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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秦 巴 山 区 濒 危 中 药 资 源 的 保 护 与 开 发 利 用

李 煮, 屈新运，王命 之
( 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针对陕西秦巴山区濒危中药资源现状，分析致危原因，并提出保护与持续利用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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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中药资源丰富，中医药历史悠久。随着市场对中药资源需求的持续增长。生态环
境的不断恶化，不合理采挖等问题频频出现，秦巴山区的珍稀中药资源日益受到濒临灭绝的威
胁，如何正确、有效地利用秦巴山区的药用动植物资源，如何保证中药资源的持续利用 日渐成

为人们广泛关 注的问题 。

1 自然条件

秦巴山区位于秦岭与大巴山之间，位置在北纬31042' - 34045' ，东经105046‘一111015'，南
北跨越3个纬度，东西横穿5.5 个经度，呈现“两山夹一川”的地势结构。涵盖陕西的汉中、安
康、商洛和宝鸡市的太白县、凤县等30多个县，面积7.33 万km2o 秦巴山区属北亚热带气候，
年平均气温 12 一15t ,7 月平均气温 23.4 - 26. 79C ,1 月平均气温 0. 0 - 3. 6% 。气温随海拔而

变化，形成山地垂直温度带，年降水量709.5 一1400mm，雨季4 一10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75%

左右。土壤类型众多【’」。

2 秦巴山区中药资源现状

2. 1 秦巴山区药用植物资源现状
据雷国莲等[21统计，秦巴山区药用植物约有2901〕余种，隶属 241科，占陕西省药用植物资

源的70%左右，具有种类多、产量大、贵重药材种类多等特点。中药材的总产量大，岚皋、平
利、留坝、宁强、佛坪等县中药材的年产量可以达到 1500t 以上，常年为陕西以及国内外的大中
型中药制药企业提供源药材。部分药材品种的单种年产量也在 300t 一1000t 左右，如杜仲
(Eucommiaulmoides) 的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t，占全国杜仲产量的30%，天麻( Castrodia elata
) 的年产量可以达到300t，占全国天麻产量的40 - 50%E' 3。此外，秦巴山区还有诸如山茱英
(Corausoff icinalis) 、红豆杉(Taxuschinens司等具有重要价值的名贵药材数十种。而以“七”命
名的药用植物“太白七药”更是达到了172种之多[21，如胡豆七(Sedumerythrostictum)、红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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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gonumsuffultum) 、马牙七( Calanthef imbraiata) 等 ，1
2. 2 秦巴山区药用动物资源现状

秦巴山区药用动物资源丰富多样，合计共有6 门，15 纲，49 目，79科，218 种[[n7 涉及脊索
动物门，包括哺乳纲的黑熊( Ursus thibetanus) 、马鹿( Cervuselaphus) 等计9 目、19科 、58 种，鸟
纲的乌骨鸡( silkiesfowl ) 、血W( Ithaginiscruenl us) 等计6 目、，科、31种，爬行纲的中华鳖(Pelo-
discussinensis) 、乌龟( Chinemysreevesii ) 等计3 目、5 科、16 种，两栖纲的大I-Q( Andrias davidia-
nus) 、山溪PQ(Batrachuperuspinchonii ) 等计2 目、4科、10种，鱼纲的黄鳝(Monopierusalbus) 、泥
鳅(Misgurnusanguillicanudatus) 等计4 目、4 科、11 种;节肢动物门，包括甲壳纲的河蟹( Erio-
cheir sinensis) 、沼虾(Macrobranchiumrnoppouese) 等计2 目、2 科、3种，多足纲的少棘tf ( Scolo-
pendra multidensL.Koch) 、多棘娱蛤( Scolopendra multidens Newport ) 等计 1 目、1科、3 种，昆虫
纲的黄刺蛾( Cnidocampa刀~ 。。 ) 、冀地鳖(Steleophagaplancyi )等计 11 目、26 科、56种;软体
动物门，包括腹足纲的圆田螺( Cipangopaludina chinensis) 、椎实螺( Lymnaea staynalis)等计 2亚
纲、3 目、3 科、5种 ，瓣鳃纲的河蚌( Mussel ) ,褶纹冠蚌(Cristariaplicata)等计 1 目,1科、3种;环
节动物门，包括寡毛纲的环毛#}[(Pheretin avulgaris) 等计2 p ,2科、S种，Al 纲的宽体金线ig
( Whitmaniapigra)等计 1 目、1科、4 种;海绵动物门，包括海绵纲的浴海绵( Spongia zimocca
aubspecles irregrlaria) 等计 1 目、1科、2 种;原生动物门，包括纤毛纲的草履虫( Paramecium) ，计
1 目、1科、1种[，〕。

