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4· 中草蔼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第38卷第2期2007年2月

药材与资源

黄芩在中国适生地分析及其数值区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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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黄芩在中国适生地区域，为黄芩生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应用“生物适生地分析系统”，对黄

芩生长发育过程进行各种生物气候分布滑移过程的相似计算、测序与分析。结果 在我国种植黄芩的不同适宜程

度区域共有736个点，其中最适宜区为268个点。结论采用生物适生地分析系统，结合黄芩道地产区承德的资

源，可以较好地对黄芩的适宜区进行数值分级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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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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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s the adaptive area and regionalization of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in

China。in order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oduction of S．baicalensis．Methods With the Ana—

lytical System of Adaptive Region for Living Being’S Growth(RALG)，the similar calculation，measure

sequencing，and analysis of variety bio—climate distributing slide process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baicalensis were carried out．Resuits It showed that there were 7 3 6 sites of different adaptive areas and

regionalizations of S． baicalensis among all the counties in China，among which 268 areas were the most

adaptive areas．Conclusion The RALG combined with the data of the cultivation of S．baicalensis in

Chengde can be used for the numerical division of the adaptive area and regionalization of S．baical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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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为唇形科黄

芩属植物，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25～60 cm，主根

粗壮，圆锥形，茎直立或斜生，多分枝，叶披针形，以

干燥根入药，是我国常用大宗药材品种。黄芩性寒、

味苦，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安胎等功能。主治

高血压、动脉硬化、肺热咳嗽、湿热下痢、胎动不安等

症。历史上以承德燕山山地和丘陵区的黄芩为道地，

被世人称为“热河黄芩”，畅销全国。黄芩中含有黄芩

苷、汉黄芩苷等多种黄酮类成分，其中黄芩苷是主要

有效成分，其量的高低是黄芩质量优劣的主要指标。

近年来，国内外市场对黄芩药材和黄芩苷的需求量

日增，各地黄芩栽培面积迅速增加。由于各种自然因

素和栽培方法的差异，黄芩质量差异很大。为解决上

述问题，在开展了其他药用植物的适宜栽培区域划

分研究的基础上[1~6]，本研究力图弄清黄芩在中国

适宜栽培区域及等级划分，为发展优质黄芩、引种黄

收稿日期：2006—04—28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Y0804001040191)
作者简介：陈士林(1961一)，博士，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药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
*通讯作者兰进Tel：(010)162899723 E—mail：lanjin60@hotmail．com

  



