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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麻黄资源的利用现状及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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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内蒙古麻黄的资源状况、资源价值、生长习性和分布进行了分析, 同时探讨了内蒙古地区麻黄资源过度
利用所造成的分布区缩小与生境受胁迫的因素等环境问题。在深入分析内蒙古草原和荒漠天然植被生态系统的生
态环境现状后, 提出了内蒙古麻黄资源的保护对策和建议: 建立草原和荒漠区天然植被保护工程, 保护生态环境;

建立国家重点野生植物的原生境保护区; 建立和完善麻黄的人工种植基地,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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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黄是一种传统的中药, 具备生态和经济的双重价值。

它的水溶液提取物具有兴奋中枢、兴奋交感神经、发汗、利

胆、抗炎、抗过敏等作用, 另外还影响特定的血清成分。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 麻黄碱中的提取物甲基苯丙胺, 在欧洲及东

南亚一些国家滥用现象日益严重, 造成了麻黄碱的短缺。我

国是天然麻黄碱生产和出口大国, 近年来, 一些地区受高额

利润的驱使, 大量收购天然麻黄, 致使天然麻黄植物资源受

到严重破坏。为此, 对于发菜、甘草、麻黄等天然植物资源, 国

务院同时下发了《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

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由于多年来人们对麻黄的滥采乱

挖, 野生麻黄的分布面积缩减, 质量急剧下降, 处于枯竭的危

境, 直接造成草原和荒漠植被的破坏, 形成荒漠化土地。麻黄

现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和《中国农

业部门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因此, 必须保护天然麻

黄植物资源, 遏止土地荒漠化的发生。为了解决麻黄资源匮

缺的问题, 我国麻黄人工种植技术已取得成功 [1 ], 在种子直

播、育苗移栽、分株、带不定根的横走茎的繁殖等方面均有报

道[2, 3 ] , 并且可以使麻黄在盐碱地种植[4, 5 ] , 使麻黄的种植范

围近一步扩大。

1　内蒙古麻黄资源现状

　　中药麻黄的原植物为草麻黄 Ep hed ra sin ica Stapf。内蒙

古的麻黄属植物共有 7 种, 其中有 6 种可以入药 [6, 7 ]。按照入

药部位又可分为两类, 入药部位为茎枝的中药麻黄有: 膜果

麻黄 E 1 p rz ew alsk ii Stapf; 入药部位为草质茎及根的中药

麻黄有: 草麻黄、中麻黄 E 1 in term ed ia Sch renk ex C1 A 1

M ey1、木贼麻黄 E 1 equ isetina Bunge、斑子麻黄 E 1 lep i2
d osp erm a C1 Y1 Cheng 和灰蓝麻黄 E 1 g lauca R egel。其中

在内蒙古分布最广、产量最大、中药用量最大的麻黄资源种

类为草麻黄。

111　生长习性: 旱生植物, 适宜于温凉、干燥的气候环境, 耐

旱性强, 较耐贫瘠, 生于海拔 800～ 1 500 m 的开敞、干燥、多

石的山坡和山前地带及丘陵坡地、平川、沙地 [7 ] , 在沙地上常

有聚生的小片群落。对土壤要求以微碱性为宜, 特别是富含

有机质的沙质土壤。在年均气温 9 ℃～ 15 ℃, 年降雨量

300～ 500 mm 的地区最为适宜。

112　分布区域: 在我国, 现有麻黄属植物 15 种 2 变种, 生长

的适宜生境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广阔的草原区和荒漠区及

其山地, 主要分布在北纬 35°～ 49°, 适应性很强, 耐严寒和干

旱, 喜生于干旱或半干旱沙质土壤, 为石质和沙质草原及草

原化荒漠的伴生种, 局部地段可形成群落 [8 ]。在内蒙古, 从东

向西, 麻黄分布于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

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盟、鄂尔

多斯市、阿拉善盟, 重点分布于草原区和荒漠区 (表 1)。

113　经济价值及产量: 麻黄别名麻黄草, 为我国著名的中药

资源, 其茎入药能发汗、散寒、平喘、利尿, 主治风寒感冒、喘

咳、哮喘、支气管炎、水肿; 根入药能止汗, 主治自汗、盗汗; 茎

也入蒙药, 能发汗、清肝、化痞、消肿、治伤、止血, 主治黄疸型

肝炎、创伤出血、子宫出血、吐血、便血、咯血、搏热、劳热、内

伤。除药用外, 在冬季羊和骆驼乐食其干草。麻黄茎及根含生

物碱 1%～ 2% , 其中 40%～ 90% 为麻黄碱, 其次为伪麻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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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去甲麻黄碱、去甲伪麻黄碱、甲基麻黄碱、甲基伪麻黄碱

等化学成分。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均出产麻黄, 是内蒙古最

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

表 1　内蒙古麻黄的分布

Table 1　D istr ibution of H erba Ep hed rae

in Inner M ongol ia

种　名 分　　布　　区

草麻黄　 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赤峰、锡林郭勒盟、乌兰察
布盟、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盟