3 秦巴山区濒危药用动植物资源现状

据 李 映 丽 等 〔‘〕报 道 ，陕 西 列 人 珍 稀 濒 危 中 药 名 录 的 共 有 34种 ，其 中 植 物 药 22种 ，动 物 药

9种。秦巴山区各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种类及分布见表 t o

4 秦巴山区濒危中药资源的保护 与利用

4 . 1 濒危原 因

4.1. 1 中药资源的不合理采捕 由于对合理开发利用中药资源的认识不足，致使一些药用种
类采捕过度，部分种类出现衰退甚至濒临灭绝，有些种类的优良种质正面临消失和解体。
4.1.2 中药资源生态环境逐年恶化 由于工农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森林面
积日趋减小，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逐年恶化，使得许多动植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
环境，从而危及动植物的生存和繁衍，部分珍稀动植物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
4.1.3 濒危中药资源的自身弱势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界纷繁复杂的各类生物
得以生存并世代繁衍的基础。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些野生的药用动植物，不能在 自然的生态
系统中正常的生殖、生长，或者因受到其它物种和生存环境的影响不能完成正常的生长发育的
过程，使其成为受威胁的物种，或者在生存斗争中被逐渐淘汰。
4.2 濒危中药资源的保护措施与持续利用对策
4.2. 1 加强对保护濒危中药资源保护的立法和执法工作 建国以来，国家已先后发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法规，并
且公布了《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第一
批)》和(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第一批) 》等保护品种名录，随后一些省、市( 自治区) 也
制定了相关的法令 、法规川。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的力度，是强制人们必须遵守保护 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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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濒危动植 物资源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径。
衰 l 秦 巴山区珍称 溯危中药 资诬种类 及分布

种 类 分 布 级 别

云豹 Neaf elu mebalosa 秦巴山区各县 断危 1级
虎Panthem tigria 佛坪、宁陕、太白 溯危1级
荷苞牡丹Dkentra apmtobi lu 平利 裔危2级
肠斗泡囊草 Phpochlmnainf umdibnlaria 南五台 湃危2级
林察 Mouhaabermrnkii 安康、汉中、商洛、宝鸡各县 濒危2级
羽叶丁香Syringa pi ramt晌lia 太白山、眉县 濒危3级
狭叶瓶尔小草 Ophi- amtherma‘ 太白山、紫阳、平利 渐危 ‘级
厚朴 Magnoliaor waalie 秦巴山区各县 渐危3级
凹叶厚朴Ma,- Ii ff . nalia 城固、洋县、安康、岚皋、宁强、紫阳 渐危3级
紫斑牡丹Paeona=aaffrnticva 南五台、太白山、略阳、山阳、平利 渐危3级
秦岭冷 杉 Abira cheneien u 宁陕 、留坝 、佛坪 渐 危 3 级

八角莲 Dyaoama aeraipeus 镇坪、平利、岚皋、南郑 渐危3级
红豆树 Ormadahafei 平利、岚皋、镇巴、萦阳 渐危3级
延龄草 Trim“二“chanaskii . 秦岭以南大部地区 渐危3级
天麻Caatrodia.elaaa 秦岭以南各县 渐危3级
马蹄香 Saramahenryi afro 太白山、山阳、镇坪、镇安 、旬阳 渐危3级
太白乌头Acanitamtaipelc。 太白山、佛坪 渐危3级
银杏Qnkgabllobal ine 陕南各地 稀有2级
杜仲Eucommiauimoideaadiu 安康各县 ，汉中地区 稀有2级
中国林蛙Rana tevyroari a. 陕南各地 稀有2级
中华大蟾蛛Rafogargarimn 全省各地 稀有2级
乌梢蛇 Zaocyadharnnadee 全省各地 稀有2级
黑熊Seena} thilktan。 安康4%中、宝鸡、商洛 稀有2级
马鹿 & 月叫daphoa 眉县、岚皋 稀有2级
连香树 CercidiphyUumjaponcum 眉县、太白山、宁陕等地 稀有2级
鹅掌揪 Li - " ronchi- 镇坪、镇巴、岚皋 稀有2级
木通马 兜铃 Ariarolchm manshuri si . 眉 县 稀有 3 级

