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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乌拉尔甘草在我国的分布状况 ,概述了国内外有关甘草品质、栽培及生态作用方面的研究进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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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sustainable util ization strategy of Glycyr r hiza ural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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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草是生长在干旱、半干旱荒漠草原的豆科 (Legumino2
sae)甘草属 ( Gl ycy rrhiz a Linn1 ) 多年生草本宿根植物 ,原产

于我国半干旱气候区 ,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都有分

布。甘草是工业、制药、食品等行业的原料 ,国内、国际市场

需求量很大。甘草为常用中药 ,根和根状茎可入药 ,《神农本

草经》称甘草为美草、蜜甘 ,是我国医药管理部门重点管理的

四大药材之一 ,被誉为“中药之王”。甘草能补脾益气、清热

解毒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其对肾上腺皮脂功能减退、消化道

溃疡和黄疸病有显著疗效 ;具有抗艾滋病病毒、增强人体免

疫力、抗衰老等药理作用。用甘草加工的浸膏能医治气管

炎、咽喉炎、尿道炎、类风湿关节炎等。甘草是良好的食品添

加剂 ,其地上部分又是优质牧草。甘草属植物虽多达 29 种 ,

但以乌拉尔甘草 G1 uralensis Fisch 对环境的适应性最强 ,

分布最广 ,通常的商品甘草也基本为乌拉尔甘草。乌拉尔甘

草还是《中国药典》规定的药材甘草主要品种。

1 　分布

由于乌拉尔甘草 (以下甘草均指乌拉尔甘草)对极端温度

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 ,同时具有很强的抗旱性 ,故广泛分布于

我国北方干旱区域的温带荒漠区和温带草原区 ,随着气候带

的延伸 ,呈东西长、南北较窄的带状分布 ,大致为N37°～47°、

E73°～125°,地理跨度较大。我国地处世界甘草分布的中心

地带 ,新疆的塔里木河流域和内蒙古的西鄂尔多斯高原是我

国甘草生长的两个中心区[1 ,2 ] 。野生甘草的生态环境十分脆

弱 ,加上多年来保护不力 ,大量采挖、过度放牧 ,使得野生甘草

蕴藏量比 1949 年下降了 50 % ,草场严重退化 ,土壤沙化 ,并引

发沙尘暴灾害性天气[1 ] 。现在甘草较集中的分布面积仅为

111 ×106 hm2 ,面积比 20 世纪 50 年代减少了 70 %[3 ] 。

乌拉尔甘草在全国的生态适宜区 ,以生产“梁外”甘草药

材为目标的乌拉尔甘草生态适宜区除杭锦旗等传统产区外 ,

还包括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等 6 个省区的

118 个县市 ,总面积为 304 832120 km2 。次适宜分布区和适

宜分布区面积大致相等 ,一般适宜区是适宜区面积的 4 倍左

右。比第 3 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记载的省份增加了吉林省

东部和北京周边地区 [4 ] 。王继永等 [5 ] 还通过考察确定了东

北地区甘草的东部分布边界和整体分布趋势。

2 　研究现状

211 　品质与产量 :评价甘草的药材质量主要有两方面指标 :

