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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 地 区 药用植物 资源现状
与开发利 用 的研 究

口 田 英 王 俊 朱
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 银川

强 罗 杰 张 琪

摘 要 本文对六盘 山 地 区 药用植物资源 开发利 用现状进行 了调查与分析
。

针对该地 区药用植

物 资源的概况
、

资源减 少的原 因以及开发利用 中存在的 问题等
,

提 出了对策和建议
。

关键词 六盘 山
、

药用植物
、

生存现状
、

保护
、

开发利 用

宁夏六盘 山地 区气候湿润
,

地形复杂
,

蕴藏着 丰

富的药用植物资源
,

自治 区党委
、

政府从保护 中药材

资源人手
,

将
“

封 山补育
、

林药间作
”

作为维护生态平

衡
、

保护 生物 多样性
、

培育优势特 色产业 的重 点
,

列

入宁夏大六 盘生态经济圈建设规划
、

退耕还林后续

产业规划和 当地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规划
。

为此
,

我们

于 年 月 一 月对该地 区药用植物资源种类
、

分

布
、

开发利用等现状作 了详细 的调查
,

采用 了路线调

查
、

样地调查 和一定 的补充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

调查

地点包括径原县 的西峡
、

红峡
、

胭脂峡
、

东 山坡
、

野荷

谷
、

小南川
、

凉殿峡
,

以及 位于 六盘 山 主 峰米 岗山 以

西
、

隆德县县城西南阴湿 山 区 的直峡
、

崇安 大峡
、

大

水沟和宁夏六盘 山野生 中药材资源 自然修复试验 区

所辖 范 围
,

覆盖城关
、

沙塘 两镇
、

陈靳
、

山河
、

凤岭 三

乡交界处 已经实行生态移 民
、

整村搬迁 的 个 自然

村
。

以期 为发挥六盘 山药用植物资源优势
,

使之成为

地方经济的新增长点
,

以及 为维持生态平衡
、

实现 药

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一定 的基础依据
。

一
、

六盘 山自然概况

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

六盘山位于宁夏 回族 自治区南部
,

跨径原
、

固原
、

隆德三县
,

地处北纬
。
一

’一 ‘ ,

东经
‘

一 ‘ ,

山势狭长
,

呈南北走 向
,

全 长
,

东西

宽 一 玩
’ ,

海拔多在 以上
,

山大沟深
,

地形复

杂
,

以 山地丘陵为主
,

土壤分布呈垂直带
,

自上而下依

次为山地草甸土
、

山地棕壤土
、

山地灰褐 土
。

自然 气候特征

六 盘 山按 全 国气候 区 划分属 暖温带 半 湿润 区
,

自然气候 基本 特 征是 日照 不 足
、

气 温低
,

年平 均气

温在 ℃
,

最热月 月 平均气温 ℃
,

最冷月

月 平 均 气 温 一 ℃
,

鑫 ℃积 温 ℃ 无 霜 期
一 山 降雨 量 大

、

蒸 发 量 小
,

年平 均 降雨 量
,

多集 中在 一 月
,

占全年降雨量 的
,

年

平均 湿度 春 暖迟
、

秋 凉早
、

夏 热短
、

冬 季长
、

四

季不甚分明 干旱
、

霜冻
、

冰雹等 自然灾害频繁
。

自然植被
收稿 日期 一 一

六盘 山地处温带草原 区 的南部森林草原地带
,

植
修回 日期 洲 一 一

国家科技部
“ 十五 ”

科技攻关计划 西部专项 重 大项 目 六盘 山 药用植物 资源现状与开发利 用 的研究
,

负责人 王俊
。

联系人 王俊
,

教授
,

硕士 生 导师
,

主要从事药用植物 资源开发利 用等方 面研究工作
。 卜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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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类型丰富
,