白龙昌菜Pansefiaalaschardca 眉县 稀有3级
桃儿七Sinpodop与,ll runhexnudnm 太白山 稀有3级
秦岭党参 Cndonapsis uinl ingeasie 太白山、佛坪、略阳 稀有 3级

4.2.2 建立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 针对不同动植物的生活习性，在相应
的生物地理 范围内，选择适宜地区建立 自然保护区 ，进行有效管理 ，加强 就地保护 ，这是对濒危

中药资源最重要的保护措施。对一些受人类严重干扰的濒危物种实施迁地保护，使其在人工
条件下进行保存。重点进行濒危灭绝珍惜物种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充分利用当地的动植物园
划出专门地块，进行濒危物种的人工引种驯化，建立专门的野生药用动植物保护中心，将就地
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有效保护和保存珍贵的种质资源。目前陕西省已相继在太白、汉中、
安康等地分别建立了药用植物 、动物 自然保护区。
4.2.3 开展资源普查，摸清家底 1995 年，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中药资源普查通过验收.对
目前我国中药材品种总数，重点野生药材蕴藏储量，以及中药材品种和产量较大的省份都做了
较为详细的调查和统计，这对于进一步合理地开发和利用中药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
于中药材的需求量、资源蕴藏量以及主产区分布等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容易造成中药材资源
普查与生产收购统计工作上的家底不清，而对于濒危中药资源而言，一些濒危品种随时面临灭
绝的威胁，因此更加有必要了解濒危中药资源的种类、分布、 量 面的信息，从而保证在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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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家底的基础上更为有效地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
4.2.4 开展濒危中药资源的生物学特性和物种保存技术研究 全面调查秦巴山区濒危中药
资源的种类、数量 、分布、生存状况，收集珍稀濒危药用动植物种质，保护种内变异，系统研究种
质特性评价体系、异地保存和离体长期保存技术，建立濒危药用动植物资源种质的基因库 ，尽
可能多地对珍稀物种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保护。开展体细胞核移植技术 、基因克隆技术、组织培
养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为濒危中药资源的良种繁育奠定基础。合理利用才是对濒危中药资源
的有效保护。濒危中药资源的数量有限，绝对禁止不是解决办法，因此进行野生变家栽和引种
驯化技术的研究，可以从根本上缓解对野生资源的压力。在人工栽培技术成熟的基础上，可以
对濒危物种进行迁地保护和物种 复壮。
4.2.5 加速中药材生产的生物技术研究 应用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等现代生物技
术手段，改进传统药材生产技术，提高中药材的品质与产量，特别是那些有重大经济效益及中
国特产的濒危中药材，应在其物种优异种群的原产地采用实验环境培养和先进生物技术包括
基因分离、鉴定及合成等进行繁育，实现濒危中药资源的可控繁育。
4.2.6 开展濒危中药资源的繁育、栽培、养殖和引种驯化等方面的技术研究 建立家种( 家
养)基地对于部分濒危植物资源，针对其种群数量少，特别是一些珍稀物种，应采取各种繁殖
技术，包括种子繁殖、无性繁殖、组织培养等手段，迅速使种群的数量扩大。对于濒危的动物资
源要加强引种驯化工作，进行繁殖试验，提高增值率，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对濒危种类进行快速
繁殖，控制采猎 ，处理好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建立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家种和家养基地，扩大药
源，保证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4. 2. 1 积极开展 宣传教育 ，提高全 民意识 ，处理好保护 与利 用的关系 生态环境是 全民族的

共同财富，全社会都要重视和优化生存环境，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保护的目的是为了

利 用 ，通 过 合 理 的 利 用 ，进 一 步 加 强 保 护 � 因 此 ，要 调 动 一 切 力 量 开 展 宣 传 教 育 ，提 高 全 民 意

识，善待自然、爱护生态，切实纠正掠夺式的生产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人口、经济、
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切实作好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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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article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of rare and endangered traditional

in Qinba Mountain areasi ; and to analysis the reasons of being endangered as well

ch i nese m edi ci ne

as to di scuss

methodsof conservation those of rare and endanger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nally,
countermeasure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we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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