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01 - 10 - 10 ;修订日期 :2001 - 12 - 17

基金项目 :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00C0022Q) 。

作者简介 :王雨华 (1970～) ,男 ,山东定陶县人 ,汉族 ,民族植物学博士 ,主要从事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及流域综合治理研究。

中国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实践与建议
王雨华 ,裴盛基 ,许建初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 ,昆明 　650204)

　　摘要 :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仅关系到人类健康和新药的开发 ,也关系到资源产地社区人民的

生计、经济收入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当前中国药用植物资源正面临着野生资源严重枯竭、药材生产水平

低、中药材品质下降和传统药用植物资源知识的流失等一系列不可持续利用的问题。该文论述了药用植

物资源可持续管理的现实意义 ,讨论了当前中国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实践活动 ,认为应尽快建立一

个系统全面的药用植物资源信息库及监测评价系统 ,作为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的科学依据 ,并提出了

该系统的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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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IN CHINA :LITERATURE REVIEW AND IMPLICATIONS
WANG Yu2hua , PEI Sheng2ji , XU Jian2chu

( Department of Ethnobotany ,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 CAS , Kunming 650204 , China)

Abstract :Sustainable use of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 which is not only associated with people’s healt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 but als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and tha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t

present , in the ligh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in China nevertheless are con2
fronted with a series of problems , such as endangered wild species , low output , decreased quality , and lost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on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In this paper , the significance of sustainable manage2
ment of medicinal plants is argued and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China are reviewed. Thus , it is suggest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database , upon which a resource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system can be established. Furthermore , a framework for this system , which is

supposed to provide a guideline for the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China , i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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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的意
义

药用植物资源指在一定社会和经济条件下 ,

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的植物资源中对人体疾患具

有医疗或保健作用 ,并对家养动物病害具有治疗

作用 ,以及具有杀虫、杀菌、除草等功效的各类植

物的总称。

可持续管理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到一

定高级阶段而产生的 ,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从概

念到行动”的新阶段 ,是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构

想、概念、理论落到实处的具体体现[1 ]
,体现在药

用植物资源上便是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生态经济学理论是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的

理论基础 ,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是一种对药

用植物资源的经营管理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既要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又要使药用植物资源的

开发利用不能超过其最大生态生产量 ,既能使药

用植物资源满足当代人最大持久的利益 ,又要保

持其潜力以满足后代的需求[2 ,3 ] 。在以农业为本

的中国 ,特别是山区和森林草原地区 ,药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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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是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实现和

发展的 ,其可持续管理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内容[4 ]
,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药用植物资源的固有价值及其社会属性内

涵要求实现可持续管理。药用植物资源是从属

于自然资源的植物资源 ,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5 ]
,除具有自然资源明显的社会属性外 ,还

具有典型的经济属性、生态属性、再生性、地域性

和多样性等基本属性。在现代商品经济的社会

下 ,药用植物资源被打上了社会公德、经济价值

等社会范畴的烙印 ,除了具有直接的使用价值 ,

还具有宗教文化价值、认知价值 ,因此药用植物

资源可持续管理不仅体现在如何真实地反映其

本身固有的价值 ,而且体现在如何反映其社会、

生态价值的内涵。药用植物资源的社会属性将

药用植物资源的管理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

而自然属性奠定了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的

物质基础。

药用植物资源是人类健康的物质基础。自

从有史以来 ,人类就依赖药用植物治病 ,经过几

千年的历史 ,药用植物不仅没有从人类的生活中

减退或消失 ,而且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这表

现在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有 80 %的人们依赖草药

治病[6 ]
,就是在发达的现代美国也有 40 %以上

的药物来自药用植物 ,从天然植物和传统植物药

中开发新药已掀起了当今的高潮。当前 ,随着环

境恶化 ,生物多样性严重丢失 ,在人类不断丧失

药用植物资源物种多样性的情况下 ,传染病和疾

病多样性却不断增加 ,保护药用植物资源更加迫

在眉睫[7 ] 。

药用植物资源是新药开发的重要源泉和模

型依据[7 ] 。目前全球有 119 种天然化合药物是

从植物来源的 ,其中仅 10 余种可用化学合成法

生产 ,其余均从植物材料中提取 ,这些化合物来

自 90 种不同植物 ,而全球的高等植物有 25 ×104

多种[8 ] ,由此可见药用植物作为新药开发的巨大

潜力。

实现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是大力发

展传统医药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传统医药倍受

世人重视 ,主要原因是 : 　①随着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人们的自我保健意识不断提高 ,西药的毒

