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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药应用历史悠久 ，也是中医临床治病的重要手段 ，而中药资源有相当比重来源于野生资源 。由于对野生中药

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 ，使其可持续发展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现就中药资源开发 、濒危物种保护等存在的问题和策略 ，

不揣浅陋 ，略述管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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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as main treatment measures ，are commonly used in clinic practice of Chinese tra唱
ditional medicine with long history ，and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resources are from wild resource ．

Unreasonabl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ild resources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that happened in recent years make it a
great challeng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d on issues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es of endanger species protection ．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resources ；protection ；strategy

1 　中药资源保护的严峻形势

1 ．1 　野生资源危机重重 　 全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

查表明 ，中医所用药材达 １３ ０００ 种之多 ，包括动物 、

植物和矿物药 ，植物药占绝大多数 ，约为１１ １４６种 ，

其中野生种类约占 ８０％
［１］

。据统计 ，我国年消耗药

材约 ５０万吨 ，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然依靠野生药材资

源 。由于对动植物药材资源的过度开发致使大量野

生药材资源加速枯竭 ，许多药用动植物处于濒危状

态［２］
。据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数据 ，

１９８７年统计有 １４０ 多种濒危紧缺品种 ，２０００ 年为

３１２种 ，占常用药材的 ２６％ 。据中药材行业蓝皮书

数据 ，尽管 ２０１４ 年中药材综合指数跌幅达到

１０ ．４％ ，但野生品种指数仍呈现上涨态势 ，这正好说

明了社会对野生来源中药的强劲需求与资源匮乏之

间的巨大矛盾［３］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西方国家从

我国大量进口紫杉醇原料 ，导致我国西南地区野生

红豆杉林遭受灭顶之灾 。近年来 ，由于石斛的需求

量剧增 ，使该类植物的野生蕴藏量大为减少 。而药

用动物的濒危情况更加严重 ，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的 １６０多种药用动物中 ，林麝 、黑熊 、

马鹿 、蛤蚧等 ４０个种类资源显著减少 ，其中麝香资

源比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减少 ７０％ ，虎 、犀牛等物种的

濒危导致近 ３０种动物药材濒临绝迹［４］
。随着城镇

化建设用地增加 、重大自然灾害频发 ，濒危中药的来

源更加匮乏 ，资源保护的形势更加严峻 。临床常用

的龙骨 、龙齿等来源于古生物的化石 ，既有巨大的地

质学 、古生物学 、考古学研究价值 ，也是不可再生的

资源 ，临床还在使用消耗 ，存量日渐减少 。上述这些

问题 ，亦需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

1 ．2 　道地药材不再“地道” 　 全国药材发展已出现

结构性失调的趋势 ，非道地药材和地方品种在贸易

环节中存在严重的“占位性病变” 。如“浙八味”之一

的杭白芍因质实沉重 、有效成分高而备受一些知名

企业青睐 ，但由于其生长周期长 、成本高 、产量低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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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高而缺乏市场竞争力 。目前 ，种植面积大幅萎缩 ，

且仍有不断减少的趋势 。与此相反的是 ，有些品种

由于受到热捧 ，次生产区盲目扩大 。浙白术在河北

安国 、江苏盐城 、安徽亳州 、湖南衡阳等地逐渐形成

种植规模 ，延胡索的产区亦不断扩大 。道地药材次

生产区的形成 ，尽管对发展中药材种植有益 ，但药材

种植对土壤 、气候条件等要求极为苛刻 ，药材质量变

异在所难免 ，其地道性能否保持有待检验［５］
。与道

地药材次生产区不断盲目扩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原有道地药材的品种在逐渐萎缩 。以安徽亳州为