一是传统的商品性状指标 ;另一个是甘草的有效成分 ,主要

指甘草酸的量。影响甘草品质的因素主要包括品种、产地、

生长期、部位和生态环境等 [6 ] ,人工种植的甘草还涉及到栽

培技术和管理水平等。甘草的生长状况会影响到甘草的品

质 (以甘草酸的量为代表) ,因此 ,影响甘草生长的环境也定

会影响甘草的品质。通过对 6 个不同地理群体甘草的遗传

相似系数的分析后发现 ,不同地理群体中存在一定的遗传多

样性 ;产地相距越远 ,群体间相似程度越低 ;而人工栽培种与

同一产地野生种具有相似的遗传特性 ,这充分表明环境影响

的重要性 [7 ] 。

在甘草产量、质量的气候、土壤形成机制方面也有学者

涉及 ,根据田间人工甘草种植试验结果 ,河西走廊地区影响

甘草生长发育的主要气候条件是热量 ,甘草根鲜质量与 ≥

15 ℃积温呈正相关 ,据此确定了该地区不同海拔高度的甘

草适生种植区 [8 ] 。王玉庆等 [9 ] 宏观地给出了甘草生长的气

候条件 ,如最佳适宜生长温度为年均气温为 4～8 ℃, ≥10

℃年积温为 3 000～3 800 ℃;最佳年降水量为 100～300 mm

等。在相对一致的生境条件下 ,人为干扰 (即土壤耕作)是土

壤物理性质改变的重要原因 ,而土壤条件的变化又是影响甘

草地下部分形态变化和无性繁殖效率的主要原因。

野生甘草地下部分生长分布格局直接影响甘草酸的量。

甘草酸的量有种间差异 ,并受气候因子 (光、温、湿) 、土壤水

分、土壤通气性等的影响 [10 ] 。以甘草酸、甘草苷、甘草素、异

甘草苷、异甘草素 5 个活性成分峰面积的标准化结果对 17

批样品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表明不同产地甘草中甘草酸和甘

草黄酮的量存在较大差别 ,甘草活性成分的积累与产地有一

定相关性 [11 ] 。

许多学者针对人工栽培甘草的品质问题开展了研究。

栽培甘草随生长期增长 ,其产量增加 ;甘草酸及甘草总黄酮

在甘草中的动态积累 ,生长期 3 年可达较高值 [12 ] 。甘草的

光合特性与生物量分配格局对于干旱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

能力 ,适当的干旱胁迫可提高甘草地下器官的生物量分配比

值 ,有利于提高人工种植甘草的药材产量 [13 ,14 ] 。在对宁夏

半野生型乌拉尔甘草的研究中发现 ,甘草酸主要积累在根和

根状茎中 ,其季节变化规律与野生及栽培甘草的季节变化规

律基本相似 [15 ] 。王继永等 [2 ]通过分析后认为在有效成分的

量上 ,人工甘草与野生甘草还存在相当的距离。

许多研究表明 ,西北东部一带所产甘草质量好 ,品质高 ,

为甘草中的精品 ,在药材市场统称“西草”,是优质地道药材。

内蒙东部及东三省一带所产甘草可称“东草”,新疆草、东草

质量不及西草。但王继永等 [5 ]经考察分析认为 ,甘草的最佳

生长区域在东北的科尔沁草原地区 ,不但产量高 ,而且外观

质量也很好。

212 　栽培 :20 世纪 80 年代后 ,由于野生资源日益枯竭 ,有

学者开始研究甘草的人工栽培技术 ,提出了不同地域、不同

品质的甘草人工栽培技术 ,在种子处理、最佳播种期、栽培技

术、采收方式等方面已有较深入的研究 ,使得人工大面积推

·794·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0 卷第 3 期 2009 年 3 月



广种植甘草成为可能 [17～19 ] 。但栽培甘草与野生甘草存在一

定的差异 ,野生甘草的有效成分量高 ,再生能力强 ,适宜采挖

周期短 ;而人工栽培的甘草因生长年限、土地条件、灌溉及栽

培技术与管理水平的不同 ,地下根产量差异较大。

许多学者 [14 ,20 ]在人工种植甘草的肥料试验、病虫害防

治、水分胁迫试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有益探索 ,并取得了

许多成果。宁夏的科研工作者在科技部西部专项“宁夏地道

沙生中药材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与示范”、区科

技攻关重点项目“重点地道中药材开发技术研究”等的支持

下 ,在人工栽培与围栏补植甘草方面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

究 ,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研究与试验示范结果表明 ,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213 　生态 :甘草除可药用与饲用外 ,由于其地上部分常呈群

丛状 ,地下根和根茎发达 ,繁殖力强 ,有强大的萌发力 ,可在

地表以下数米处呈水平状向老株四周延伸 ,且具有耐旱、耐

碱、耐沙埋等特性 ,固沙能力强 ,是维护我国西部荒漠、半荒

漠草原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植物。同时甘草也是干旱半干

旱漠地区优良生态先锋植物以及沙生植被类型的建群种和

优势种 ,在干旱沙漠化地区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甘草适

宜生长温度为年均 014～14 ℃, ≥10 ℃年积温 2 500 ℃以

上 ,年无霜期 150 d (140～180 d) 以上 ,年降水量 < 400 mm ;

