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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药用石斛资源调查研究

白 音1”，包英华1，金家兴3，阎玉凝2，王文全2+

(1．韶关学院英东生物工程学院，广东韶关512005；2．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北京100102}

3．兴义市吉仁堂药业公司，贵州兴义562400)

石斛为兰科石斛属(Dendrobium Sw．)多年生草本植

物，以新鲜或干燥茎入药，是一种重要的大宗中药材。多年以

来，商品石斛主要依靠野生药用石斛资源，随着药用石斛开

发利用的不断深入，国内外需求量逐年增加，我国野生药用

石斛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有些地区甚至面临枯竭。为了保

护野生兰科植物资源，各国都出台了许多禁止采挖或销售野

生兰科植物的法规和条例，如1975年生效的《濒危野生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把所有兰科植物全部列入附录

I和I中}于1987年出台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

中，环草石斛、黄草石斛、金钗石斛、马鞭石斛和铁皮石斛被

列为国家三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据报道，近年来在我国浙江、云南、贵州、广西和安徽等主

产区，大力发展药用石斛的人工种植生产，建立了一些规模较

大的栽培基地。为了深入了解我国野生和栽培药用石斛种类、

规模和蕴藏量，笔者对我国药用石斛主产区进行了调查研究。

1调查时间和地点

调查时间：2004年8月至2005年10月；调查地点：安徽

省(毫州市、六安市和霍山县)，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和义

乌市)，广西省(玉林市、百色市和靖西县)，贵州省(兴义市、

贞丰县、安龙县、则戎乡和赤水市)，云南省(西双版纳、思茅

市、广南县、保山市和瑞丽市)和广东省(清远市、韶关市乳源

县和始兴县)等地。

2调查方法

2．1实地调查测量：利用生态学和中药资源学的资源调查

方法，对野生药用石斛的分布面积和蕴藏量以及栽培药用石

斛品种、种植面积和产量进行实地调查统计或测量。用目测

法估测野生药用石斛资源的分布面积和蕴藏量。栽培药用石

斛的种植面积通过现场测量计算获得。目前我国药用石斛的

人工栽培订有仿野生栽培和大棚种植两种模式，仿野生栽培

区样方设置为10 m×i0 m，大棚种植区样方设置为1 m×1

m，各布置3个样方。取3个样方药材产量的平均值，并根据

栽培总面积，最终计算出各产区的药用石斛总产量。

2．2查阅文献及访问调查：在实地调查工作中，深入查阅当

地药材公司、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医药院校等单位的相关文

献资料，掌握当地近30年的野生和栽培药用石斛资源的分

布情况、大致数量、保护与利用状况，以及近年来药用石斛资

源的产销状况。

3调查结果

3．1我国野生药用石斛资源现状

3．1．1 野生药用石斛种类及分布：兰科石斛属植物在全世界

有1 000余种，广泛分布于亚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至大洋洲。我

国石斛属植物有74种2变种，分布于秦岭以南诸省区[1]。

我国药用石斛种类有50余种[2]，主产于云南、贵州、广

西、广东和海南等省区。但是，这次实地调查中，很难找到野

生药用石斛分布和种类。通过调查当地药材集市(当地药农

集中零售药材的地方)，才收集到了少数野生药用石斛种类。

统计结果表明我国野生药用石斛实地调查的数量均比文献

记载的数量少(表1)。从当地药农反映情况来看，大约20年

前野生药用石斛分布广和种类多，而减少最快的也就是近

10年的时间。广东石斛D．wilsonii Rolfe为一个广布种，产

于福建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至西部、湖南北部、广东西南部和

北部、广西南部至东部、四川南部、贵州西北部至东北部以及

云南南部Ⅱ]。但这次调查中却没有收集到该种植物，目前可

能濒临灭绝。

表1我国野生药用石斛种类

Table 1 Species of natural medicinal plants

of Dendrobium Sw．In Chlna

3．1．2野生药用石斛分布面积及蕴藏量：野生药用石斛生

长环境特殊，多附生于高大乔木或岩石上，用常规资源调查

方法很难测量其分布面积和蕴藏量；另外，随着社会需求量

的不断增加，长期过度采集，目前难以找到野生药用石斛资

源。因此，本次调查统计中就没有列入我国野生药用石斛这

方面的数据。

3．2我国栽培药用石斛资源现状

3．2．1栽培药用石斛品种数量及分布区域：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栽培药用石斛30余种(表2)，主要栽培品种有7个，分

