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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群落结构
、

种间关系和生态型三方面讨论了生态学原理在药用植物栽培中的意义
,

阐明

了加强药用植物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性
。

研究生物体 与环境 �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 � 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生态学研究的主要

内容之一
。

自� � ,�� 年海克尔提出生态学一词并对其作了定义 以来
,

生态学已经历了 ��� 多年的

发展历史
,

生态学的许多原理和方法也 日趋完善
,

这些原理和方法在指导草地
、

农业
、

森林

等领域的生产实践中
,

取得了很大成就〔幻
。

如应用最优原理管理一块农田生态系统
,

以便达

到经济效益最大
,

环境污染最小的日的� 应用模拟模型进行草地生态系统分析
,

并将这些模型

应用于草地的实际管理等
。

药用植物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
,

其生长
、

分布除了与本身

的遗传
、

生理等特性有关外
,

亦与 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

今从群落结构
、

种间关系和生态型三方

面来讨论生态学原理在药用植物栽培中理论和实践意义
,

以期对药 明植物工作者提供参考
。

� 群落结构

自然植物群落都 有其特定的组成
、

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
,

这是群落长期 适 应 环 境的结

果
。

如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垂直结构一般包括乔木层
,

灌木层
,

草本层和地被层
,

每层都由与

其环境相适应的植物组成
。

群落结构的复杂性不仅提高了群落的光能利用率
,

而且也提高了

群落的稳定性
。

从 日前我国药用植物的栽培情况来看
,

大多数人工栽培群落仍是 单 种 群 群

落
,

结构简单
。

甘肃武都地区在种植杜仲
、

黄连过程中
,

摸索出了一套比较实用的方法
。

黄

连的耐阴程度较强
,

种植时必须人工搭棚以遮挡阳光
,

这样不仅需要砍伐大量树木
,

花费人

力
、

物力
,

而且这种人工遮阳棚只能维持� � �年就得重新搭
,

其经济效益也相应地减小 了
。

将黄连栽植于人工杜仲林下后
,

不仅省去了搭棚工序
,

而且提高 了工地利用率
,

黄连的生活

力在杜仲林下较在人工棚下强
,

经济效益比黄连
、

杜仲单种群群落有显著提高
。

俞中仁也曾

报道杜仲林下种植绞股蓝的情况〔�〕
,

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

同时在肥料的吸收和保持及绞股蓝

的越冬保护等方面均比单种群群落优越
。

川芍与作物
、

蔬菜
、

经济作物间种
,

产量也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
。

以上事实表明
,

根据各种植物�均生态 习性
,

建立合理 的多种群人工群落
,

不仅在提高上

地利用率
、

增大经济效益方面而且在生态效益
,

如群落的稳定性
,

光能利用率
,

水土保持
、

肥料利用等方面均比单种群优越
。

� 种间关系

孙儒泳〔�〕将种群间的相互关系分为�种类型
,

种间关系也是生物长期适应环境 的结果
。

冤丝子必须寄生于菊科
,

豆科等植物体上
,

吸取寄主的营养来完成它的生活史 � 五倍子的产

量与五倍子蚜虫 的数 量密切相关
,

而五倍子蚜虫必须在赤齿鲜 内才能越冬 �赤齿鲜为典型的

地被层植物 � 药用及经济价值极高的冬虫夏草
、

天麻
、

猪等等也都必须与其特定的寄主或共

生菌相结 合才能完成其生活史
。

生产实践中
,

可根据药用植物
一

与其它植物或动物间的相互关

系
,

建立 合理的群落结构
。

如冤丝子可以寄生在豆科植物体上
,

栽培时
,

选择具有经济效益

且不影响冤丝子生长的豆科植物作为冤丝子的寄主
,

这样可明显提高经济效益
。

天麻和猪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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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 长离不开密环菌
,