垂直分布一般适宜在海拔高度 500～1 500 m[21 ] 。潘惠霞

等 [22 ]对甘草根际土壤微生物的生态分布特性进行了分析研

究。研究表明 ,甘草生境中水因子可能是影响其生态型分化

的主导因子 ,而由该结论可得出 :不同生境甘草的生态型分

化是其适应环境进化的结果 ,甘草可能是甘草属的先锋种 ,

由于长期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而产生了趋异变化 ,并形成了

不同的生态型乃至新种 [23 ] 。甘草耐碱性、耐贫瘠性极强 ,对

土壤有一定的改良作用 ,种植甘草的土壤有机质、吸湿水、交

换量与全氮量增加 ,土壤碱性与 CaCO3 的量降低 [24 ] 。

甘草是宁夏重要的沙生药用植物资源 ,同时也是宁夏半

荒漠草原自然植被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自然与人为的原

因 ,野生甘草资源破坏严重 ,从而造成宁夏中部干旱带的土地

大面积退化、沙化 ,已成为宁夏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带[25 ] 。

214 　其他研究 :在野生甘草资源调查和开发利用方面 ,采用

人工调查等方法 ,基本掌握了野生甘草资源的储量和分布情

况 ,并介绍了甘草的主要用途和开发利用前景[7 ] 。孙群等[26 ]

对 24 份不同种源的乌拉尔甘草种子进行千粒质量、净度、水

分、发芽率等指标的测定 ,分析出划分种子等级的主要指标和

参考指标 ,制定了乌拉尔甘草种子质量分级标准 ,对规范乌拉

尔甘草种子贸易 ,提高种子质量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许多学者 [27～31 ]在甘草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方面开展了大

量的深入研究。此外 ,从植物学角度开展了甘草分类学、生

物学、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 ,也有人曾尝试通过甘草细胞培

养技术来生产甘草的主要成分甘草酸 [32 ] 。张国荣等 [33 ]还在

总结宁夏甘草优质丰产栽培和加工技术的经验基础上 ,通过

产地环境质量检测分析 ,提出了宁夏甘草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操作规程 ,这从栽培与管理上为大面积规范化人工种植、收

获优质甘草提供了保障。

纵观甘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国内外既有从植物学角度

开展的分类学、生物学、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报道 ,也有从药

用植物和中药材角度出发的生药学、药理学、栽培学等方面

的研究报道 ,并在植物学研究、化学成分的分析、甘草酸的提

取、精制工艺 ,应用开发及甘草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等方面

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然而 ,国内在甘草的生存条件和对生态

环境建设方面的研究较少 ,在甘草对光、温、水、土和养分的

需求方面的研究只局限于定性分析 ,没有建立甘草产量、品

质的形成与环境条件的定量关系 ,在甘草的气候、土壤形成

机制方面的研究国内外也有少报道 ,有关甘草品质改良的系

统研究还鲜有报道。

3 　对策建议

由于多年来的过度采挖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天然甘草

资源日益枯竭 ,虽然近年来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指引

下 ,各地纷纷采取措施使甘草资源得到了一定的修养生息 ,

但在甘草需求长期旺盛及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 ,如何充分

发挥甘草植物耐干旱、耐盐碱、耐贫瘠、抗风沙的特点 ,利用

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养能力大范围内恢复生态脆弱地区的甘

草资源 ,形成良好的干旱区生态 ,积极开展人工栽培 ,实现轮

种轮挖 ,并在保护和恢复生态的前提下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是摆在科研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311 　开展极端环境条件对甘草产量、品质的影响研究 ,对优