中麻黄　 同上
木贼麻黄 赤峰、锡林郭勒盟、鄂尔多斯、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
膜果麻黄 鄂尔多斯、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
斑子麻黄 阿拉善盟
灰蓝麻黄 阿拉善盟

2　分布区缩小和生境受胁迫的因素

211　气候严重干旱: 由于我国西部降水量逐年减少, 连续数年

干旱。近来虽然部分地区旱情有所缓解, 但是降水月份相对集

中, 春季干旱, 使植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受到很大程度的影

响, 也使麻黄种群分布面积日益缩小, 个体数量也逐年减少。

212　掠夺式采挖: 人们的大量采挖是造成麻黄种群数量急

剧减少的主要原因。尽管麻黄属于国家限制性出口贸易商

品, 但是由于近些年来国内外市场麻黄药材的需求量猛增,

市场上供不应求。国内制药企业麻黄素年生产能力为

1 850 t, 由于天然麻黄草的采挖受到限制, 药源严重不足, 使

得国内企业麻黄素实际年生产量为 943 t, 麻黄素生产车间

开工率不足 50% , 致使许多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全国已兴

建了相当数量麻黄的加工企业。以内蒙古为例, 目前至少有

4 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麻黄素生产厂家 (通辽、赤峰、和林、鄂

尔多斯) , 而其原料又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生产需求, 造成其

收购价格相对较高和人们掠夺式采挖现象屡禁不止。除地上

部分外, 甚至将根也一并挖出。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 到内

蒙古挖药材人员近 200 万人次, 所到之处牧草被连根挖起,

成片牧草枯死, 造成大面积土壤裸露, 使 4×106 hm 2 草场完

全沙化, 113×107 hm 2 草场遭到严重破坏。

213　草原的过度利用: 研究表明, 草原生态系统的营养物质

(氮和磷为代表) 投入和输出失调、草原的季节性过牧 (特别

是春季)是造成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而且, 直接影响到组成

草原植被的各种植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

3　生态环境现状和保护对策

311　生态环境现状: 草原和荒漠天然植被生态系统十分脆

弱, 其退化现象十分严重, 目前我国草原退化面积的速度为

每年 015% , 草原和荒漠地区的植被恢复工作形势十分严

峻。农业用地明显增加, 特别是 1958—1962 年和1966—1975

年在内蒙古东、南部及河北坝上草原的大规模垦殖活动, 不

但导致残留草原因超载而退化, 新垦地本身也迅速沙化, 科

尔沁草原最终成为科尔沁沙地, 浑善达克沙地沙丘急剧活

化, 造成了农牧业两败俱伤的后果。除此, 由于气候连年干

旱, 人为过度超载放牧, 鄂托克草原已变成鄂托克沙漠的雏

形。掠夺式经营造成绿化赶不上沙化, 治理赶不上退化。形成

“破坏—建设—破坏”的恶性循环局面。另外, 我国草原垦殖

撂荒地面积为 81430×107 m 2, 占总流域面积的 0179% , 流动

沙地面积 11757×107 m 2, 占总流域面积的 0116%。因此, 我

国干旱区、半干旱区天然植被的保护应该放在与退耕还林、

还草政策和措施同等重要的位置。目前尽管国家和部分省区

已建立了数量很少、面积较小的草原保护区, 如锡林郭勒草

原大自然保护区、贺兰山自然保护区、西鄂尔多斯珍稀濒危

植物自然保护区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但是不论是投资力度

还是管理水平, 都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在内蒙古野生

麻黄草面积、产草量和草质都严重下降, 同 20 世纪 50 年代

相比, 产草面积和亩产量下降了近 50% , 麻黄草生物碱含量

由 113% 下降至 017%～ 018% , 麻黄素产量的不足已严重影

响了医药企业的发展。

312　保护对策

31211　建立草原和荒漠天然植被保护工程: 国家出巨资建

立专项经费, 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由国家林业局负责, 管理

经费及保护工作直接落实到省、区、地、市、县的林业局, 在全

国形成了天保工程网络系统, 经过几年的建设, 现在已收到

了很好的效果。因此,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 应该尽快建立草原

和荒漠天然植被保护工程, 重点落实在我国西部省区。草原

和荒漠天然植被保护工程的建立, 可以结合目前我国西部地

区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禁牧等政策, 更有效地保护麻

黄及其他野生草资源。同时, 借鉴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经验, 进

行划区、划片管理, 真正把草原和荒漠天然植被的保护工作

落实到实处。

31212　国家重点野生植物原生境的保护: 内蒙古和西北干

旱、半干旱区生态保护建设当务之急不是造林, 而是应该制

止天然植被的破坏, 防止土地的进一步荒漠化, 特别是对麻

黄、甘草、黄芪等一些经济价值较高的野生中药资源进行重

点保护。在我国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近几十年来, 由

于对野生中药材不合理的极度采挖, 不但造成该地区的生态

环境和植被的严重破坏, 同时也促使一些中药材资源濒临枯

竭。而且, 按照保护生物学的观点, 保护一种植物资源, 很大

意义上是保护该植物的原生境, 中药麻黄也不例外。因此, 建

议首先应该在现有的草原和荒漠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内, 例如

在科尔沁、锡林郭勒和鄂尔多斯, 尽快建立以保护国家重点

野生植物原生境为近期目标的保护点 (片) , 逐步推动保护和

恢复沙地植被、荒漠植被和草原植被。

31213　建立麻黄人工种植基地: 为了解决麻黄资源的问题,