实际生产中
,

常常利用栽培天麻后的废菌材栽培猪荃
。

紫杉醇是近几

年来美国医药行业研究的焦点之一
,

它是从红豆杉属植物茎皮中分离出的一种抗肿瘤活性成

分
,

因该属植物的自然资源很少
,

所 以人们试图通过其它途径来获取紫杉醇
。

从红豆杉属植

物的树皮中分离到一种与其共生的真菌
,

从该真菌中分离出了紫杉醇
,

从而表明在高等植物

微生物共生系统中存在着某些基因的相互转移
,

这一转移机制 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这 种基

因转移也为药用植物有效成分的生产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
。

利用种群间的相互关系
,

建立合理
、

高效的人工栽培系统
,

无论在经济效益还是在生态

效益上均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

尤其对某些靠与其它生物共生
、
寄生关系才能完成其生活史的

药用植物来说
,

合理的共生
,

寄生系统是其生长
、

繁殖的关键
。

� 生态型

生态型是分布在不同生境中的同一种植物在形态上所发生的变异
。

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

除与本身的生物学特性有关外
,

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

许多药用植物
,

如人

参
、

地黄等种内存在着各种变异类型
,

各变异型间的有效成分往往相差较大�� 〕
。

所以在实践

中
,

应结合遗传学
、

化学
、

医药等学科
,

选择有效成分含量高
、

遗传稳定性大的生态型作为

引种对象
。

� 小结

每种植物都有其特定的生长环境
,

研究药用植物与其生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

不仅能揭示

该植物的生长条件
,

同时也为该植物的引种驯化莫定了理论基础
,

减少实际工作中的盲目性
。

但目前药用植物生态学研究在我国尚未系统进行
,

只是在栽培过程中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的
。

药用植物的生长
,

繁殖习性及其与其它植物的匹配关系等的研究
,

对药用植物的栽培无疑有

指导意义
。

利用生态 学原理
,

建立合理的人工多种群群落的高效的共生
、

寄生系统
、

选择优

良灼品种
,

以提高经济和生态效益
。

针对目前我国药用植物生态学研究尚十分 薄 弱 这 种现

状
,

应加强该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
,

从而指导生产和实践
。

今 考 文 献

马世骏主编
�

现代生态学透视
�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 � � �
。

�

俞中仁
�

中国中药杂志
,
� � � �

,
� � � � � � � �

谢德明
。

等
�

中药材
,
� � � �

,

�� � � � � �

孙儒泳著
。

动物生态学原理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

� �  �
�

� �  

陈毓享
,

等编译
�

国外医学一药学分册
,
� � � ‘

,

� � � � �
� � �

陈 瑛
�

中国中药杂志
, � , � , , � � � � � � �

刘铁城
, 等

�

中药材
,
� � � � � � � �

��

李先恩
�

中国中药杂志
,
� � � , , � � �� � � �‘

� � � � �
一 � �一 � � 收稿 �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 � �年征订启事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系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的我国唯一的一 份 国 家 级民族医药综合性学术期

刊
,

刊登我国蒙
、

藏
、

维
、

傣
、

朝
、

壮
、

回
、

彝
、

苗
、

瑶
·

“⋯等民族医药的学术研究和治疗经验
。

此刊的

问世
,

填补了我国医药期刊的这一空白
。

本刊为季刊
,

用汉文出版
。

每册定价�
�

�� 元
,

全年定价 ��
�

�� 元
。

欢迎到附近邮局办理订阅手续
,

本刊邮发代号 �� 一 � �
。

地址
�

呼和浩特市健康路�� 号
。

邮码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一� � �

《内蒙古中医药》� � � �年征订启事
《内蒙古中医药 》杂志系中医药综合性学术期刊

,

多年来以鲜明的民族特色
、

地方特色及 临床实用受

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

本刊为季刊
,

每册定价�
�

�� 元
,

全年定价�
�

�� 元
。

欢迎到附近邮局办理订阅手续
。

本

刊邮发代号 ��一� �
。

地址
�

呼和浩特市健康路��号
。

邮码 � � � � �� �
。

电话 � � �  ! � ��一��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