地理区系分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

植

被分为温性针叶林
、

落叶阔叶林
、

常绿灌丛
、

落叶灌丛
、

草原
、

草甸 闷
。

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使该地 区林草 自

然繁殖能力强
,

植被覆盖率高
,

自然资源丰富
。

但近年

来由于各种人为和 自然因素的影响
,

森林减少
,

草场退

化
,

天然植被破坏严重
,

现存的植被区系成分及群落结

构单一
,

以小灌木及草本植物为主
。

二
、

药用植物资源现状

药用植物资源概况

六盘 山是我 国西北地 区具有 显著特 色的天然 药

库
,

药用植物资源种类 丰 富
,

种质 资源优 势 明显
,

是

宁夏道地 中药材 的重要 产地
。

据 世纪 年代 宁

夏 中药材资源普查统计
,

六盘 山地 区有药用植物

种
,

隶属 于 科
,

其 中最多 的是菊科
,

有 种
,

其 次

表

是 毛食科 和 蔷薇科
,

各有 种
,

豆 科 有 种
,

唇形

科 和百合科各有 种
,

十字 花科和伞形科各 有

种
,

小璧科和玄参科各有 种
。

在全 国重点普查的

种常用 中药材 中有柴胡
、

杏仁
、

党参
、

大黄
、

秦芡
、

款冬花等 种之 多 曰 。

本次对六盘 山部分地 区 调

查
,

共调查统计药用植物 科 属 种
,

主要科

名及所属植物见表
。

六盘 山地 区 重要 的药用植物有拘祀
、

麻 黄
、

银柴

胡
、

锁 阳
、

秦芫
、

党参
、

大黄
、

白芍
、

赤芍
、

升麻
、

羌活
、

淫羊霍
、

杏仁
、

桃仁
、

李仁
、

地榆
、

白鲜皮
、

黄芋
、

茜 草
、

南沙参
、

茵陈
、

款冬
、

知母
、

百 合
、

黄精
、

玉 竹 等 余

种
,

此外还有黄蔑
、

桃儿 七等稀有濒危种类
。

药用植物在六盘山 的分布呈 现 明显 的垂直 分布

特征
。

海 拔 一 的低 山 区 分 布的种 类主 要

有 淫羊霍
、

款冬
、

车前
、

蒲公英
、

茵陈
、

黄蔑
、

党 参
、

黄

精
、

穿 地 龙
、

柴 胡 等 海 拔

科名

灰包科

别名

马屁泡

多孔菌科

凤尾旋科

中国旋科

铁线旋科

鳞毛旋科
水龙骨科

懈旋科

松科

中文名

脱皮马勃

大马勃

扁木灵芝

菠

银粉背旋

掌叶铁线放

粗茎鳞毛菠
网眼瓦 韦

秦岭褂旋

油松

华山松

问荆

木贼

草麻黄

中麻黄

李民线草

核湘匕

白桦
棒

大麻

律草

麻叶寻麻
宽叶草麻

急折百蕊草

毛细辛

六盘山 部分地区 药用植物名录

学名

尹

曲以 邵

之酮 “

八 四 哪

叩 记谬三

尸 以

几岁 七

众。
如

叮

八 成口班少 站

八 邢

比 删
钻 之汉

饰
饰

叩

必建

岁
亡扮“ 谬

尸 ,

叮 了

以

己亡邢

乙勺

价￡ , 陀哪

塑斤配 ,

砚 以山之出

树舌

菠菜

石崖茶 通经草

铁扇子 铜丝草
贯众 东北贯众

瓦韦 石 茶

骨碎补

木贼科

麻黄科

节节草 土麻黄

节节草 锉草

麻黄草

金栗兰科

胡桃科

桦木科

四块 瓦

大麻科

桑科

寻麻科 蝎子草

檀香科

马兜铃科

长叶百蕊草
细辛 西南细辛

的 山腰 地 带 分 布 的 种类 主

要有 秦芫
、

半夏
、

铁棒锤
、

羌活
、

祖

师麻
、

玉 竹 等 海 拔 以 的

高 山地 区 主要 分 布着适 于 高寒 阴

湿地 区 生长的黄花瑞 香
、

泡沙参
、

白芍
、

党参
、

柴胡等
。

根据光照 的不 同
,

在 山体 阳坡

和 阴坡 药用 植 物 的分布 也有 明 显

的区 别
。

阳坡 主要生长着喜光耐 旱

的品种
,

如沙棘
、

山杏
、

毛桃
、

远志
、

甘遂
、

大 黄等 阴坡 主要 生 长 着喜

阴不需 要 阳光 直射 的茎 叶类 和 浅

根类药材 品种
,

如乌头
、 ‘

卜夏
、

知

母
、

玉竹
、

黄精等
。

药 用植物 资 源开发利 用 现

习犬

药用植物 资源 开发利 用 历

史
。

六 盘 山地 区 药 川 植 物 资源 开

发利用 历史悠久
。

唐朝时期 当地所

产 的
”