副作用不断被发现 ,“回归大自然”、从天然植物

和传统药物中寻求医疗方式的呼声越来越大。

②在发展中国家 ,人们难以支付昂贵的西方医药

费用 ,传统医药以其低廉、方便、有效等特点 ,仍

然遍布于发展中国家。③传统医药具有西医无

法取代的特性 ,这表现在其复方和综合治疗上。

④传统医药是人类几千年的经验和知识的结晶 ,

经过了无数代人民间临床验证。不同于西药的

开发研制 ,要经过大量的植物资源筛选和提取及

临床验证 ,是药用植物资源和医药体系可持续发

展的有利途径。⑤世界卫生组织为了实现人人

享有健康保健的目标 ,提出大力发展传统医药的

战略 ,并于 1978 年制定了传统医药使用规则 ,正

式确定了传统医药的地位[9 ] 。因此要实现大力

发展传统医药的战略 ,必须实现药用植物资源的

可持续管理。

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有利于森林和

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森林的价值不仅仅在

于木材产品上 ,其更大的价值还来自于森林小产

品 ,通过森林小产品所得的经济收入是森林居住

者的大部分或全部家庭经济收入[10～12 ] 。药用植

物是森林小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能够合理

地采收 ,其经济收入不亚于替代型土地利用形式

(集约型农业、农场和林场)创造的产值[13 ,14 ] 。当

前居住在山区森林中的农民 ,他们正经受着来自

贫困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 ,贫困导致生态破坏

的加剧 ,生态恶化又加剧了贫困。如果能够认识

到药用植物的价值 ,并能合理地采集和管理 ,定

会减少对森林的砍伐量 ,同时提高当地居民的经

济收入。

2 　对我国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

理实践的探讨
我国药用植物资源丰富 ,有11 118种药用植

物[15 ]
,但是药用植物资源的利用出现了不可持

续现象[6 ] 。主要表现为野生资源严重枯竭、药材

生产水平低、中药材品质下降和传统药用植物资

源知识的流失。

野生资源枯竭表现为一些珍贵药材的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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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几乎绝迹 ,温郁金、人参、当归、天麻、罗汉果、

三七、杜仲等的野生种已处于绝灭境地。据黑龙

江报导 , 因清林减少五味子资源面积 013 ×

10
4
hm

2
,减少刺五加资源面积 012 ×10

4
hm

2
,因开

荒减少防风、龙胆草资源面积 214 ×104 hm2 [16 ] ,

据四川省黔西县药材部门报导 ,野生天麻杜仲的

收购量从过去每年几千千克的收购量降到现在

的几十千克[2 ] 。同时江苏[17 ] 、山东[18 ] 、贵州[19 ] 、

湖北[20 ]等省也作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报导。号

称药材之乡的云南西北部传统说法“一脚踩倒三

棵药”已逐渐变成历史故事了[21 ] 。直接的原因

是 : ①野生品种在药材中占大多数 ,在全国经营

的品种中 ,野生品种占 80 %以上[15 ] 。②大量的

砍伐森林、过度药材采挖及其它不合理的开发利

用 ,导致了药用植物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出现了药用植物资源严重不足的现象。

分析其触发因素是 : ①经济体系不健全 ,市

场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资源的价值 ,促使着人们

只考虑单方面索取 ,而不进行合理有效的保护和

管理 ,结果使药用植物资源逐渐耗竭。②世界上

“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呼声以及人口的增加和

老龄化 ,相应地增加了对中药材的使用量。③贫

困导致生态破坏的加剧 ,生态恶化又加剧了贫

困[22 ]
,作为贫困山区经济来源的药用植物资源

无形中成为摆脱贫困的掠夺对象。④我国资源

综合利用立法虽然有了一定基础 ,并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资源综合利用的发展 ,但在很大程度上