例 ，其自古以药都著称 ，至今已形成全国最大的中药

材生产基地及中药材集散市场 。但是 ，对于如此大

的生产基地 ，其种植的道地药材却屈指可数 。药典

上冠以亳字的药材有亳芍 、亳桑皮 、亳菊花 、亳花粉 ，

除亳芍种植面积占全国的 ７５％ 以外 ，其余 ３种的种

植规模都在萎缩 。其主要原因是价格低 、产量低 ，不

赚钱 。传统道地药材品种如果不加以保护 ，恢复生

产 ，将有消亡的可能 。应该看到 ，道地药材是长期的

历史过程中 ，在品种 、地质 、物候 、加工等综合因素长

期作用下形成的 ，盲目扩大种植基地 ，看似可以解决

巨大的用药需求矛盾 ，但中药的临床疗效是否会受

到影响 ，是不是会出现“方对药不灵”的情况 ，单纯靠

增加剂量似乎难于解决问题 ，很多问题尚需进一步

研究与探讨 。

1 ．3 　中药材质量不稳定 　 由于传统的中药材没有

统一的质量标准 ，没有形成特色产业的区域规划 ，与

中药资源保护相伴而生的问题是中药材质量品质不

稳定 。有些地区并不适合进行中药材种植基地建

设 ，但已有了相当的种植规模 ，造成药材质量不过

关 。目前 ，对于大宗种植的中药材尚没有健全的质

量标准体系 ，对于来源稀缺的中药的质量标准体系

研究 ，就显得更为薄弱 。如 ２０１５年版中国药典收载

的中药石斛将近缘种都作为来源［６］
，之所以会这么

多来源 ，主要原因还是资源稀缺 。石斛在临床上常

用 ，不同基原的品种 ，品质有没有差异 ，会在多大程

度上影响到临床疗效 ？我们曾研发一个用石斛作为

原料之一的新药品种 ，在生产临床试验样品时 ，因为

找不到指标成分符合药典标准的石斛原药材 ，颇费

周折 。应该说 ，临床常用中药的来源问题如不能切

实得到有效保障 ，中医药的发展必然大受影响 。

2 　解决问题的对策

2 ．1 　加强产业规划 ，引导行业发展 　 随着人口的

剧增 ，耕地面积的减少 ，中药资源需求多样化（保健

品 、食品 、化妆品 、药品）拉动 ，中药资源的供需矛盾 ，

只能主要靠野生变家种来解决 。特别是那些分布在

生态脆弱区的药材 ，如甘草 、当归 、麻黄等 。应该理

顺现有的管理体制 ，统筹兼顾生态保护 、中药资源开

发 、栽培 、流通 、新药研发 、临床使用等产业链的各个

环节 ，管好中药这个“源头” ，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

“活水”
［７ ，８］

。目前 ，国家适时发布了枟中药材保护和

发展规划（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枠
［９］

，对中药材资源保护

和中药材产业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 ，是第一个关于

中药材保护和发展的国家级规划 ，是对中药材保护 、

开发 、种植 、采收 、加工管理的全链条顶层设计 ，对于

中医药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实施七

项主要任务 ：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工程 、优质中药材

生产工程 、中药材技术创新行动 、中药材生产组织创

新工程 、中药材质量保障体系 、中药材生产服务体

系 、中药材现代流通体系 ，相信其远期效果会逐渐显

现 。

2 ．2 　积极开展中药资源普查 ，摸清家底 　第三次中

药资源普查完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距今已近 ３０

年 。这 ３０年来 ，是我们国家发展最快 ，社会 、生态环

境变化巨大的 ３０年 ，自然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大

为增加 ，很多中药资源形势变化很大 。只有摸清中

药资源的家底 ，掌握实时变化情况 ，才能有针对性地

进行中药资源保护的规划 。目前 ，全国第四次中药

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已经启动 ，目的在于摸清家底 ，建

立中药资源监测的动态机制 。在中药资源普查过程

中 ，应采用先进的普查技术手段 ，如遥感（RS） 、全球
定位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手段 ，建立

一套新的普查方法 ，提高普查水平［１０］
。还应充分利

用网络的广泛性 、即时性的优势 ，建立开放的参与渠

道 ，建立及时的数据更新机制 。预期第四次中药资

源普查将要建立的覆盖全国中药材主要产区的监测

网络 ，可实现掌握资源动态变化 ，及时提供预警信

息 ，从而为中药材资源保护开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

2 ．3 　加强药用植物资源的种质资源保护 　 应逐步

建立自然保护区和中药野生资源抚育区 ，同时在有

条件的地方建立中药种子库 ，建立珍稀濒危药用植

物保护区 。对野生或逸为野生的药用动植物辅以适

当的人工抚育和中耕 、除草 、施肥或喂养等管理 ，通

过人工模拟野外群落 ，形成半野生状态的居群 。探

索野生药材的生产模式 ，为中药资源的持续利用奠

定基础［１１］
。在药用植物资源保护过程中 ，应将此项

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密切结合起

来 ，做好统筹规划 。施行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并举

的策略 ，将保护的资源“量”和“质”一并考虑 。另外 ，

还应积极利用现有的农作物基因工程 、育种 、品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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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技术 ，不断培育中药材的新品种 。

　 　至 ２０１３年 ，中药大健康产业已达万亿元规模 ，

中药资源量需求巨大 ，过多地依靠中药野生资源已

不现实 。 枟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枠发展目标指出 ，到 ２０２０年实现 １００种中国药典

收载的野生中药材的种植养殖 ，种植养殖中药材产

量年均增长 １０％ ，这将大大降低对野生中药资源的

依赖程度 。张伯礼院士指出“中药材由野生变家种

是一场革命” ，涉及到中药由野生变家种的技术 、种

质 、品质 、临床疗效等一系列问题 ，都要通过深入研

究得出结论 。目前 ，正在修订的 GAP 规范及备案
制的推行 ，应该很可以为此提供助力 。

2 ．4 　积极寻找 、研究濒危中药的代用品 　对于那些

难于家养的品种 ，目前则只能寻找代用品 ，以满足临

床需求 。特别是那些动物药犀角 、虎骨 、穿山甲 、羚

羊角等 ，更是如此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 ，对于

大多数的濒危物种中药 ，只能是“改弦更张” ，积极大

胆寻找代用品 。在临床探索应用的同时 ，不断深化

基础研究 ，不断积累证据和应用经验 。要真正看到

中药的品种并非一成不变 ，中药的来源亦应与时

俱进 。

　 　总之 ，对于中药资源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

该多措并举 ，多管齐下 ，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才能给

中医药发展提供不竭的源头活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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