中草药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第38卷第2期2007年2月 ·255·

芩及种植标准化提供科学依据。

1研究方法

1．1 分析系统：采用《生物适生地分析系统》(以下

简称“系统”)，该“系统”是以各种气候因子，如温度、

降水、日照、湿度、水热等时间序列作为M维空间，

全国各点作为这M维空间上的一个点，各空间点进

行生物气候相似距计算，按空问距离系数大小来表

示其相似程度。其生物气候相似距系数越小，相似程

度越高，反之，则相似程度越低[1’5]。该“系统”拥有全

国2 000多个站点(以县市为单位)和世界2×104多

个站点，30年的相关气候数据，全国有1 000多个县

的土壤数据，以及其他相关的庞大数据库。

1．2代表点的选择：黄芩喜阳、喜温，多野生于山地

阳坡、河谷渠旁。性颇耐寒、耐高温，冬季耐一30℃

的低温，夏季在35℃高温下仍可正常生长。黄芩性

耐旱，怕水涝、雨量中等、排水良好。在低洼积水或雨

水过多的地方，生长不良，易造成烂根死亡。

黄芩道地产区为承德燕山山地和丘陵区，历史上

有“热河黄芩”之称[7]。黄芩道地产区代表点选择为河

北省承德。考虑黄芩对温度要求的范围较宽，对水分

要求虽耐旱，但不宜太旱，怕涝，对雨量要求为中等。

因此，对降水因素需要有限制条件。经反复模拟试算，

确定限制条件为7月降水必须大于30 mm。

1．3分析方法：采用《生物适生地分析系统》中生物

气候分布滑移相似和过程相似等计算方法，在全国

范围内，研究黄芩的适宜栽培地区和各地适宜程度，

进行黄芩种植的适宜区域划分，并对区域等级划分

进行可视化的表达等[8“1|。评价最小区域单元为

县。在光、热、水、湿、水热5种相似距计算结果中，考

虑光照与温度关系十分密切，趋势基本一致，湿度影

响不大。在自然条件下，影响黄芩生育最重要的因素

还是温度和降水以及它们之间的配合与相互作用。

因此研究中以水热相似距为主导因素进行分析，单

项温度、降水、光照和湿度相似距计算结果作为参考

因素做个别调整用。

2结果与分析

2．1适宜种植的阈值确立：在全国2 000多个县市

范围内，对黄芩生长发育过程进行光、热、水、湿、水

热等各种生物气候相似距(以下简称“相似距”)计

算，获得总共3×106个数据结果。

以黄芩道地产区河北省承德代表点，根据黄芩

的水热相似距进行测序与分析，取适宜种植的阈

值<0．5，其结果数据有2×104多个，含站点总计

736个，各地区适宜等级划分的图件15幅。按黄芩

种植适宜程度划分为4个等级。

黄芩水热相似距(以Dtp表示黄芩水热相似

距，t表示温度，P表示降水)阈值<0．5范围内，划

分为：Dtp≤0．3为一级，最适宜地区；0．3<Dtp≤

0．4为二级，适宜地区；0．4<Dtp≤0．5为三级，较

适宜地区；Dtp>0．5为四级，不适宜地区。

2．2 区域划分

2．2．1 最适宜地区(Dtp≤0．3)：分析结果为北京

地区10个区县；河北省50多个市县；辽宁省30多

个市县；甘肃省十几个市县；吉林省5个市县；山东

省20多个市县；宁夏十几个市县。分布有268个点，

见表1。

表1黄芩最适宜区计算结果

Table 1 Calculation of most adaptive areas

for S．baicalensis

序号 地名 省名 水热距温度距降水距光照距湿度距

1 承德 河北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 宽城 河北0．052 0．061 0．097 0．091 0．156

3 汤河口北京0．079 0．072 0．101 0．356 0．290

267 蓬莱 山东0．300 0．515 0．084 0．299 0．587

268 西峰镇甘肃0．300 0．350 0．250 0．417 0．567

2．2．2适宜地区(0．3≤Dtp<0．4)：经相似计算、

测序与分析，其结果为甘肃40多个市县；山东省50

多个市县；吉林省30多个市县；宁夏十几个市县；山

西省十几个市县；陕西十几个市县；河北省20多个

市县；辽宁十几个市县；另外，新疆、内蒙、青海、黑龙

江、河南等省区的少数地区的市(旗)县也适宜栽培。

在此范围有245个点，见表2。

表2黄芩适宜区计算结果

Table 2 Calculation of adaptive areas for S．baicalensis

序号 地名 省名 水热距温度距降水距光照距湿度距

l 正宁 甘肃 o．301 0．358 0．236 0．382 0．555

2 莱州 山东0．301 0．499 0．103 0．1 93 0．495

3 珲春 吉林0．302 0．445 0．158 0．600 0．621

●●●⋯ ●●●⋯ ●●●●●● ●-●●●● ⋯●●● ⋯⋯ ⋯⋯ ●●●⋯

244 垣曲 山西0．400 0．579 0．220 0．778 0．458

245 两当 甘肃0．400 0．531 0．262 1．151 1．049

2．2．3 较适宜地区(0．4≤Dtp<0．5)：经相似计

算、测序与分析，其结果为甘肃十几个市县；山东省

2个市县；吉林省20多个市县；另外，安徽、宁夏、山

西、新疆、内蒙、青海、黑龙江、江苏、河南、四川、云南

等省区的少数地区的市(旗)县也较适宜栽培。在此

范围有223个点，见表3。

2．2．4 不适宜地区(Dtp>0．5)：不适宜地区的具

体分析结果为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

南省等十几个省区及新疆、内蒙、青海、黑龙江、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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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黄芩较适宜区计算结果

Table 3 Calculation results of relatively adaptive areas

for S．baicalensis

苏、河南、四川、云南等省区的大部分地区的市

(旗)县。

2．3“系统”分析结果与资源普查结果的比较分析

2．3．1 “系统”分析与普查结果的一致性：“生物适

生地分析系统”计算与分析结果与《中国药材资源地

图集》中黄芩野生资源产蕴藏量图及《中国常用中药

材》黄芩分布趋势基本一致_‘1 2|。与资深中药专家的

经验也是一致的[7“3。。

黄芩野生资源产蕴藏量图和《中国常用中药材》

中黄芩分布是建立在我国中草药第3次资源普查基

础上，依据药材产量或收购量实地调查结果。经普查

在全国黄芩分布点有121个[121，其中有104个点与

“系统”分析结果完全一致，达80％。“系统”分析结

果覆盖了普查结果的绝大部分(表4)，说明“系统”

计算与分析结果和普查结果的一致性，验证了“生物

适生地分析系统”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表4“系统”分析与普查结果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between RALG

and general investigation

省名髓篆主帅磊篙誓票罘蠢 删，％省名
个数 结果相同县市个数

比例／％

吉林 11

辽宁 17

河北 1 9

山西 22

内蒙 20

山东 11

云南 中西部

11

17

1 9

14

b

中西部

100

100

89

86

70

基本一致

2．3．2 “系统”分析结果优于普查的调查结果：“系

统”分析出黄芩在我国种植不同适宜程度的地方总

共有736个点，其中最适宜区为268个点；适宜区为

245个点；较适宜区为223个点。现有普查结果仅

121个点，超出615个点。

现有普查结果是依据药材的产量或收购量的调

查。药材产量或收购量往往受调查的准确性影响，特

别是分布偏远、生长不集中的药材调查结果会出现较

大偏差，还会漏掉一些地方，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

很少从药材生态条件方面考虑问题，只能是现状实况

的反映，无法准确判断其他各地的适宜性。生物适宜

性的判断主要是依赖于生物自身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和环境条件对该种生物的生物学特性的满足程度。