还存在着体系不健全、内容不完善、缺乏必要的

管理制度 ,以及原有的综合利用鼓励措施因未随

着情况的发展变化而改进从而使其难以发挥应

有作用等问题[23 ] 。

药材生产水平低是指 : 　①在近 200 种家种

药材中 ,大部分品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单产低、

病虫害严重、品种退化等问题。②药材加工中浪

费严重 ,综合利用出现盲目性[24 ] 。③药用植物

开发新药时 ,只注重单一活性 ,而忽视了复方及

多成分的相互作用[25 ,26 ] 。④由于野生资源的枯

竭致使药材的供应出现紧缺。

影响中药材品质低的原因主要是。①乱挖

乱采 ,不仅严重破坏野生药材资源 ,而且严重影

响着野生药材的品质和质量 ,不正常的采集时

间、不正确的使用部位、不正确的加工处理方法

以及非正品药材采集和使用等 ; ②由于受土壤侵

蚀引起的表土层瘠薄化和环境污染 (农药、化肥、

重金属 Pb、Hg、As 等污染) 的影响 ,部分地区的

一些天然药材 (如梗、厚朴、杜仲、板兰根、天麻

等) 的品质退化 ,质量降低[27 ] 。③栽培基地的环

境选择、种源筛选及栽培技术的不当 ,严重影响

着栽培药材的品质和质量。

各少数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

长期生活在自然条件复杂、药用植物资源丰富的

地区 ,积累了丰富的利用当地药用植物的经验、

知识和技术 ,因此在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

中 ,尽管他们不懂得生态平衡这个现代概念 ,但

他们懂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关系 ,知道如何长

久地使用当地的资源。例如在中国西南的许多

少数民族在轮歇地中保留一些有用的树作为森

林再生的“母树”;采集保留一些药用植物的种

子 ,栽培一些常用的药用植物等[28 ] 。但随着全

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 ,各少数民族不仅面临着文

化认同与适应的问题[29 ]
,而且面临着如何持续

性利用当地资源的问题。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

的冲突 ,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的矛盾 ,造成了对

当地资源的盲目使用 ,特别是在利用当地的药物

资源上。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这种冲突在

我国西部地区尤为突出。

尽管我国药用植物资源的利用出现了上述

严重的不可持续现象 ,但我国的药用植物资源可

持续管理探索从 50 年代初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211 　药用植物资源清查

我国从 50 年代开始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全国

规模的药用植物资源普查 ,各省 (市) 、地区也相

继做了深入的工作 ,至 80 年代末 ,确认目前我国

有中药资源 12 807 种 ,其中药用植物 11 146 种 ,

野生药材总蕴藏量为 850 ×104 t ,家种药材年产

量达 30 ×104 t 以上。尽管这些工作在我国药用

植物资源的清查、民族民间医药的挖掘、进口药

物的寻找替代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是由于这

些工作的出发点是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因

此忽略了药用植物资源保护 ,从而引起了全国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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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对药用植物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不过 ,在当前

