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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中药资源、资源普查、中药资源调查等名词的最新解释入手，对 1949 年以来我国进行的几次大规模的

中药资源调查工作做了简要的说明，总结了历次中药资源调查的内容以及取得的主要成果等；并对将要开展的资

源普查工作做了较为明晰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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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调查是合理开发利用中药资源的基

础工作，也是保证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依

据，因此我国非常重视中药资源调查工作。虽然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已经进行过多

次中药资源调查和普查，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人

进行过全面总结，因而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

楚。比如，我国究竟进行了哪几次中药资源调查？

中药资源调查和中药资源普查有何不同？我国在

20 世纪是进行了 3 次中药资源普查吗？都在什么

时间？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对于这些问题，

在不同的著作和论文中有不同的说法，让人莫衷

一是。 
笔者在编写高等院校《中药资源学》教材时，

就遇到了上述问题，作为长期从事中药资源教学

与科研工作的大学教授尚且受此困扰，更何况涉

世不深的大学生与初学者？因此，笔者感到应该

把中药资源调查的历史进行回顾，进而查阅相关

文献，就有关问题进行阐述。 

1  基本名词的界定 

要对中药资源普查有明确的认识，首先应该对

相关名词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根据最新出版的《资

源科学技术名词》[1]将有关名词的定义归纳如下： 
1.1  中药和中药资源 

中药  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的药物。包

括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 
传统中药  是指根据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理论而

应用的天然药物，包括民族药、民间药。 
民族药  是指各民族应用的天然药物，具有鲜

明的地域性和民族传统。 
草药  是指一般无经典本草记载，在民间按经

验方法使用的天然药物。 
道地药材（地道药材）  是指“传统中药材中

具有特定的种质、特定的产区、特有的生产加工技

术或加工方法而生产的质量、疗效优良的药材。” 
天然药物  是指凡可用于预防、治疗人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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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用量的天然物质或天然物

质的制品。 
中草药  是“中药”和“草药”的合称，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流行的名词。 
中药资源  是指可供利用的植物药资源、动物

药资源和矿物药资源；是一定地区或范围内分布的

药用植物（动物或矿物）种类及其蕴藏量的总和；

同时也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形成医疗、保健价

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健康所需的自然生成物及

环境因素的总称。 
1.2  中药资源普查和资源调查 

资源普查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对辖区

内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状况及开发利用和保护

等情况所进行的全面调查。 
自然资源调查  是指查明某一地区资源数量、

质量、分布和开发条件，提供资源清单、图件和评

价报告，为资源开发和生产布局提供第一手资料的

过程。 
药物资源调查  是指对某一地区天然药物资源

的种类构成、数量、质量、分布和开发条件所做的

调查。 
中药资源调查  是指对具有药用价值的动物、

植物和矿物中药资源进行的调查。 

2  1949 年后的中药资源调查和普查 

1949 年以来，我国开展了全国范围的中药资源

调查和普查，对于中药资源的利用与保护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下文将按照时间顺序，就中药资源调查