质甘草产量、品质形成的生态环境指标进行鉴定 ,提出适宜

优质甘草生长的各项指标 :在越冬气象条件对甘草品质的影

响研究方面 ,今后考虑通过不同深度 (越冬温度有所不同)的

甘草进行越冬期的气象条件观测、生物量变化观测及品质化

验 ,得出优质甘草在典型气候区主要土壤类型中适宜的根系

分布深度。

在主要环境条件指标鉴定方面 ,应根据所建立的产量、

品质及生长模型 ,设计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品质达到一定级

别情况下 ,所需各种农业气象条件、土壤条件 ,综合得出最佳

条件 ,并取样验证。模拟在光、温、水或土壤养分、微量元素

缺乏情况下 ,对甘草产量、品级和内在品质的影响 ,鉴定适宜

甘草生长的临界条件。

312 　开展甘草产量、品质与主要影响环境条件间的定量关

系分析研究 ,建立甘草动态生长模拟模型 :在分析优质甘草

形成过程中对气象因素和土壤因素定量要求的基础上 ,分析

甘草产量、品质与环境条件的关系 ,利用不同年际、不同环境

条件 (主要是农业气象条件) 、不同地域间的土壤条件及土壤

肥力 (包括向量元素的量) ,多点、分期取样 ,结合其他地区的

调查取样资料 ,拉大气候差距 ,研究影响甘草产量、品质形成

的农业气象因子 ,建立生物学意义明确的数值模拟方程。

在甘草产量、品质与气象条件的数值模拟的基础上 ,研

究甘草生长周期内环境条件对甘草根和地上部分生物生长

量的贡献 ,建立甘草生长模拟模型 ,并模拟研究甘草在多种

环境条件正义的最佳生长状况。通过研究进一步了解和掌

握甘草的适宜栽培区域优质高产的气候与土壤形成机制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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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影响甘草产量、品质的关键环境因子和关键时期 ,建立起

它们之间的数值模拟模型与动态生长模型。

313 　在分析优质甘草种植区域与环境条件的基础上 ,给出

中国优质甘草种植区划 ,并进行甘草种植的适宜性评价 :天

然甘草生产已不能满足需求 ,人工甘草就存在适宜栽植区划

的问题。可根据甘草产量、品质形成与环境条件的关系 ,开

展适宜种植区域区划研究。通过进行各因素变化对产量波

动的敏感实验 ,确定影响甘草产量与品质的关键环境因子和

关键时段 ,确定优质高产的环境条件指标 ,结合土壤分析结

果进行优质甘草种植适宜程度、产量和品质区划 ,并给出中

国种植甘草的适宜性评价。

314 　加大对栽培甘草的研究力度 ,努力提高栽培甘草的品

质与产量 :人工种植甘草与野生甘草间的品质差异使得如何

提高人工种植甘草的质量仍然是今后甘草种植研究的重点

之一 ,提高只工种植甘草产、质量的途径与措施贯穿在整个

种植甘草的生产过程中。今后应在新品种选育、优质种苗培

育、栽培技术与管理措施、有效成分提取技术方面加大研究

力度。加强甘草的品质育种研究 ,借鉴农作物培育优良品种

的经验 ,利用分子标记、基因重组与融合等现代农业高新技

术培育优良种质。

315 　进一步开展甘草的药理、药效分析与研究 ,努力拓展甘

草的综合开发与应用领域 ,不断促进甘草的广泛应用 :抗炎

作用是甘草酸类最主要的药理作用之一 ;甘草酸还具有抑制

SARS冠状病毒的作用 ,可明显抑制爱滋病毒 ( HIV) 增殖 ,

并具有免疫激活作用。甘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应用 ,进一步

开展甘草的药理、药效分析与研究 ,开发新的应用领域 ,开展

甘草的饲用研究及其他综合利用研究 ,将会推动甘草产业的

发展。

316 　多种措施并举 ,切实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甘草资源

利用的关系 :甘草生长区基本属典型的干旱气候 ,因此也是

生态环境的脆弱地区 ,要在大范围内恢复甘草资源、重建植

被 ,必须出台强有力的保护管理政策 ,贯彻“保护与人工种植

并举”的原则 ,加大人工种植力度 ,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的结合 ,确保当地农牧民的脱贫致富与持续发

展 ,积极探讨各种有利于保护与发展的市场运行机制和模

式。广泛采取退耕还草、围栏封育、补播补植、合理采挖等措

施 ,切实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甘草资源利用的关系 ,有利

于保护我国的甘草资源及甘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乌拉尔甘草的研究涉及到多个领域 ,许多专家学者在甘

草品质、栽培及生态作用方面开展研究 ,并取得不少的成果。

然而 ,有关甘草的气候、土壤形成机制 ,甘草品质改良的系统

研究 ,甘草产量、品质的形成与环境条件的定量关系及适宜

性评价等主面尚需要深入开展研究 ,本文针对这些方面提出

了具体的研究建议。

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共同影响 ,使得天然甘草资源形势

十分严峻 ,除了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外 ,尚需在甘草的充分利用

方面下功夫 ;需要采取多种措施 ,在保护和恢复生态 ,形成良

好的干旱区生态的同时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方面努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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