人们开始重视药用植物资源保护的情况下 ,这种

“家底清查”式的工作结果 ,让人们看清了我国药

用植物资源详细状况 ,对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有

着重要的意义。另外 ,尽管这些工作集中在“家

底清查”上 ,但主要是对药用植物的种类、药用部

位、及民族民间用法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调查 ,而

在药用植物资源的空间分布、蕴藏量、濒危状况

等方面的调查工作较少 ,这距离药用植物资源可

持续管理中建立比较系统的药用植物资源数据

信息库的要求[6 ]是不够的。

212 　药用植物资源评价

在药用植物资源量越来越少 ,利用的问题越

来越多的情况下 ,其保护工作在我国被提到了战

略高度 ,特别是在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判断和评价

上 ,已有不少学者开展了这方面的讨论。王年

鹤、袁昌齐等从药用价值、分类学意义、野生资源

量、野生资源减少速率、栽培状况、保护现状及综

合性开发现状提出了初步定量化的评价标

准[30 ] ,贾敏如对药用植物濒危程度提出了评价

标准 ,并确定了一级保护的珍稀濒危常用中药物

种 10 种 ,二级 38 种 ,三级 64 种等[31 ]
,随后各地

的研究也见报导[32 ,33 ] 。但是 ,黄潞崎则认为这些

研究还须进一步讨论 ,因为对濒危植物的看法还

存在区域性的不同 ,如国际传统医学把印度产的

水菖蒲、莲等列为濒危植物 ,而这些在我国分布

很广 ,不会被提为濒危植物 ,因此决定是否列为

濒危植物 ,须从实际情况多方面考虑 ,避免可能

带有的偏见和局限[34 ] 。以上这些评价工作在药

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定量评价中跨出了重

要的一步 ,但如何避免区域的局限性和专家的偏

见性仍是一个挑战性的课题。

213 　药用植物资源的就地、迁地保护和种质保

存

就地保护是通过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

生长环境以保护受威胁的药用植物种类。这是

一种最有效的保护方式 ,它不仅能保护幸存的植

物种群 ,还能保存植物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

进而保证了植物种的继续进化[35 ]
,这种保存的

具体做法是建立自然保护区或专类保护区。比

如最珍贵的中药材 ———野生人参 ,由于长期过度

采挖 ,中原产区的“长党参”早已绝灭 ,东北的野

生人参也极罕见了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使

它的分布区得到了保护 ,严禁了乱采乱挖 ,使其

得以逐渐恢复和增加[2 ] 。

迁地保护是在自然生境以外的地方对保护

对象进行保护。迁地保存虽不能保存植物物种

的野生状态和原生境 ,但可作为一种救急措施。

对药用植物来说 ,迁地保存的具体做法就是药用

植物园的建立和利用。如 ,中科院西安植物园将

分布在秦岭大巴山区和陕北黄土高原的 37 种珍

稀濒危植物移植到西安植物园[36 ]
;南京中山植

物园进行了鄂西地区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迁地

保存研究 ,使生长于鄂西地区的我国特产八角莲

在南京良好生长[35 ] 。

种质库保存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将离体培养

的药用植物器官、组织和细胞在常低温或超低温

下保存 ,建立集约化的细胞库。另一种形式是在

分子水平上建立 DNA 库 ,在低温条件下保存药

用植物的基因组 (总 DNA) 、克隆的基因、组装好

的质粒和 RFLP 探针[37 ] 。这方面的技术将逐步

应用到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中。

214 　强化基地建设 ,发展道地药材

道地药材是经过人们长期医疗实践证明质

量好、疗效显著的中药材 ,其优质的主要特点是

地域性强 ,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优良品种和独特

的栽培方法及加工技术。一些名贵药材都是在

一定地理范围内才能正常生长 ,有效成分高 ,质

量最佳[38 ] 。如果能根据需要 ,寻找合适的小生

境和生态气候 ,充分发挥各地地道药材生产优

势 ,建立集约栽培和加强野生变家种的人工培

育 ,就能大大增加中药材的产量 ,降低对野生资

源的依赖和破坏 ,从而实现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

续管理。目前我国已通过国家投资、地方配套以

及公司入股承担等各种途径 ,在四川、安徽、广

东、云南等重要药材生产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药

材生产基地 ,从而解决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问题。

215 　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药材生产

现代生物技术包括生物诱变技术、细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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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子生物学技术。茎尖 - 16 号地黄新品系就