应该在有条件的地区, 大量种植麻黄, 加强科技投入。而且人

工种植是解决麻黄资源利用与保护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同

时, 也是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 有些地

区已经探索出一条麻麻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新路, 并总结出一

些好的经验。例如, 在内蒙古开鲁兴利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与

当地政府合作, 建立麻黄人工种植基地示范园。示范园内, 通

过人工补植的方法, 使天然麻黄草原植被, 得到很好地恢复,

近几年来, 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收到了很好的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另外, 在内蒙古西南部的鄂尔多斯市, 政府、

企业和当地农牧民, 也在一些地区开展了大面积的麻黄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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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 收到了很好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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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有鹿蹄草属植物的研究进展

罗定强, 杨燕子, 宋　莉, 王军宪α

(西安交通大学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综述中国特有鹿蹄草属植物共 17 种 3 变种的资源分布, 以及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
临床应用研究概况。该属植物主要含有黄酮类、鞣质、多酚类、醌类及其他化学成分; 药理研究证明其具有抗菌、抗
病毒、抗炎、对心脑血管系统作用、止咳、平喘、祛痰等作用; 在临床上主要用于心脑血管疾病、抗菌、抗炎、止咳、平
喘、祛痰等, 疗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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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stud ies on spec ia l plan ts of Pyrola L 1 in Ch ina
LUO D ing2qiang, YAN G Yan2zi, SON G L i, W AN G Jun2x ian

(Co llege of Parm acy, X i’an J iao tong U niversity, X i’an 710061, Ch ina)

Key words: Py rola L 1; d ist ribu t ion; p lan t resou rces

　　鹿蹄草属 (Py rola L 1) 植物全世界约有 30 余种, 多分布

于北半球的温带和寒温带地区。我国是其主要分布区, 有 27

种 3 变种, 全国各地均产, 但较集中分布在西南和东北, 中国

特有鹿蹄草属植物共 17 种, 3 变种, 西南地区特有种约占我

国全部种的 5215%。1984 年林泉等报道鹿蹄草亚种 Py rola

rotusif olia L inn 1ssp1 ch inensis H 1 A ndr1 (1914)与川北鹿蹄

草 P 1 ca llian tha H 1 A ndr1 (1924) 合并, 提升为种, 并根据

1978 年版《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列宁格勒法规) 的规定, 把

我国的鹿蹄草的学名选用为 Py rola ca llian tha H 1 A ndr1[1 ]。

该属植物鹿蹄草 P 1 ca llian tha H. A ndr. 和普通鹿蹄草 P 1
d ecora ta 是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中药鹿衔草

项下的两个来源, 均为中国特有种, 具有祛风湿、强筋骨和止

血功能, 临床用于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及脉管炎等疾病。笔者

参考国内外资料, 综述了中国特有鹿蹄草属植物的分布、化

学成分研究、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

1　中国特有鹿蹄草属植物资源分布

　　中国特有鹿蹄草属植物共 17 种 3 变种, 特有种植物来

源、主要分布区域和海拔高度见表 1。

2　化学成分

　　国外研究主要以日本鹿蹄草、红花鹿蹄草、肾叶鹿蹄草

为主, 而对中国鹿蹄草属植物特有种研究甚少。且国内对该

属植物化学成分研究的报道甚少, 最早的是 1988 年王西发

对鹿蹄草亚种化学成分进行了初步研究, 但不够深入[2 ]。

1989 年台湾学者H uang 等对台湾鹿蹄草进行了研究 [3 ]。迄

今, 王军宪等首次对中国特有鹿蹄草属植物部分种鹿蹄草、

普通鹿蹄草和紫背鹿蹄草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系统研究, 从中

分离出 30 个化合物, 其中 25 个化合物是首次从该植物中得

到, 两个为新发现化合物并且命名为羟基肾叶鹿蹄草苷和鼠

李素232O 2阿拉伯糖24′2O 2葡萄糖苷[4～ 9 ]。同时, 进一步实验

研究与考证认为鹿蹄草中不含有熊果苷, 建议将高熊果苷作

为鉴别中药鹿衔草的依据[10 ]。以下就 4 种中国特有鹿蹄草

属植物所提取分离的化学成分与化学成分含量测定分别予

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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