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梵净山自然保护区中药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初探

贵州省江 口县民族中医院 �� � � 、。�� 朱翠萍
寮

摘 要 作者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

世界
“

人与生物圈网
”
成员梵净山的珍稀名贵

、

大宗
、

人工栽

培
、

新发现和 民族用药药材等中药资源的资源保护
、

开发利用现状
、

资源分布
、

资源产 �藏 �量进行

研究
,

根据开发利用现状提出开发与保护对策
,

力求理论性和操作性的统一
。

关键词 梵净山 中药材资源 保护与开发利用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东部
,

邻近四川
、

湖南

两省东西界
。

保护区面积 �
�

�� 万公顷
,

地理

坐标北纬 � �
�

� � ‘� � ��一 � �
�

� ‘� � ��
,

东经 � � �
�

� � ‘

� � “一 � � �
�

� � ‘� � “
。

正处我国亚热带中心
,

年均

温 � �� 一 � �
‘

�
,

年降水量 � � � � 一 � � � � � � 
,

相对湿度 �� �以
�

匕具有典型的中亚热带季

风山地湿润气候
。

梵净山是武陵山脉主峰
,

山

体庞大
,

地势隆起显著
,

突出于云贵高原上
,

最 高峰海拔 � �� �
�

� �
,

坡 陡谷深
,

溪流 纵

横
。

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

优越的水热条件
,

明

显的垂直差异
,

古老 的地质地貌及 自然发育

历史
,

复 杂多变的地形所形成的各种生态类

型
,

第四世纪以来
,

一直处于温暖湿润的气候

条件
,

成为多种动植物保存和繁衍的场所
,

属

联合国
“

人与生物圈网成员
”和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

是地球同纬度的
“

绿宝石
” ,

是联合国人

与环境和进行环境监测的生态系统
,

根据 目

前学科不全的动植物标本采集和鉴定
,

共有

生物种类 � � �� 种
,

其 中动物 � �� 种
,

植物 �

�� � 种
,

拥有珍稀濒危孑遗种类黔金 丝猴和

拱桐国家一级保护动植物
,

被誉为
“

中药资源

库
”和

“

中药生物基因库
” 。

中药材资源十分丰

富
,

是我国亚热带极为珍贵的中药材原始
“

本

底
” 。

如何保护
、

开发利用这些资源已成 为人

类社会特别是医药学界值得研究的迫在眉睫

的一大课题
。

� 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现状

据全 国中药普查
,

梵净山境内有中药材

� � � 种 � 大类
,

菌类 � 种
,

地衣类 � 种
、

蔗类

� � 种
、

种子植物类 � �� 种
、

动物类 �� 种
、

矿

物类 � 种
、

藻类 � 种
、

苔鲜类 � 种
。

在这些中

药材中
,

按其价值和资源的多少情况
,

大体可

分为 � 个方面
�

�
�

� 珍稀名贵中药材
�

指价格昂贵而资源种

类极少
,

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的一些中药材品

种
。

如鹅参
、

银耳
、

天麻
、

银杏
、

黄草
、

厚朴等品

种
。

�
�

� 大宗中药材
�

指分布较 �一
,

蕴藏量大
,

有

较大产量和经济效益的代表品种
。

有续断
、

黄

精
、

骨碎补
、

草乌
、

半夏
、

何首乌
、

前胡
、

三颗

针
、

苦参
、

香附
、

获等
、

批把 叶
、

陈皮
、

大血藤
、

白艾
、

山乌龟
、

五倍子
、

泡参
、

干姜
、

樟脑
、

昊茱

英
、

车前草
、

麦冬
、

银花
、

葛根
、

木瓜
、

天冬
、

蜘

蛛香
、

官桂
、

石营 蒲
、

药百合
、

上获菩
、

钩藤
、

金果榄
、

紫苑
、

女贞子
、

委陵菜等品种
。

�
�

� 人工栽培药材
�

野生种
、

变家种和 引进

成功种
。

代表品种有银花
、

括楼
、

天麻
、

三七
、

红花
、

黄连
、

杜仲
、

黄柏
、

积壳
、

获等
、

白芍
、

白

术
、

白扁豆
、

黄桅子
、

吴茱英
、

厚朴
、

杏仁等品

种
。

�
�

� 新发现 中药材
�

主要有南五味
、

岩白菜
、

大花细辛
、

刺五加
、

竹节人参
、

绞股蓝
、

毛绞股

蓝
、

灯盏细辛
、

向夭盏
、

毛三七
、

白接骨莲
、

紫

花当归
、

橄莲
、

倒提壶
、

独活
、

莫本
、

雪三七
、

水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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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蓝
、