黄茂
、

从 蓉
、

自药
”

就 已 十分

有名
。

明朝时期大黄
、

地骨 皮
、

柴

〔详 ,切勿幻邓为 讼以 勿耐 , 几公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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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

科名 学名

琴科

攀科

别名

大黄 河北大黄
大黄
唐古特大黄
土大黄 羊蹄叶

扁竹 铁锈锈

血三七

荞叶七 红三七

朱砂七

辣寥草
大马琴 鸡大腿
甜荞
灰条 灰菜 会茬
大叶灰条 大叶攀

石 竹科

毛菠科

中文名

波叶大黄

掌叶大黄

鸡爪大黄
皱叶酸模
扁蓄
珠芽寥
支柱琴
毛脉琴
水琴
酸膜叶琴
荞麦

慕

杂配琴

石 竹

瞿麦

女姿莱
麦瓶草

高原毛菠
毛筐
大 火草
疏齿银莲花
小花草玉梅
细叶白头翁

翠雀
高乌头

伏毛铁棒锤
西伯利亚乌头

松藩乌头

升麻
瓣蕊唐松草
贝加 尔唐松草
黄花铁线莲

绣球藤
无距楼斗莱
驴蹄草
类叶升麻
铁筷子

芍药

单花芍药
回 回蒜

了入刀么

尸以 以

己邵‘舰

溉 尸琳

,夸 〕 、

灯夸 ,

浮 ,

少邵〕 钾 。

娜 州
,夸〕

如
凡邵孕卿

以

刀 石了

琳
“切 哪 哪

叩

出 乙

甲 。
刀从

如

几肠 之

邵山乙 毋
〕

田
,

呷
更 诬邵 〕

以乙邵
以 尸 曲漩
以 叱硫
刀 口 配

肠 以

, 记 以

已江￡ 以璐 心
以

刀召

只 二 毋
八卫‘ 毋

哪 砒

小猪耳朵莱
米瓦罐

毛佳

野棉花
卵叶银莲花

破牛夕
白头翁 毛姑朵花
飞燕草
麻布七

一支篙铁棒锤

牛扁

火焰子

绿升麻
肾叶唐松草 秋唐松草
马尾黄连

透骨草 狗肠草
山木通 川木通

刁
、

栗科
阿穆儿小 栗

短柄小桨

秦岭小桨

直穗小 栗

首阳 小 栗

甘肃小 桨
巴 东小 栗

口

南 蜘
哪 刀 ‘ 以

州二

耘

山“

刃州 双王

升麻 绿豆升麻
冰凉花

野牡丹
白芍
鸭脚板 鹅巴掌

黄护木

毛叶小 栗

刺黄栗

刺黄栗

黄栗

三颗针 黄栗

川鄂
, 、

栗

〔 记刀 己 吧闷么〕 ’汉 动 以 几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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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