别是铁皮石斛D．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金钗石斛D．

noln'le Lindl．、流苏石斛D．fimbriatum Hook．、美花石斛D．

10ddigesii Rolfe、柬花石斛D．chrysanthum Wal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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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l．、鼓槌石斛D．chrysotoxum Lindl．和霍山石斛D．

huoshanense C．Z．Tang et S．J．Cheng。云南省以铁皮石

斛、金钗石斛、流苏石斛和鼓槌石斛为主，栽培基地主要分布

于云南东南部、南部和西南部。贵州省主产美花石斛和金钗

石斛，其地主要分布于黔西南、黔东南和黔西北。近年来，西

广地区的药用石斛发展规模比较快，其主要产区在桂南、桂

东、粤西南、粤西北和粤北地区，铁皮石斛、金钗石斛、流苏石

斛和美花石斛是本地区主要栽培品种。霍山石斛主产于安徽

省霍山县。除浙江省和安徽省外，其他省区的主流栽培品种

几乎相同，很难体现出适合于当地发展的优势品种。

品种鉴定结果表明，我国多数药用石斛栽培基地，都存

在品种混乱、品质差异大以及混种、混收等现象。云南省景洪

市一家铁皮石斛栽培基地理，发现不少齿瓣石斛D．

devonianum Paxt．和细茎石斛D．moniliforme(L．)Sw．植

株。另外，浙江一家铁皮石斛种植基地，种植来自于云南、广

西和贵州等很多地区的铁皮石斛品种。

3．2．2栽培药用石斛种植面积和产量：统计表明，2005年

我国栽培药用石斛总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约为5×106 m2

和6×105 kg／年。但各省区栽培药用石斛种质面积和产量差

异较大(表3)，云南省栽培药用石斛种植面积和产量均为首

位，大约每年可产459 429．6 kg；浙江省次之，年产量大约

106 053．0 kg；安徽省主产霍山石斛，产量较低，年产量仅约

533．6 kg。广东省虽然栽培药用石斛品种较多，但种植面积

小，种植区分布零散，产量不高，年产量仅3 801．9 kg。

表2我国栽培药用石斛品种数量概况

Table 2 Amount and species of cultivated medicinal plants of Dendrobium Sw·in China

*为该省主要栽培药用石斛品种

*main species of cultivated medicinal plant of Dendrobium Sw．in relative provinces

表3我国药用石斛栽培面积及产量状况

Table 3 Situation of planting area and yield of medicinal

plants of Dendrobium Sw．in China

4结论

保护我国野生药用石斛种质资源，是我国药用石斛可持

续开发利用的重要保障。各主产区不仅要严格遵守保护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法规和条例，更重要的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有效

措施和办法，妥善保存野生药用石斛种质资源。如建立设施

较为完善的药用石斛种质资源圃，集中保护野生药用石斛种

质资源}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和方法，离体保存药用石斛的细

胞、组织或器官等。

应重视我国药用石斛品种整理和品质评价研究工作。丁

小余等聃3对产于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铁皮石斛进行研究

发现，不同居群铁皮石斛茎的形态结构和品质存在一定差

异，认为F型居群的铁皮石斛茎粗壮、柔软性强且角质层中

具有较丰富的蜡质，细胞中含有丰富的黏性多糖，适合于加

工优质枫斗，而H型居群的铁皮石斛的茎杆较硬角质层中的

蜡质较少，光泽差，故不适宜加工成铁皮枫斗。石斛是《中国

药典))2005年版中收载的原植物最为众多，品种最为混乱的

中药之一。因此，开展深入系统的药用石斛品种整理和品质

评价研究，筛选优质药用石斛品种，对我国药用石斛产业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加快我国药用石斛规范化栽培和产业化发展进程。据有