情况进行简要总结。 
2.1  1958—1960 年药用植物资源调查 

1958—1960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

肖培根教授应卫生部要求，带领 38 名年轻人，用 2
年的时间完成了全国主要药用植物调查，采集标本

达 5 万份，对全国近 500 种常用中药，从原植物、

生药、成分、炮制和效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科学

总结。 
2.2  1960—1963 年各市、区野生药源普查 

1959 年 12 月经全国药政会议讨论，由卫生部

制订了《卫生部普查野生药源方案》，并于 1960 年

3 月 11 日发出《关于普查野生药源的通知》，以国

务院公报的形式“请各省、市、区卫生厅（局）在

各级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结合，制订具体计划，

充分发动群众，在 3 年（1960—1962 年）内基本上

摸清全国野生药材的资源”[2]。 
《卫生部普查野生药源方案》中详细规定了普

查步骤和要求。方案从组织领导、计划、调查方法、

鉴定几方面提出意见，要求“基本搞清一些重点地

（可按自然情况划为哪个山区和哪个县）出产多少

品种，蕴藏量有多大，过去和现在利用情况等。要

求 3 年内基本上完成普查工作。同时结合封山育林、

水土保持、医疗需要等情况，确定开发利用和保护

繁殖的计划”。要求在 1962 年完成后，总结报告上

报卫生部。 
2.3  1969—1972 年群众性中草药运动 

1965 年 6 月 26 日毛泽东主席就医药卫生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

农村去”，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在“六·二

六”指示的指引下和国家一些领导人的直接支持与

参与下，财政上支持以及“两报一刊”（《解放军

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大力宣传下，

在 1966 年我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草药运动，

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少数民

族地区[3]。 

1970 年 1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

“中西医结合，开展群众性的草医草药运动——关

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二十五）”的文章，

更是推动了大搞中草药运动的热潮。中草药运动前

期，主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通过组建医疗队、科研

小分队到农村巡回医疗、进行中医药科学研究、以

开门办学等方式进行中医药的推广。以后随着中草

药运动的深人，赤脚医生相继涌现，成为中草药运

动的主体。赤脚医生在这次大搞中草药运动中，大

搞“三土四自”（“三土”是指土方、土医、土药，

“四自”是指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中草

药展览”以及编写有助于普及中医药知识、指导医

疗实践的中医药手册等活动，极大地推广了这场中

草药运动。当时的农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土药房大

都开辟了药园，种植了大量的常用中药。这场运动

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编写了大量的《中草药手册》。

《全国中草药汇编》和《中药大辞典》正是这次大

搞中药材运动的重大成果。 
《中草药手册》的编写过程是对当地的中草药，

从植物形态到功能主治的一次系统总结，不仅起到普

及中草药知识的作用，而且总结了当地的药物，为中

草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草药手册》

有以下 4 个特点：1）范围广：在此次运动中，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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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自治区（除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外）

都有《中草药手册》出版。甚至一些地、市、县级也

编写了相关用药手册。如广东、福建、浙江、广西等

省的一些县。解放军不少驻地医院也编写了《中草药

手册》。2）数量多：根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 20 世

纪大搞中草药运动中出版的该类著作就有 1 000 种之

多。3）实用性强：在“备战、备荒、为人民”思想

主导下，中草药运动强调实用性，特别适合广大农村

使用。由于当时准备在西药断绝供应的战争环境下，

只有就地取材，所以大多数中草药及验方简便、易取、

易用。4）真实性强：在当时政治形势和道德标准下，

很少做伪，即使态度不认真都可能被严肃处理。因此，

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真实可靠。5）地域性强：各地

编写出版的有关著作，都根据本地区的中药资源实际

情况进行的，因此能够反映各个地区的中药资源情

况，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但在大搞中草药运动过程中，也出现了“不看

药材成熟与否，不管需要多少就大量采集”的现象，

因而导致中药资源的破坏和减少。这种现象当时引

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重视，他们撰写文章，提醒人

们在采集药材过程中要注意保护药源。例如《人民

日报》于 1969 年 8 月 5 日（第 3 版）和 1971 年 3
月 29 日（第 3 版）分别发表题为“保护中草药药源”

和“大家都来保护中草药资源”的文章，提出采药

要留种、避免乱砍乱伐，提倡通过引种移植来扩大

药源等。 
2.4  1983—1987 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 

1982 年 12 月国务院第 45 次常务会议提出“对

全国中药资源进行系统地调查研究，制订发展规

划”，决定对全国中药资源进行普查，以摸清家底，

制定长远发展规划[4]。 

国家经委于 1983 年发布了 310 号文件——“《关

于开展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的通知》”，同时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农牧渔业部、卫生部、对外经济贸易部、