科名 学名

、

粱科

木兰科
婴粟科

十字花科

景天科

虎儿草科

中文名

短角淫羊蓉
类叶牡丹

南方 山荷叶

桃儿七

北五味子

角筒香

野琴粟

条裂黄荃

狭裂延胡索
东北延胡索
荞
薪冥

独行菜
板蓝根
白花碎米莽

紫花碎米莽

费菜
小 丛红景天

落新妇

鬼灯巢
地偷
草毒
二裂委陵菜
句旬委陵菜
龙牙草
山桃
山检
杏

李
金露梅
水杨梅
覆盆子

茅毒
灰荀子

华北珍珠梅
峨嵋蔷藏

美丽蔷薇

扁刺蔷薇

歪头菜

牲地山 黛豆

甘草
披针叶黄华
膜芙黄茂

胡枝子

广布野豌豆

山酥装草
托牛儿苗

草甸老鹤草

如
王“ 叩梅

、

刀口 己哪 ,

记刀诬 邢

刀 ” 尸

八明二。

叮耐
刃” 众

。飞孟汉 卿
酮 , 。 一

娜 瓜

叩 以

抚 肠以

犷己口刀乙

〔几犷己

。乙

邢众

子 , 如 记

反切邵逆 硬
毋及 以

凡卿犷艺 二以以

诉

翻
邵 尹 盯 叩

了午“ 出 山 “

刚 , 乡“ 娜几 以石之

丹“ ‘犷 配

产今到 琳 以 艺刀超

切 少 ￡

以已了叨

“ 叭此

, 如
如

忆犷乙

砒必邢

叨 乡二、
逮

乙 , “ , 。

‘ 尸了 众

硬谬 。
公

汉

以 毋艺

叩
吐 乙 ‘

别名

三支九叶草 心叶淫羊茬
红毛七

窝儿七 山荷叶

鬼臼

五味子
小 臭篙
山 大烟 野大烟

铜棒锤
狭裂齿瓣延胡索 元胡

元胡

荞莱
揭蓝莱 南败酱
小辣辣 腺茎独行菜

荻蓝 蓝靛根
大叶碎米莽

景天三七

凤尾七

红升麻
红药子 黄药子

蔷蔽科

飘儿

鸡冠草
甸旬翻 白草 金棒锤
仙鹤草
毛桃
北山植

山 李子 郁李仁

金花梅
蓝布正

插田 泡

悬钩子

珍珠梅

豆科

五脉山 黛豆

甜草
黄花苦豆子 野决 明

黄茂 东山黄茂

醉浆草科
托牛儿苗科

透骨草
三块 瓦

红根儿

老鹤草

〔 幻 七以功 口渡

耐
、。 、 以。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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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

科名 学名 别名

宽叶远志 瓜子金

白鲜皮 白皮

猫儿眼 狼毒

卫矛科
械树科
凤仙花科
鼠李科

锦葵科

藤黄科
笙莱科

猫儿眼 五朵云

猫儿眼 烂疤眼
才良毒 大狼毒
鬼箭羽

麻良子

野指 甲花

瑞香科

胡颓子科

柳叶莱科

五加科

鹿蹄草科
报春花科
木裤科

伞形科

旋花科

中文名

西伯利亚远志

野亚麻
白鲜
甘遂

地锦
泽漆
乳浆大戟
钩腺大戟
卫矛

茶条械
水金凤
鼠李
冬葵

突脉金丝桃
裂叶荃菜

紫花地丁

早开董菜
瑞香狠毒
黄瑞香

沙棘
牛奶子

柳兰

长籽柳叶菜
红毛五加

黄花葱木
圆叶鹿蹄草
西藏点地梅
暴马丁香

防风
北柴胡
小蓝雪花

秦芜

达乌里龙胆
鳞叶龙胆
扁蕾
湿生扁蕾
椭 圆叶花描
北方璋牙菜
田旋花

打碗花

芜丝子

竹灵消

花忍

异刺鹤虱

附地菜
大果琉璃草
狼紫草
百里香

卿汉 二

终口尽〕

哪
叩

叩 叩

叩

毗
叮 以

乡 己

邢 记 子

记 刀 琳 山

几么汉 ,

刀 ”〕
二 尸 叨

衍

舰
叩 邵耐

叩 “

口邵乙 以

“‘ 如
尹了 叩

邵耐
八汉 刃

马 讯 、

己 刀“犷“汉于 公

分 刀召 以

口 “

‘。 州
口 ‘ 刁 砒

口刀

钻 尸以

硫
叨 ,

公 , , 琳 脚 醚

汉” 乡 、
。

琳

苟留记

彩 邢
记 ,

卿
、 尸

价 喇
与公 脚瓜耐岛

娜哪 刀

齐叶子 冬葵子

金丝桃
深裂叶荃菜

紫花笙菜 地丁

尖辫荃菜 早花地丁

狼毒
祖师麻
酸刺 黑刺

伞花胡颓子

红花子

柳叶菜 针筒线

南五加皮

狼牙棒 葱木
鹿蹄草 鹿街草

蓝雪科
龙胆科

柴胡 竹叶柴胡

鸡娃草
大叶龙胆
小秦芜

石龙胆 小龙胆

黑及草

北方嶂 当药

箭叶旋花 中国旋花

萝摩科
花忍科

紫草科

黄藤子

白前
电灯花

东北鹤虱

唇形科

琉璃草
假旱烟

地椒

〔 二 。邵八 女以 口 以 、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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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