关部门统计，我国药用石斛产销量增加非常迅速，20世纪60

年代，全国石斛类药材的产销量i．5×104kg，而到了80年代

产销量却迅速增加为6×105，上升幅度近40倍[9]，此期间的

商品药用石斛主要来自于野生资源。本次调查统计结果显

示，目前我国栽培药用石斛年总产量为6×105kg，与20世纪

80年代的产销量比较接近。据报道，我国药用石斛原材料需

求量大约8×105 kg[1⋯，说明我国药用石斛需求量缺口仍

很大。

总之，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社会需求，各地区要根据自

身的资源优势和生产实际，攻关生产中的关键技术环节，统

筹规划，区域协调发展，以促进我国药用石斛产业的快速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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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现代化进程中知识产权问题的研究

金泉源，黄泰康

(沈阳药科大学现代社会药学研究中心，辽宁沈阳 110016)

目前，世界各国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向着“整体医学”的

方向发展，它强调人类生命健康应注重人与自然、社会协调

统一。这个“整体医学”模式与我国中医理论“天人合一”的整

体观念吻合。此外，在提倡绿色消费的热潮下，人们对中药也

越来越寄予厚望。

从中药行业发展的大环境看，加入WT0后西方国家对

中药较严厉的政策限制将逐步取消，这对中药来说无疑是一

个机遇。而且我国民间存有的大量具有独特药理功效的中药

验方、秘方也可适当开发，为企业及行业带来巨大利润。

尽管中药发展前景乐观，但要真正实现走向国际市场，

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我国中药产品中有效成分不明确，缺

乏明确的质量控制标准，只能以食品或营养补充剂的形式在

国外销售。而从我国进口原料的日本、韩国、西欧等国家和地

区加工生产的“洋中药”却畅销国际市场，而且还涌入我国市

场，使我国中药企业面临被动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有3方

面：(1)中药制荆成分复杂，部分中成药没有明确定性、定量

指标，同时又缺乏明确的有效成分标准和规范的检测方法，

无法保证其质量稳定，判定其临床疗效。(2)某些中药标准中

个别鉴定项目的重复性差，按此标准中的方法操作无法定

性、定量检查。(3)缺乏被国际公认和接受的客观、严格的质

量控制标准。

随着我国中药进入国际市场的脚步越来越快，中药现代

化的进程也逐渐加快，而在这个过程中中药知识产权的问题

越来越为行业所关注，本文对中药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产权

的问题进行探讨。

1 中药现代化进程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

为提高中药的质量控制标准和质量检测标准，使我国中

药为国际认可，必须实施中药的现代化、国际化之路。实施中

药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与开发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建立

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采用先进工艺及现代化剂型，建立

中药质量标准规范，提高中药质量标准水平}加强中药药理、

毒理研究，重视中药临床试验，制定中药生产管理规范。在这

一过程中，必须大力加强中药知道产权的研究与保护，否则

我国的中药产业将成为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就失去了

生存的空间。所以我们说知识产权Cg其是专利)是中药现代

化进程能否顺利实现的保障，其意义重大。

2我国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及其分析

2．1 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中药专利申请数量情况看，我

国中药专利申请数量自1985年以来稳步增加，尤其在1993

年，由于专利对中药产品进行保护(1993年以前是方法保

护)，扩大了中药保护范围，专利申请数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增长。但是1994年以后，中药专利申请后劲不足，科技创新

乏力，专利保护形势不太乐观。见图1。

从中药专利申请技术领域分布情况看，对1993--1999

年公开的专利申请文献进行初步统计，按照专利申请类型划

分，主要是方法、产品和用途专利申请。对于2 460篇方法专

利申请来说，93．8％为药物常规生产方法，涉及特定生产工

艺的提取方法占3％，柱色谱分离占2．3％，炮制方法占

0．7％，超临界萃取占0．2％。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中药方法

专利占总专利数量的比重仍较大，在方法申请中，以常规方

法为主，涉及特殊方法的仅为少数。这也说明我国在研究开

发中药新产品时科技创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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