“系统”考虑了黄芩的最佳适产地代表点的生态

环境，根据生物气候原理，利用“生物适生地分析系

统”对全国2 000多个县进行计算与分析所得结果，

该项结果有效地反映了黄芩对气候环境的要求和环

境条件的吻合程度。走出了前人工作中的4个误区：

(1)克服了前人工作中未考虑生物生长发育过程中

气候要素的年内分配问题；(2)考虑了各地季节不同

的问题；(3)充分考虑了下垫面对气候的影响，克服

了传统区划的笼统性；(4)克服过去依靠纬度相近原

则进行引种扩种的弊端等。提高了进行生物适生地

分析和适宜区域划分的科学性、有序性和具体指导

性[1’2’4“]。“系统”较为准确地在全国、在比较中找出

不同等级的适宜产地，对一些虽然目前尚未有野生

分布或栽培种植记载的地方，对能满足黄芩生长发

育基本生态条件的地方表达出来，将具有发展黄芩

潜力的地方找出来，“系统”分析结果远远超出普查

结果的适宜地方，提高了预见性。这是对传统区划的

一个突破和发展邛~11I，说明“系统”的先进性。这为

黄芩资源的开发提供重要而科学的依据，对提供黄

芩野生变家种的可能区域和地方，对引种扩种具有

具体指导性。同时“系统”分析结果是定量地表达黄

芩在中国各地的适宜程度，对各地适宜程度进行测

序，这为科学有序地发展黄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

前对黄芩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大，家种面积盲目地迅

速扩大，导致药材质量下降。科学有序地发展，可以

克服盲目引种扩种带来的巨大损失，有效地提高引

种扩种的效率和成功率，“系统”分析结果的有序性，

为黄芩的引种和驯化提供了次序。

2．4“生物适生地分析系统”对初始条件的要求：对

“系统”而言，不同输入会产生不同的输出结果。不同

生物具有不同的初始条件，因此初始条件的正确与

否，直接影响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必须认真对待初始

条件的准确性。

“系统”主要初始条件十分简单：针对某一生物

品种，只要选择一个主要的适产地代表点和生育期

的初始和终结时间以及主要限制条件即可。

当然对某品种的生物学特性了解得越多、越深，

越能抓准主要特征。输入越准确，所获“系统”输出结

果越正确。

3小结

3．1 利用《生物适生地分析系统》采用生物气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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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滑移相似和过程相似等计算方法，在全国2 000多

个地方范围内，筛选出736个地方不同程度的适合

栽种黄芩，并划分为最适宜、适宜、较适宜、不适宜4

个等级，并定量表达适宜程度和次序，进行了可视化

的表达等。经与传统的实地调查和试种方法比较和

验证等分析，说明“系统”计算的黄芩适生地分析结

果和等级划分基本是正确的。同时表明研究选择的

黄芩初始条件也是基本准确。

3．2“系统”是从生态环境分析，抓住主要矛盾，黄

芩水热相似距大小，有效地反映了黄芩对环境的要

求和环境条件的吻合程度。从“系统”结果与普查结

果的一致性和优越性分析，走出传统区划的4个误

区，结果的有序性等分析，证明了“系统”分析结果的

科学性、先进性、预见性、有序性和具体指导性。“生

物适生地分析系统”能对黄芩进行适生地分析，并得

出科学、可靠的结果，对其他中药材甚至其他生物

(动、植物)同样可以进行适生地分析，具有通用性和

一般性[8～10]。

3．3在采用“生物适生地分析系统”进行适宜的黄

芩引种、驯化及栽培时，还要考虑社会条件、交通条

件、市场条件等因素，特别要考虑其质量即含成分的

量等因素，科学合理地进行黄芩栽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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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方式对当归干物质积累和生长动态影响的研究

蔺海明1，刘学周1，刘效瑞2，王兴政1

(1．甘肃农业大学农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2．定西地区旱农科研推广中心，甘肃定西 743000)

摘 要：目的研究栽培方式对当归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动态以及当归麻口病、早薹率、产量的影响。方法 以垄

作、沟植、覆白色地膜、覆黑色地膜4种不同的栽培方式与平作比较，分析栽培方式对当归干物质积累和生长动态

的影响。结果黑色地膜覆盖对当归株高、地上部分和根部干物质积累量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白色地膜覆盖。垄作

对麻口病的抑制作用最明显，黑色地膜覆盖有提高早薹率的现象。覆黑色地膜的处理产量最高，较对照平作增加

4 650 kg／hm2，增产率达33．4％；覆白色地膜的处理产量次之，较对照增加3 372．2 kg／hm2，增产率达24．3％，沟植

和垄作的增产作用不显著。结论在当归栽培中应大力推广黑色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关键词：当归；地膜；干物质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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