科名 学名 别名

异叶青兰 戈壁青兰

唐古特青兰

土香菊 山 苏子

条答 子答
地蚕 草石蚕 地溜子

对座草

茄科

玄参科

香茶菜
茂管 山 大烟

地骨皮

野茄子

土人参

列 当科
车前科

草欢蓉
大车前 猪耳朵莱
小车前 猪耳朵莱

茜草科

忍冬科

败酱科

蓬子草 松叶草

拉拉藤
臭老汉

金银花
白葡萄 鸡爪七

天 目琼花
墓回 头 败苦草

川续断科

葫芦科
桔梗科

中文名

糙苏

白花枝子花

甘青青兰

香菊

薄荷
夏至草
甘肃黄答

甘露子

宝盖草
益母草
蓝尊香茶菜

天仙子

构祀

青才己

鲜生马先高
穗花马先篙
小米草
列 当

车前
平车前
大车前

膜叶茜草
蓬子菜

猪殃映

血满草
盘叶忍冬
筵子辗
鸡树条英迷

糙野败酱
缘草
续断

华北蓝盆花
赤袍
泡沙参
石 沙参
党参
风铃草
蒲公英

山苦卖

首卖菜
苦英莱

高山者
黄花篙
艾篙
野艾篙
茵陈

牛尾篙

印 以

印 以 邵 ￡

肠 七 以
叩

硬谬 ,

“

二人邓
,

佗 讯
、。 邵〕 多

口 ”
刀卿 尹

” 砚码

以“

人刀乞

叩 尸

口刀

产吸切 记秽 〕

亡谬 〕族沪

月 ￡硬锣 〕 可。

她 山

以 ,

威 叩 砂

乙 哪 硬双 刀以

￡八堵 刃坛

尸 蒯诉
山攀

八砚

硫
理

毋砚 心

动二 孕, 。

众

口

尸

山刀进叨 以”矶

面刀。尸 众川
刀刀尸 尹 配

入卫 尤 刀夸 ,

乙尤 比

、与刀

配 心 记双

峥
’ ‘ 理 璐

台 谧了

二 负夕乙

决 娜

山萝花

五爪
泡参

菊科

铃档花
黄花地丁

苦英莱

甜苦苦菜
苦菜
者草 据草 一枝篙
臭篙黄篙
艾 白艾

野艾

指叶篙

〔甲 。邵 众 硬“ 以 山双才肘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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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

