 中药资源的

调查
,

实时动态监控
,

面积
、

产量估测
,

病虫害监测方

面应用前景广 阔
。

如前所述
,

年 以来
,

课题组首

次对 中药资源调 查 中
“ ”

技术 的应用做 了大量 的探

索工作
,

将现代技术与传统方法相结合应用于 中药资

源 的调查
,

取得 了一定 的进展
,

目前正在对 中药资源

动态监测等领域新技术的应用进行深人研究
,

以期更

好 的发挥新技术的作用
。

将 广 泛 应 用 于 自然 资源 调 查 和 信 息 管理 上 的
“ ”

技术引进到 中药资源调查领域既是 中药资源调

查方法研究 的必然选择
,

也与
“ ”

技术 的发展趋势相

符合
,

以其 中的核心技 术遥感技术为例
,

遥感技术从

年代诞生 以来
,

取得 了很 大 的进展
,

技术方 面
,

分

辨率不断提高
,

众 多新 的类型传感器不断涌现
,

与地

理信息 系统 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的结合也使得 其定

位精度 和处理数据 的能力大 为改观 应用方 面
,

正 由

土地利用
,

大面积植被面积 以及生物量 的估计向范围

更小 的环境及灾害监测
,

长势监测
,

精细农业等领域

拓展
。

理论上
,

更小面积 区域调查是遥感 的发展方 向

之一
,

以遥感技术为核心的
“ ”

技术应用于 中药资源

调查是
“ ”

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

当然
,

除 了
“ ”

技术
,

一切符合时代发展需求 的

技术 与理论
,

如 网络技术
、

数学建模技术
、

灰色理论
、

模糊数学等
,

都应该结合实际工作引进到 中药资源研

究 中来
,

以促进 中药资源研究的现代化
。

方法进行 中药资源调查
。

中药 资源 的传统调 查方法

耗 时
、

耗力
,

人 为 因素影 响大
,

在估计药材 总面积 时

往往存在很 大误差
,

遥感技术 的引进 则有可 能缩小

这 种误 差阴 。

以 遥 感 技 术 为先导 的
“ ”

技术 以 其宏

观
、

动态的特点
,

作 为 中药材可持续 发展研究 的技术

基础之一
,

在全球变化研究
,

资源调查
,

环境动态监测

与预测 中起着其他技术不可替代 的作用
,

但遥感调

查 工作经常会遇到
“

同物异谱
,

异物 同谱
”

的现象
,

以

及受分辨率及研究对象复杂度 的影响
,

遥感影像难 以

从复杂环境背景 中分辨出细小地物
,

在对药用植被蕴

藏量
、

单一植株 的生长状况等方面调查时难 以提供较

为准确 的技术信息
,

而对于大多数野生 中药来说
,

在

群落 中往往不是优势种
,

仅用遥感影像进行调查难度

较大
。

另外对于部分地 区
,

比如作者在云南做三七调

查时就发现 由于云层
、

雨水 的影响获取研究 区清晰遥

感影像 的难度较大
,

碰 到这样 的问题时
,

地 面抽样 调

查 的方法便是必不可少 的
,

二者 的结合将能更大程度

的发挥这两种方法在 中药资源调查 中的作用
。

专家决

策 系统
、

网络技术等新技术近年来发展迅猛
,

在许 多

行业都得到广泛应用
,

在 中药资源调查和动态监测 中

改进传统抽样调查方法
、

引进
“ ”

技术 以及专家决策

系统
、

网络技 术等新技术
,

将是 中药资源有效保护 和

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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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善墉 暗紫贝母植 被分布格局的数值分析 西 南

师范大学学报
, ,

〔 。 , 口邵乃 时 口 以 , 。 材 。 。 “刀汉 材亡砚 〕 了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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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晓颖
,

祖 儿 刚
,

于 景华 野生 盾 叶薯预 资源 储量精度估算 植物研

究
, ,

陆叶
,

鞠宝玲
,

孟 祥丽
,

等 黑 龙江省老鹤草属植物 的资源调 查 中国

野生植物资源
, ,

叶华 谷
,

廖文波
,

李 辉
, “

林芝 丹 参
”