林业部、中国科学院、国家统计局联合下发了

“（1983）国药联材字第 310 号《关于下达全国中药

资源普查方案的通知》”文件。决定对全国中药资源

进行普查，由中国药材公司和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办

公室具体实施。 
从 1983 年开始，历时 5 年对全国 80%以上的国

土面积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内容包括中药资源种

类和分布、数量和质量、保护和管理、中药区划、

中药资源区域开发等。 

通过对 362 种药材蕴藏量、栽培年产量、年收

购量和销售量的统计分析，总结出资源消长变化和

药材产销规律；通过试验总结，提出了实地样方测

算、收购量回归分析、生产收购人员座谈三结合的

蕴藏量调查方法（综合估算法）。根据地域分布规律，

参考有关区划成果，首次提出中药区划的原则和依

据。并建立了 362 种药材数据库。 
1994 年编写出版了《中国中药资源丛书》，包

括《中国中药资源》、《中国中药资源志要》、《中国

中药区划》、《中国常用中药材》、《中国药材资源地

图集》和《中国民间单验方》，其中《中国药材资源

地图集》设计了 400 余种药材图例符号。 
普查结果统计，我国中药资源种类有 12 807

种。药用植物 383 科、2 309 属，11 146 种，占全

部种类的 87%，其中藻类、菌类、地衣类等低等植

物 91 科、188 属，459 种；苔藓类、蕨类、种子植

物 292 科、2 121 属，10 687 种。药用动物 141 目、

145 科、861 属，1 581 种和种下单位（不含亚种），

其中陆栖动物 330 科、720 属、1 306 种，海洋动物

85 科、141 属、275 种。药用矿物 12 类、80 种（原

矿物），其中，铁化合物 7 种，铜化合物 6 种，镁

化合物 16 种，钙化合物 2 种，钾化合物类 2 种，

钠化合物类 6 种，汞化合物类 2 种，砷化合物类 4
种，硅化合物类 16 种，有色金属 7 种；古动物化

石类 4 种；其他类 7 种。 
通过普查，基本摸清了我国 30 个省、市、自治

区及所属市、县中药资源种类。行政区划所属 6 大

区中药资源由高到低排列顺序依次为西南区＞中南

区＞华东区＞西北区＞东北区＞华北区。其中西南

和中南两区中药资源种类占全国总量的 50%～60%，

所属省区一般有 3 000～4 000 种，最多可达 5 000 种；

华东和西北两区种类约占全国 30%，所属省区一般

有 1 500～2 000 种，最高可达 3 300 种；东北和华

北两区种类较少，约占全国的 10%，所属省一般有

1 000～1 500 种，最高达 1 700 种。 
2.5  “八五”、“九五”、“十五”期间中药资源调查 

我国“八五”、“九五”、“十五”期间的中药及

有关科研项目中也包括一些中药资源调查的内容，

以科技部和中医药管理局的科技专项为多。 
2.5.1  国家科技部项目 

科技部社会公益研究专项“珍稀濒危中药资源

调查及保护系统的建立”项目，根据中药资源药用

价值、经济价值、学术价值、潜在价值、道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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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情况、野生资源贮量、栽培情况、生物学特点、

商品情况、临床应用等情况为参数，建立了濒危中

药资源的数据库及预警系统。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药用植物种质资

源标准化整理、整合及共享试点”、“药用植物种

质资源标准和规范的研究与共享”、“珍稀濒危及

常用大宗中药资源的调查”等项目也涉及到中药资

源调查。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项目“中草药与民族药

标本的收集、整理和保存”也与中药资源调查有关。 
2.5.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笔者查到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材种子（种

苗）质量标准规范化示范研究”，可能还有其他的

相关项目。 
2.5.3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由于中药资源来源复杂、种类繁多、分布广泛，

中药资源普查耗时、费力、资金消耗大、动态性差。

为此，2001 年以来，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首次运用 3S 技术［遥感技术（Remote sensing，
RS ）、地理信息系统（ R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对人参种植区域的种植面积进行调查，建