川贝母等品种
,

增加了中药材资源的新

家族
。

�
�

� 民族用药
�

指苗
、

侗
、

土家等少数民族流

传易用
,

使用方法 比较特殊
。

如三两银
、

八角

莲
、

雪里见
、

白味莲
、

一 口血
、

八 角枫
、

小叶一

支箭
、

蛇莲
、

八爪金龙
、

竹节参
、

破骨七
、

红禾

麻
、

兰布正
、

仙人桥
、

滴山珠
、

七叶一枝花
、

景

天三七
、

四块瓦
、

竹根七
、

红客麻叶
、

反背红等

品种
,

这些 民族用药功 效特殊
,

开发潜力很

大
。

� 资源分布分析

梵净山境 内气候垂直差异较为 明显
,

地

势西北高
,

东南低
,

中药材资源随着气侯带的

不同而形成垂直分布
。

�
�

� � � �一 �� � � 的低山宽谷盆地及低 ��� 丘

陵 地 带
。

� ��
‘

� 的 活 动 积 温 � � � � ℃一 �

�� � ℃
,

年平均气温 � �
�

�
‘

� 一 ��
�

�
‘

� 旧 照时

数 � � � �
�

� �
,

日照率为 � � �
,

无 霜期 � � � 一

� � � �
,

年降水量 � � � �一 � � � � � �
,

土壤为黄

壤
、

水稻土
、

冲积土
。

相对高 差在 � �� � 左

右
,

光
、

热
、

水条件适 中
,

热量丰富
,

气候温和
,

光照条件好
。

主要 中药材 品种有吴茱英
、

积

壳
、

白友
、

干姜
、

陈皮
、

积实
、

桅子
、

山银花
、

蒲

公英
、

车前子
、

香附子
、

莱旅子
、

桃仁
、

杏仁
、

大

枣
、

篇蓄
、

石营蒲
、

茅草根
、

半边莲
、

石朱砂
、

鳖

甲
、

地龙
、

水蛙
、

五香虫
、

蛇虫等
。

�
�

� 海拔 � � � 一 � � � � � 低 中山干燥
、

湿润

丘陵地带
。

妻 ��
〔

� 的活动积温为 � �� � ℃一 �

� � �
‘

�
,

平均气温 � � � 一 �� ℃
,

年平均 日照时

数 � � � �
�

� �
,

日照率 � �
�

� �
,

无霜期 � � � 一

� � � �
,

降水量 � � � � � � � � � � � �
土壤多为黄

棕壤
�
气候温凉

,

而 量较多
,

雾较多
,

光 照较

差
。

主要 中药材有 白术
、

半夏
、

白花前胡
、

防

风
、

何首乌
、

黄精
、

续断
、

白岌
、

大小通草
、

牛

夕
、

倒提壶
、

麦冬
、

银杏
、

乌稍蛇
、

地龙
、

斑鳌
、

羌郎
、

穿山 甲
、

果上 叶
、

岩白菜
、

锈花针
、

山枝

茶
、

杜仲等
。

�
�

� 海拔 � � � � 一 � � � � � 中 ���
、

中����� 峡谷

地带
。

� � ℃的活动积温 � � �� � 一 � � ��
‘

�
,

年平均气温 � � ℃
,

年平均 日照时数 � �� �
�

�

·

� � �
�

�
,

日照率 � �
�

� � �
,

无霜期 � � � 一 � � � �
,

年降

水量 � � � � 一 � �  � � �
,

气候温凉
、

雨水较

多
,

雾多
,

光照差
,

土壤 为黄壤
、

山地黄棕壤
、

石灰土
。

主要中药材有天麻
、

桔梗
、

沙参
、

获

菩
、

黄连
、

草乌
、

党参
、

鹿含草
、

天花粉
、

括楼
、

防 己
、

贯众
、

金樱子
、

石苇
、

红禾麻
、

朝天罐
、

雪

胆
、

紫草
、

五 味子
、

大血藤
、

木瓜
、

厚朴
、

黄柏
、

官桂
、

珠子参
、

麟香
、

猴骨
、

乌稍蛇
、

白花蛇等
。

�
�

� 海拔 � � � � 一 � � � � � 高中山温凉湿润

带
。

� � � ℃活动积温 � � � � ℃一 � � � � �
,

年平

均 气温 ��
�

� ℃一 ��
�

� �
,

年均 日照 时数 �

� � �
�

� �
,

日照率达 � �
�

� � �
,

无霜 期 � �  一

� � � �
,

年降水量 � � � � � �
。

气候温凉且寒

冷
,

多雨高湿
,

光照不 足
,

云雾多
,

土壤有黄

壤
、

山地矮林土
、

土地灌丛草荀土
。

药用植物

丰富
,

种类繁多
,

是中药材分布最多地 区
,

有

不少著名常用中药材
。

主要中药材有天麻
、

杜

仲
、

厚朴
、

黄连
、

独活
、

撷草
、

紫苑
、

杜鹃
、

七叶

一 枝花
、

珠子参
、

竹节人参
、

雪里见
、

蛇莲
、

八

爪金龙
、

活血莲
、

穿山莲 �梵净山高乌头 �
、

八

角莲
、

猪尿莲
、

硫砂莲
、

银耳
、

黑木耳
、

竹黄
、

猴

头菌等品种
�还发现绞股蓝

、

马桂
、

木灯盏细

辛
、

紫盔南星
、

白毛刺五 甲
、

类叶牡丹
、

白岁延

年草等中药材品种
。

� 资源产 �藏 �量

据初步调查
,

中药材蕴藏量 �� � �� � ��
‘

� � �除矿物药材 �
,

其中植 物药材 �
�

�� 只 � � �

� �
,

动物 药材 �
�

� 只 ��
�
� �

。

矿 物药材为

� �
�

� � 又 � � � � �
,

菌类药 � �
�

� 又 � � � � � �仅印江

县辖境 内�
。

家种药材面 积 � � � � 年统计 为

� �
�

� � � � � � � � ��
� ,

主要 有 白术
、

金银 花
、

党

参
、

玄参
、

杜仲
、

厚朴
、

黄柏
、

吴茱英
、

积壳
、

大

力子
、

白芍
、

丹皮 等 �� 余 种
,

总产量 �
�

� � � �

� �护 � �
,

占中药材总蕴藏量的 �
�

�� � �包括

矿
一

物
、

菌类药材 �
。

与总的资源量相比
,

仍以野

生资源为主
。

野生中药材资源产 �藏 �量大
,

开

发利用前景十分广阔
。

� 保护与开发利用

中药材是 防病治病 的特殊商品
,

既不能

滥多
,

更不能少
。

必须加强对这一特殊商品的



保护与管理
,

运用现代信息观念加以指导
,

既

有利于中药材资源的保 护
,

又能防止药材 的

暴涨暴跌
。

其保护开发利用基本措施是
�

�
�

� 全面保护 �生态系统 �和特殊保护 �珍稀

药材 �相结合
。

梵净山属国家级重点科研保护

区
,

� � � � 年经中国
“

人与生物圈
”

国家委员会

推荐
,

被联合国教委文组织批准为国际生物

圈保护区网成员
,

成立了管理处
,

并在其范围

内采取有效手段
,

保护自然环境和中药材资

源
,

挽救濒于灭绝的中药材生物物种
,

进行科

学研究
,

探索合理开发
、

永续利用中药材资源

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

已取得可喜的成效
。

4

.

2
“

天然药园
”

和建立 中药材科考基地相

结合
。

作为一个天然的动植物药园
,

梵净山无

疑是动植物
、

矿物药学等科学工作者研究和

教学实习的理想场所
。

尽管它 目前尚未建有

象西双版纳
、

海南专门的动植物研究机构
,

但

梵净山
“

夭然药园
”

吸引中外考察研究的人员

逐步增加
,

每 100 名游客中就有 一人是来进

行科学考察的
, “

梵净山核心保护区
” 、

饲养场

和 贵州省科学院生态站
,

为科学考察
、

研究创

造了条件
。

4. 3 宏观指导和微观基地建设相结合
。

实行
“

按需生 产
”

与药农签定长远与近期产销合

同
,

克服盲 目生产
,

调动生产者
、

经营者的积

极性
。

抓好木本药材生产
,

一是木本药材生长

期长
, 一经投产

,

多年受益
,

国内外供求紧张
;

二是花
、

果
、

叶
、

皮
、

根大部分可以入药
,

经济

价值高
;
三是品种多

,

分布广
,

发展基础好
;四

是生产木本药材便于建立基地
,

便于维持生

态平衡
,

发展野生木本药材对动物药材有 一

定促进作用
。

4

.

4
“

保护养植
”

和
“

采集
、

保护
、

培养
”

相结

合
。

建立梵净山保护区内
、

外中药材保护区
,

做到有计划
、

按季节采集和有计划地按需收

购
,

不能盲 目收购
,

挖尽采绝
,

走法制和宣传

的路子
,

保护好资源
。

4

.

5 加强中药材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投

入
。

一是政策的投入
,

出台相应的中药材资源

保护和开发利用政策
。

二是资金的投入
。

中

药材经营单位每年提取收购中药材金额的

5% 作保护
、

开发利用基金
,

专款专用
,

确保生

产与扶持费挂钩
,

在注意社会效益的前提
一

「
,

保证经济效益
,

使 中药材资源得到合理开发

与必要的保护
。

4

.

6 抓好中药制药工业的拓展
。

中药成药工

业是独特的制药工 业
,

发展中成药工业通过

中药原药的转化
,

达到就地增殖
,

能体现更多

的经济效益
,

充分发挥中药资源优势的作用
。

同时
,

抓好中药饮片加工业务
,

在铜仁地区中

药制药厂
、

饮片厂的基础上
,

筹建中国梵净山

中药制药厂和饮片厂
。

4

.

7 加强中药材产
、

供
、

销领导
。

中药材生产

的发展
,

以药材公 司为主体
,

中药材开发
、

生

产
、

利用分公司相配合
,

组织适合新形势下的

横向经济联合体
,

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杠杆

作用
,

采取
“

家种与野生并举
,

原药与成药兼

顾
”

的方针
,

做好产前
、

产中
、

产后服务
,

及时

解决生产与销售中存在的问题
,

使药材 生产

有领导
、

有组织
、

有步骤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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