资源 调 查 中药材
, ,

川

姜彦成
,

党荣理 植 物资源学 新疆 新疆人 民 出版社
,

中国药材公 司 中国中药资源
‘

北 京 科学 出版社
,

减 口华
,

张利 国
,

李 绍 奎
,

等 吉林地 区 野 生 药用 植 物 资源 的调 查

吉林林业科技
,

,

巧 蔡金腾
,

丁筑红
,

谭书 明
,

等 贵州 省火棘资源 调查研究 贵州农业

科学
, , ·

张传玲
,

张 永鹏
,

扬 志 勇 日照 沿海地 区 药用植物 资源调 查 山 东林

业科技
, ,

卜

刘 婷
,

任银 玲
,

杨春华
“ ”

技 术 在河 南省冬小 麦遥 感估产 中的应

用研究 河南科学
, ,

陈十 林
,

张 本刚
,

张 金胜
,

等 人 参资源 储藏量 调 查 中的遥感技 术方

法研究 世界科学技术一 中医药现代化
, ,

张本刚 陈 长林
,

张 金 胜
,

等 基 于遥 感技术 的甘草 资源 调 查 方 法研

究
,

中草药
, ,

李建龙
,

黄敬峰
,

王 秀珍 草地遥 感 北 京 气象出版社

李 博
,

中国北 方 草地动态畜牧 业 动 态 监 测研究 北 京 中 国农 业 科

技 出版卒
,

赵宪文 林业遥感 定量估测 北 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 ,

刘湘南
,

周 占鳌 基 于 生物学原理的玉米遥 感估产模型 东北

师范大学学报
, ,

赵 宪 文
,

李崇 贵 基于
“ ”

的森林 资源 定量估测 北 京 中 国科

学技 术出版社

汀东
,

王 乃 斌
,

杨小唤 我 国粮 食作物卫 星 遥 感估产 的研究 自

然杂志
, ,

白明生
,

自林波
,

贺家怀
, 在 宁夏 中药资源 管理 中的应 用

宁夏 工程技术
,

以拼
,

郭兰 萍
,

黄璐琦
,

阎洪
,

等 基 于地 理信息 系统 的苍术道 地 药材气候

生态生境特征研究 中国中药杂志
, ,

肖银松
“ ”

及抽样技术在森林资源 动态监 测 中的应用 西 南林学

院学报
,

以科
,

赵鹏祥
,

李卫忠
,

郝红科
,

等 无测积手持型 面 积测 量及 其精度

评价 西北林学院学报
,

。科
,

巧

毛 政 元
,

李 霖
“ ”

集成 及 其 应 用 华 中师 范 大 学 学 报 自然 科 学

版
, ,

颇耀 文
,

徐建华 基 于
“ ”

技 术 的 土 地 详查 方法 创新 国 上资源 遥

感
,

,
·

犯 黄家柱
,

赵锐
,

戴锦芳 遥 感 与 在长江 气 角洲地 区 资源 与环境 动

态监测 中的应用 长 江流域 资源与环境
,

。《 〕
,

任 国业
,

喻歌农
,

晏愚 昭 应用地 理信 息 系统 调 查 和 管理 大熊 猫 主

食竹资源 西南农业学报
, ,

康晓 风
,

王 乃 斌
,

杨小唤 粮 食种植 面积提取 方 法 的发展 ‘ 现状
‘

资

源科学
, 一

于 淑惠
“

数字农 业
’‘

及 其 实现技术 农 业 图书情报 学 刊
,

州 〕
,

可

邓 良基 遥感基础 与应用 北京 中国农业 出版 社
,

李建龙 信息农业生 态学 北京 化学 了
一

业 版社
,

叫
‘

川

昊炳方 中国农情遥 感监 测研 究 中闲科学 院院刊
,

侧 〕
,

董永平
,

昊新宏
,

戎郁萍
,

等 草场资源 动态监测 北 京 化学
一

业 出版

社
,

李先现
,

向悟 生
,

欧祖 兰
,

等 濒危植物 南方红 豆杉种 群 克隆生 长空

间格 局与动态 云南植物研究
, , 一

黄敬峰 论 遥感技 术与 资源
、

环境 可持续 发 展研究 遥 感技 术 与应

用
, ,

责任编辑 王 璃

月 ,
, 一 , 之 一 朋多 了召 子刀烤

, 以 叩
,

哪 以 “
叮

‘,

以
,

咭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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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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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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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讼 浏 以 油 几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