科名 中文名

冷篙

牛务

款冬

刺儿菜

大刺儿莱
羽 裂蟹甲草
还羊参

薄雪 火绒草
香青
才产州漏芦

狼把草
小花鬼针草
飞廉

天明精

岩香菊
大丁草
旋覆花

箭叶案吾

风毛菊

苍耳

水麦冬

泽泻

芦苇
狗尾草
一把伞南星

半夏

攀缘天 门冬

羊齿天 门冬

玉竹

黄精

湖北黄精

黄花菜

细叶百合

管花鹿药

鞘叶技契

各葱

知母
重楼

马蔺

野鸯尾
凹 舌 兰

角盘兰

二叶舌唇兰

经草

学名

汀 娜

翔
,

卿不动叭

叩 心 叩 、 邵艺

尸 心 叩
址以 却 ￡

叩 尸移,

叩 以

叩 夕口

砒 即喇
尹。

心 玛 心

刃 ,

二口刀己 以如
山汉

了叩 比

卿 少谬子

及叼 , 夸邵〕

升‘岁
。 尸以

以

几
厂哪护王

姗
名耐此

,

配

八 以

记 记稠“ 欣 ” 刃
山 谬“ 万
,夸 〕

勺夸 〕

卿
〕

侧
刀 于

威
乙 尸

以 艺 哪
刃 以

入 璐尸

只犷此 帅
配 以 ,

翻 〕 称

产叭赵山 ‘沙之

沏
‘ 砚邢

别名

小 白篙 白篙

冬花
小蓟
大蓟

羊角天麻
驴打滚草

薄雪草 火艾

漏芦 和尚头

鬼针
细叶刺针草 鬼针草
刺甲盖 刺蓟
北鹤虱

野菊 甘菊

苍耳子

水麦冬科

泽泻科

禾本科

天南星科

百合科

苇子 节草

谷芬子

天南星 独 角莲

麻草豆

天 门冬 寄马桩

天 门冬

铃档菜 山姜

鸡头参
白药子 老虎姜

营草 金针菜
山 丹花

螃蟹七 少穗花

威灵仙 铁丝威灵仙

鹿儿韭

鸯尾科

兰科

七叶一枝花

马莲子

白射干

手掌参 手参

人头七 人参果

盘龙参

〔 二 幻乃 七
、

’‘双 以 、 山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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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

