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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实际工作经验
,

从样地和样方的设置
、

蕴藏量调查的野外工作
、

蕴藏量和 允 收量的计

算等几个方面对药用植物蕴藏量调查方法进行了探讨
。

单位面积药用植物株数与单位重 量 药材相

当的药用植物株数的比
,

为单位面积蕴藏量
。

将单位面积蕴藏量与地表面积相乘
,

即为 按 坡度梯

度
、

坡向分类的蕴藏量 它们的和
,

即为该品种的总蕴藏量
。

为了在一个采收周期内采 收利用现

有的药用植物资源
,

年允收量为药材蕴藏量与采收周期的比
。

关锐词 药用植物 蕴藏量调查 样方

对野生药用植物资源从量化的角度作出客观的评价
,

对于制定药材生产计 划
、

发展 规

划
、

确定资源开发
、

利用
、

保护的方针和措施有重要的意义
。

我们在 年
、

年对黑龙

江省呼玛县的药用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
,

对重点品种进行了蕴藏量测算
。

根据资源的地理分

布特征
,

在五万或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选择有代表性的坡向
、

坡度
、

海拔高度和植被类型设

置样地
,

标出具体方位
。

根据样地上植物的种类及其密度
,

随机或按一定的几何规则 如对

角线 设置样方
。

在野外调查时
,

详细记录样地的位置
、

面积
、

坡向
、

坡度
、

海拔高度
、

植

被类型
、

样方面积
、

被调查植物的株数
。

将各样方中的药用植物株数
,

按坡向
、

坡 度 分 类

后
,

换算成每平 方千米面积内的株数
。

以下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的一点体会
,

供参考
。

样地
、

样方的设置

根据资源的地理分布特征
,

在五万或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选择有代表性的坡 向
、

坡

度
、

海拔高度和植被类型设置样地
,

标出具体方位
。

根据样地上植物的种类及其密度
,

陡巾毛或按一定的几何规则 如对角线 设置样方
。

为

了计算上的方便
,

样方均取正方形
。

根据药用植物的群落特征设定样方面积 被测植物的植

株个体小
,

分布密度高的
,

样方面积小
,

如
“ , 徜若植株个体虽小

,

但密度较低的
,

样方

面积则应扩大 植株个体大的
,

测定时的样方也应较大
。

在样地和样方的地理位置设置合理的前题下
,

蕴藏量的调查精度与样地和样方的数量及

面积成正比
。

因此
,

为了缩小蕴藏量测定的误差
,

在设置样地时应尽可能扩大样地和样方的

数量和覆盖面积
。

蕴藏 调查 的野外工作

到达在地 图上标定的样地后
,

用罗盘测定样地的坡向
,

坡向分东
、

西
、

南
、

北
,

可以以

南
、

北坡向为主 用坡度仪测定样地的坡度
,

坡度划分成若干梯度记录
,

如 。一
“ ,

一
。

一
。 , 。

含
“

以 仁 等
。

在样地上随机或按一定的几 何规则设置样方
。

样地上的被调查植物如果分布均匀
,

随机

设置样方即可 如果分布不均匀
,

则应按一定的几何规则设置样方
,

如在对 角线上或若干个

,

容
,



方格线上设置样方
。

详细记录样地 的位置
、

面积
、

坡向
、

坡度
、

海拔高度
、

植被类型
、

样方面积
、

被调查植

物的株数
。

根据各种药用植物的具体情况
,

在不 同的样地上采样
。

采样后去掉泥土等杂质
,

分别称

量药用部位和非药用部位的鲜重
,

记录
,

置通风处阴干
。

蕴藏量的计算

单位面积药用植物株数 将野外工作中记录下的各样方中的药用植物株数
,

按坡向
、

坡度分类后
,

换算成平方千米面积内的株数
。

出材率及单位重量药用植物株数 将野外工作中采集的各种药用植物样品
,

称量 药 用

部位和非药用部位的鲜重
,

阴千后称干重
。

干重与鲜重的比值即为 出材率
。

同时
,

计算每千

克干燥品相当于原植物的株数
,

为蕴藏量计算作准备
。

需要指 出的是
,

这里的植物株数
,

实际上是植物地上茎的数
。

植物因采收时期的不 同
,

出材率往往有变化
,

有时变化的幅度很大
。

一般说来
,

在营养

生长期和花期
,

根和根茎类药材的出材率较低 , 而进入枯萎期和休眠期时
,

出材率可达峰值
。

将药用部位和非药用部位的出材率同时进行计算比较
,

是为进一步开发
、

充分利用资源

而设计的
。

按坡向
、

坡度分类计算地表面积 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
,

按坡向
、

坡度将 被测地

块分类标定
,