立了人参资源遥感路线和方法。运用 3S 技术，探

讨野生药用植物资源调查方法，采用卫星影像测量，

同时配合地面调查及群落结构分析，计算甘草分布

面积和蕴藏量。 
2.5.4  国家环保总局 

其他与医药无关的项目中也可能包括中药资源

调查的内容，比如国家环保总局的“中国重点药用

生物资源调查”。 

3  小结 

综上所述，进行中药资源普查的内容、方法需

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变化，才能保证中

药资源普查达到预期的目的，使中药资源可持续利

用得到保证。 
3.1  中药资源普查 

2009 年 5 月 7 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扶持和促

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开展全国

中药资源普查，促进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加强对

中药资源的保护、研究、开发和合理利用，加强中

药资源监测和信息网络建设。我国经历多次中药资

源调查和普查，时隔 20 年后，国内中药资源已发生

变化，中药资源种类、分布、量值和应用都在不断

变化。20 年前的许多资料已成为历史资料，难以发

挥生产指导作用。因此，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国中药

资源普查。此次中药资源普查，初步定于 2011 年开

始进行。其目的是全面摸清中药资源的家底，实现

中药资源长期动态监测。在进行普查时，要分清重

点品种和一般品种，在坚持全面普查基础上，重视

常用品种、资源紧缺品种、经济价值高品种资源的

情况及动态[5]。 

根据资源普查的定义，在 20 世纪我国进行的中

药资源调查、普查和大搞中草药运动，都只能算是

中药资源调查的一种，而不是由国务院直接领导进

行的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只有 1983 年根据国家经委

发布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才能

称为“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因此笔者建议即将进行

的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的这次中药资源普查，

定为“第二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3.2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发展调查 

在今后的中药资源调查中，应该进行野生药用

植物资源可持续发展调查[6]。这种调查是将过去静

态的种类调查、蕴藏量调查和化学成分调查转变为

资源动态变化调查。主要包括以下 2 个方面： 
3.2.1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动态调查 

进行野生药用植物的自然更新速率及人工抚育

试验动态调查，为预测今后蕴藏量变化及人工采收

后，资源可能恢复情况提供基础数据，并为制订相

应开发利用及保护规划与措施，提供科学可靠的资

料，调查不能只限在当年，应至少不少于 2～3 年，

或者更长的时间。 
3.2.2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监测性调查 

为了保证野生药用植物资源调查真正能够做到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科学地保护，必须同时对资

源的开发进行带有监测性质的调查。为此，应该进

行每种药用植物使用情况和投产量调查，即目前哪

些药厂大量使用（可以通过药监局等部门了解），其

投产量是否已经超过了年允收量，从而可以为制订

资源可持续发展监控提供有效的数据。 
变单纯的中药资源普查为产、学、研相结合，

为企业服务的监测性调查。在进行中药资源普查时，

应该将企业应用野生药用植物进行药品生产情况作

为调查的主要内容。要求企业提出“资源利用报告

书”，报告书包括：该种药用植物在采收地区的资源

情况（蕴藏量、经济量和年允收量），计划年采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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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采取了资源恢复技术措施等。为了完成这种报

告，企业有可能会邀请中药资源调查专家和工作者

协助进行调查，从而变资源调查的国家投资为企业

投资，变国家行为为经济化、企业化行为。这样做

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企业能更好的进行生产，避免

以后由于资源枯竭而影响生产；另一方面也保证我

们的蕴藏量调查不会成为企业生产的资本，成为破

坏资源的数据。 

3.3  3S 技术的应用 
“3S”技术以其宏观性、实时性的特点，在农

业、林业的自然资源量值和生长势调查中，已得到

广泛的应用[7-8]。因此，在中药资源调查中利用 3S
技术进行中药种类、蕴藏量、产量、分布等调查，

可提高调查精度与准确性、科学性、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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