苍耳
、

麻 黄
、

秦芫
、

白芍
、

车前
、

黄蔑等 多种药

材得到利用
,

种植 的大黄被定为贡品
。

清朝至近代应

用 的植物药种类达到 余种
。

解放前
,

六盘 山一带

地广人稀
,

由于社会动荡
,

多数药材藏在深山不为人

所知
,

新 中国成立后
,

中药材资源 开发利用 出现 了前

所未有 的发展
,

当地 挂 牌 收 购 的地 产 药材 达 余

种
,

年收购量超过百 吨
。

改革开放 以来
,

随着经济建

设 步伐的加快
,

中药材资源 的开发利用 进入 了新 的

发展阶段
。

世纪 年代六盘 山地 区 每年收购 中药

材 种 年
,

占全 区 收购 品种 种 的
。

年代后
,

随着 国内外中药市场需求量 的迅

速增长
,

药材收购量大幅度增高
,

但大规模的滥采 滥

挖使 当地药用植物 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以六盘 山 的

野生 贝母为例
,

年代平均年收购量为
,

而

年代仅为
,

目前年平均收购量不足 一 。

药用植物资开发利 用现状
。

六盘山地区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长期以来为当地

农 民的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

但是

就 目前利用情况而言绝大多数种类还处于初级加工水

平
,

与形成产业化并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还相距甚远
,

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存在很多问题

①受认识和技术水平及交通状况的限制
,

对现有

的药用植物资源的家底不清
,

分布不明
,

消长不知
,

尚

缺乏确实有效的开发利用指导
、

管理和保护措施
。

②对药用植物 资源 的利用远远不 够
。

在常用 的

种药材中只有 余种被利用川 ,

然而在大量资源

闲置 的 同时 已被利用 的品种 却 已 出现储量锐 减
,

品

质下降等问题
。

③六盘 山地 区 医 药结构不合理
,

药用植物 资源

利用管理水平低
,

没有开发利用 的科学系统规划
。

产

品结构单一
,

存在着卖原 料 多
,

初加 工 产 品多
,

老产

品多
,

而高科技
、

精加工
、

功 能化 的产 品少
,

尤其是一

些特色 品种 如秦芜
、

麻 黄
、

党参 等 的开发力度 不够
,

多年来仍停 留在初级产 品阶段
,

资源转化率低
,

还未

形成经济优势
。

④责任不清
、

分管不 明致使管理 不统一
,

缺乏科

学系统的统筹规划
、

宏观调控和监督
。

⑤中药材 市场 混乱 真假 参差 不 齐 信 电闭 塞

供销渠道不畅
,

农 民对种药
,

卖药的积极性不高
、〕

药用植物资源锐减的原 因
〔

六 盘 山半阴湿药材 区 曾是我 区 道地 中药材 的集

中产地
,

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量 的不断增长和各种

各样人 为因素的影 响
,

六盘 山药用植物 资源 不断减

少
,

无论是开发利用还是合理保护都 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

分析资源量下降的原 因主要有以 下 几点

①由于当地人 口 的快速增 长
,

土地资源利用不

足
,

为 了解 决吃饭 问题
,

农 民大 面积开 荒
,

使得 大部

分药材原生地变成 了农 田
,

种植 药材 的面积 大幅度

减少
,

药用植物天然分布地域越来越窄
。

②六盘 山地 区 的药用植物资源主要 分布在次生

疏林 区 和灌草丛生地带
,

很 多是喜湿耐 阴植物
,

对 生

境要求高
,

有 的甚 为苛刻
。

随着林木 的大量砍伐
,

生

态环境 的不断恶化
,

大部分阴地 药材得不 到林草的

遮蔽
,

失去 了本身生长发育 的微环境
,

生存受 到威

胁
,

有 的甚至难 以存活
。

③长期 以来
,

当地经济落后
,

农 民缺乏 经济来

源
,

生 活疾苦
,

当地群众把采挖药材作 为增 加收人 的

重要途径
,

经济利益 的驱使和生态环保意识 的欠缺
,

致使药用植物被过度采挖
,

不 仅使药材分布 区 的生

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

更使道地药材资源储量下降
,

品质退化
。

三
、

六盘 山药用植物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建议

亚星药 用植些 的基丝性研塞工生乍
近年来在宁夏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的带动下

,

六

盘 山地 区的药用植物资源开发 已经有 了初步的发展
,

但多数药用药材 品种 的生物学特性
、

药用成分含量
、

蕴藏量并未查清
,

资源优势一直没有发挥 出来
,

为 了

提高中药材开发与生产的整体水平
,

必须加大基础研

究的工作力度
。

首先要做好药用植物资源储量调查
,

做到有 的放矢
,

加强道地性的研究
。

其次是建立药用

植物种质数据库
,

为有 目的有计划地保护 和开发利用

药用植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

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 的

开发利用方案
,

提出产业开发的项 目建议
。

突盆基业建设
,

大 力发展道丛药材

因地制宜
,

发挥地 区优势
,

将分布广泛
、

质量好
、

石 〔 阮 优 肌 叨丫材‘ 女以 双 ‘, 以 、 记刀 乃口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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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高
、

市场需求量大
、

栽 培技术成熟 的品种尽快建

成管理水平高
、

经济规模 大
、

经济效益好 的商品药材

基地 根据药用植物 的分布和生存情 况
,

在封 山禁

牧
、

退耕还林还 草 的同时建立药材修复 区
,

通过 自然

修复
、

人 工补植
、

定 向抚 育
、

林 药 间作等方式促 进药

用 植物 的 自我修 复 和再生
,

增 加 资源储量
,

使优 势
、

特色道地药材资源得到合理保护利用
。

力吐虽药用植物资遮的种群途丝

通 过政府机构和管理部 门的行政手段
,

建立药

用植物资源保护 区
,

加强宣传教育
,

提高当地群众保

护植物和生态环境 的意识 制定合理管护和采收制

度
,

以利于天然药用植物 的休养生息 应用现代生物

技术手段对珍贵药用植 物进行组织快繁
,

以提高其

产品利用率
,

并对其进行迁地保护或易地保护
,

建立

植物园
,

使之成为药用植物资源种质基因库
。

积极开发特色品种

在 重点 发展栽 培 历史悠 久
,

具有 深 层 次开 发潜

力 的传统 品种 的 同时
,

大 力 种植 适 销 对路
、

市 场 紧

缺 的大宗 常 用 道 地 药 材 品 种 加 强 地 区 间交 流 合

作
,

引进先进 栽 培 技术
,

同时 积 极 开 展 道 地 药材 品

种 的引种 驯 化工作
,

并根 据 天 然 药用植物 资源 分 布

状 况 和适 生 条 件
,

制 定 中药材 发 展 区 域 和 栽 培 重

点
,

如在六 盘 山可 发展秦芫
、

党参
、

黄蔑 等 品种 为特

色产 品
。

依靠科技进步促进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发展

要坚 持
“

科技 兴药
”

的战略方针
,

加 大 中药材开

发的科技攻关力度
,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 良种繁

育基地
,

为药农提供优质 的种子种苗 在优质栽培技

术 的支持下
,

建立各药材生产示 范区
,

实现药材 的规

模 化 生 产
,

逐 步实现 中药材 产业 区 域化
、

基地化
、

商

品化 发展符合 生产要求 的规范化栽培 品种
,

大

力进行道地药材 的高品质
、

精加工
、

品牌化研究开

发
,

培育 主导产 品
,

不断提高六盘 山地 区 药用植物 资

源 的研究和生产水平
,

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

最终将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发展成为 当地 的经济支

柱产业
,

造福于人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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