是利用生物技术选育的优良品种 ;山东通过诱变

技术 ,经过 8 代定向培育选出了 2 个新品种 ,其

性状表现稳定 ,量高质优 ;通过远缘杂交并结合

辐射诱变的研究已用于药材生产中 ,以石风穿为

母本 ,丹参为父本进行杂交的研究已获成功 ;目

前我国约有 200 多种药用植物正在进行组织培

养研究 ,这不仅可大量生产药用植物中的有效成

分 ,快速繁殖自然繁殖力低的植物 ,而且对于保

护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有着重大的意义[2 ] 。

216 　开展药用植物资源的综合利用

尽管我国药用植物资源丰富 ,但利用效率不

高 ,特别对原材料、副产物和中间产物的深度加

工水平不高 ,没有达到综合利用的效果。综合利

用药用植物资源就是要加强深度加工 ,发展无废

和少废技术以及开发药用植物的非药用途和经

济植物的医药用途[39 ] 。针对当前对药用植物综

合开发利用的形式主义和盲目性的局面 ,相关研

究指出应积极做好以下研究工作 : ①开展综合利

用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研究 ,建立中草药资源

综合利用基础数据库。②加强资源多级开发成

套技术工艺研究 ,提高中草药资源利用率。③产

品开发与市场研究相结合 ,实现经济效益的目

标。④开发与保护相结合、药用与非药用相结

合 ,对中草药资源综合利用进行综合效益评估研

究[24 ] 。

217 　重视传统知识和民间经验

原住民是自然资源的保护者 ,他们的传统生

态学知识和利用植物资源的方式对农村发展的

可持续性和植物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具有重要作

用[40 ,28 ] 。一定地区的原住民在长期与自然斗争

的过程中 ,最直接接触的就是植物 ,几千年的生

活史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利用植物的知识和经

验 ,因此传统知识和经验在当今的环境保护和资

源开发中越来越显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药用

植物是原居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他们一

开始认识植物起 ,最直接的就是药用和食用 ,因

此 ,除了现在广为人们重视的医药文化和医药知

识、经验外 ,他们对药用植物资源管理的知识和

经验也是现代保护生物学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

成分。科学家指出 ,依靠原住民利用传统知识和

经验 ,将是今后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中一项

有效的替代方式[41 ,7 ] 。

3 　对我国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

理的建议
近年来药用植物资源的迅速枯竭已经引起

了世界人们的重视 ,探索、寻求药用植物资源可

持续管理的出路迫在眉睫 ,尽管我国在这方面做

了不少工作 ,但距离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还有一段相当距离。前面关于药用植物资源可

持续管理探索 ,如果作为全国性或某一领域的可

持续管理药用植物资源的指导方针 ,不失为较好

的思路和方法 ,但由于我国药用植物资源具有明

显的地域分布特点 ,体现出独特的多样性 ,同时

药用植物资源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 ,又决定了

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 ,特别是山区 ,药用植物资

源的利用与市场以及人们的经济收入密不可分 ,

因此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必须在不同层

次、不同领域等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鉴于

此点 ,认为在具体操作中应在以前探索实践的基

础上建立一个系统、全面的药用植物资源信息库

及监测评价系统 ,作为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

的科学依据和手段。

地理信息支持系统是 3S 技术 (遥感 RS、地

理信息系统 GIS 与全球定位系统 GPS) 一体化的

系统 ,是一门处理地理空间数据的综合信息技

术 ,为资源与环境的管理和规划提供了一个革命

性工具。3S 技术一体化将使地理信息系统具有

获取准确、快速定位的现势资源遥感信息的能

力 ,实现数据库的快速更新和在分析决策模型支

持下 ,快速完成多维多元复合分析 ,处理遥感数

据的速度、精度和能力可以满足资源与环境监测

和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要求 ,是建立信息化、现代

化的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强有力的技术支

持[42 ] 。地理信息系统能支持地理空间数据的获

取、管理、操作、分析、模型化和显示 ,以解决复杂

的规划和管理问题 ,特别适用于自然资源的清查

与管理上[43 ] 。在药用植物资源的管理上 ,清查

药用植物资源状况是最基础和首要的工作 ,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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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药用植物资源信息库及监测评价系统结构图

Fig. 1 　Framework of medicinal plants database and its monitoring System

植物资源状况受土地利用形式和植被分布的长

期变化的影响 ,其管理要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

以及土地利用现状充分结合起来 ,因此 ,地理信

息系统在这方面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

药用植物资源信息库及监测评价系统在充

分占有现有研究资料的前提下 ,在多方利益群体

相互配合共同参与下 ,通过多学科、多领域的交

叉 ,借用网络地理信息系统 (WEBGIS) 平台 ,以全

球卫星定位系统 ( GPS)为纽带 ,结合物种、生境、

生态系统和人类活动 ,针对具体问题 ,从时间 —

数量 —空间上 ,将药用植物资源的自然系统和社

会系统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空白 ( GAP) 分析、多

元统计分析、生物多样性模型、专家 (包括少数民

族的土专家) 知识库和当地人的参与式管理规

划 ,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和分析 ,建立

起药用植物资源数字化监测评价系统 (模型) ,为

药用植物资源及特定对象的评价提供一个科学、

合理、快速、具体的评价手段 ,为政府政策、药用

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及药材生产提供导向和决

策依据。其基本结构框架见图 1。

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是一个繁杂的过

程 ,该建议只做到了将各利益群体有机结合起

来 ,利用多学科交叉及现代信息技术优势 ,建立

起一个基于区域网络的药用植物资源监测评价

系统 ,从而用于监测药用植物资源状况、指导人

们的生产活动 ,达到可持续利用的目的。它还有

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需要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共同

努力 ,不断补充和完善 ,为我国的药用植物资源

可持续管理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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