画出界线轮廓
,

用数字式求积仪求出各类地块的面积
,

填入地图面积表
。

地图

面积的测定
,

使用求积仪测定方便快捷
。

如无求积仪
,

也可用特制的透明方格片 套 地 形 图

上计算
,

或用透明纸片描图
,

剪下相应的分类地块图
,

称重
,

计算
。

后两种 方法误差较大
,

操作繁锁
。

由于坡度的存在
,

实际地表面积要 比地图上求算出的大
。

若每个样方的面积 均 为 正 方

形
,

则根据三角函数可求出 实测系数 表
。

将实测系数与地图面积相乘
,

即为按坡 向
、

坡度分类计算的地表面积
。

蕴藏量的计算 单位面积药用植 物 株数

与单位重量药材相当的药用植物株数的比
,

为

单位面积蕴藏量
。

将单位面积蕴藏量表中的单位面积蕴藏量

与地表面积表中相应的面积相乘
,

即为按坡度

表 实测系数表

坡度级

。

“

。

坡度均值 实 系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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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
、

坡向分类的蕴藏量 , 它们的和
,

即为该品种的总蕴藏量
。

药用植物以地下部分入药的居多
。

在进行资源蕴藏量调查时
,

将地上部分的蕴藏量同时

测 出
,

有利于资源进一步开发利用
。

允收量的计算 理论上讲
,

为了在一个采收周期内采收利用现有的药用植物资源
,

计算

年允收量
。

年允收里 药材蕴藏量 采收周期
。

各种药用植物的采收周期因入药部位和植物 自身的生长特性而不 同
。

考虑到野生状态与

家植的不 同
,

在对呼玛县药用植物资源进行年允收量计算时
,

对地下部分和全株 入 药 的 植

物
,

以相应药用植物栽培周期的 倍
,

为采收周期
。

应该指出的是
,

按上式计算的年允收量
,

是最大值
,

实际采收时
,

应低于理论值才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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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中药资源的永续利用
。

讨论

样方的数量
,

直接影响蕴藏量调查的精度
。

调查所需的样方数 与所测得 的精度
、

所

要求的精度 成下式关系〔周荣汉
,

等 中药资源学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

〕
。

样方的抽样亦有主观取样
、

系统取样和随机取样等多种方法
。

大多数药用植物的分布受坡 向
、

坡度以及海拔高度的影响
。

由于黑龙江省呼玛县的地势

起伏不大
,

以上探讨蕴藏量调查时只考虑了坡向和坡度因素
。

如果被调查地区的海拔高度差

异较天
,

明显影响植物的垂直分布时
,

应考虑海拔高度因素对蕴藏量测定的影响
。

在进行出材率测定时
,

应 以各种药用植物的实际可能采收的药用部位量为依据
。

如黄答

在实际采收时根的量大约为原植物根的量的
。

另外
,

应特别注意测定的时间与药材 的 采

收时节相吻合
。

不 同采收时期的出材率往往有很大变化
。

正确求得不 同坡度地块上的药用植物的蕴藏量
,

是影响调查精度的另一关键
。

多数坡度

较大的山地上
,

由于郁闭度相对较低
,

草本药用植物的分布种类多
,

密度高
。

坡度越大
,

地

图面积与实际地表面积相差越大
。

在求算这些地块上的蕴藏量时
,

首先应尽可能准确地测得

实际地表面积
。

文中给出的在求算地面积时的实测系数
,

因人为的坡度级划分可相应地有不

同
。

年允收量的计算
,

除 了需要准确掌握蕴藏量外
,

还需掌握被测植物的采收周期 更新周

期
。

影响采收周期的因素主要是植物自身的生长特性
,

气候
、

生态环境等因素占次要地位
。

另外
,
实际年允收量

,

应 扣除因交通等原因人们 目前无法采收的地块上的蕴藏量
。

一 一
收稿

上接第 页

保留时间 为
,

样品的测定

样品用甲醇溶解
,

见表
。

纬

分别配制成。 的溶液
,

经超滤膜滤过
,

进样 归
,

测得结果

讨论

本实验流动相中加入一定量 的醋酸
,

表 样品浏定结果

批号 姜黄素含量

对姜黄素起离子抑制作用
。

本实验柱效高
,

分离效果优于 文 献方

法〔〕
,

其中姜黄素与去甲氧基姜 黄 素 和二

去甲氧基姜黄素之间达到基线分离
。

北京长城食用色素厂 了

北京怀柔生化 研究所  

邢台新华化工厂  

进口 分装 北京采购  

供应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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