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的调查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 2 5 0 0 1 4) 周凤琴
带

李建秀 张照荣

摘 要 报道了山东省 42 种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的分布和生境
,

根据在山东地区 的濒危程度
,

将其划分成 3 个保护等级
,

并提出了资源保护的建议和措施
。

关键词 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 资源保护 调查研究 山东

山东地处我国暖温带
,

气候温和
,

雨量适

中
,

植物种类较为丰富
。

据中药资源调查
,

药

用植物达 1 4 00 余种
,

比较著名的地道药材

有 78 种川
。

近年来由于野生中药材需求量的

增加
,

过度的采挖和缺乏科学指导的开发利

用
,

已使山东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受到严重威

胁
,

蕴藏量不断减少
,

部分种类甚至濒临灭绝

(在其他省区可能较多 )
,

其中包括国家重点

保护的一些药用植物 [2j 和野生药材图
、

山东

地道药材 [1 〕
、

山东特有药用植物及具有重要

科研价值的药用种类
,

如珊瑚菜
、

单叶蔓荆
、

白花丹参
、

青岛百合等
。

保护和挽救山东珍稀

濒危野生药用植物资源
,

已成为各级政府的

战略任务和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

近年来
,

作者在进行
“

山东中药资源调查及开发利用

的研究
”

课题中
,

对山东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

物的种类
、

分布和生境等进行了调查研究
,

经

分析整理
,

首批确定了 42 种较重要的珍稀濒

危野生药用植物
,

划分成 3 个保护等级
,

并提

出了科学保护资源的建议和措施
。

1 山东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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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种
。

青岛
、

威海
、

烟台
、

泰安
、

临沂等地山区有零星分布
。

野生于山坡林下

或枯木上
。

狭叶瓶尔小草 OP
h io g lo ssu m the rm al 巴

K o m
.

稀有种
,

产临沂平邑
。

生林下阴湿草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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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种
。

产安丘
、

五莲
、

生于山坡

草丛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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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濒危

种
。

产青岛
、

烟台等地山区
。

生林下草丛
、

溪边

阴湿地
。

根茎及叶柄基为紫其贯众
,

山东是主

产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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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种
。

产青岛峙山下清宫
。

生林下石

缝间或阴湿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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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祖徕山
。

生林下湿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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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种
。

产青岛唠山等地
。

生沿海潮水

线以上的岩石壁上
。

《本草纲 目》中贯众原植

物之一 [ 4〕
。

草麻黄 EP he己ra s in ic a s t a p f濒危种
。

滨州
、

东营
、

烟台有零星分布
。

生沿海荒滩
,

荒

岛
。

华细辛 A sa ru m siebo ld ii Miq
.

濒危种
。

产青岛唠山
。

生灌丛
、

林下阴湿肥沃土壤中
。

孩 儿参 P s e u d o s tella ri a he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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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危种
。

产烟

台
、

青岛
、

泰安
、

临沂
、

潍坊等地山区
。

生山沟
、

溪边及林下湿地
。

为重要的种质资源
。

现临沂

等地广为栽培
,

为著名的地道药材 [lj
。

多被银莲药 A n e m o n e ra dd
e a n a R e g e l

渐危种
。

产青岛
、

烟台等地山区
。

生山坡
、

石

缝
。

根茎为两头尖
,

山东为主产区之一
。

A d d r e s s :
Zh o u Fe

周凤琴 大学毕业
,

a

nd
o
ng U

专业研究

o f T r a d it io n al C hin e s e M ed ie in e ,

Jin a n

药鉴定和药用植物学
。

主要科研成果
: “

山东旅类植物研究
” , “

山东蔗类
植物泡子形态研究

”

分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
、

三等奖厂山东鲁南地区中药资源调查与开发利用研究
”
获山东省卫生厅科技进

步二等奖
。

已发表论文 40 余篇
,

主要有
“

山东产中药瞿麦原植物调查与鉴定
” 、 “

中国肿足旅属抱子形态研究
” 、 “

山东不同产
地香附的鉴别

”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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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危

种
。

产烟台(模式产地为芝果 )
、

青岛
、

临沂等

地山区
。

生山坡
、

林下草丛中
。

五 味子 S c 人is a n d ra c h in e n s is (T u r e z
·

)

Bal n
.

稀有种
。

烟台
、

青岛
、

泰安
、

临沂有零星

分布
。

生山地杂木林下或山沟
。

玫瑰 尺o s a 二u g o s a T hu n b
.

珍稀种
。

产烟

台
、

威海等地
。

生海滨砂土
。

为重要的种质资

源
。

现平阴有大面积栽培
,

为著名地道药材巨‘口

和提取精油的原料
。

甘草 G ly 卿rr h iz a u ra le n s is F is e h
.

稀有

种
。

滨州
、

无棣
、

利津
、

德州有零星分布
。

生 田

间荒坡
。

现滨州有人工种植
。

膜 荚黄 蔑 A stra g a lu s m e m bra n a c e u s

(Fi sc h
.

)B g e
.

渐危种
。

山东各大山区有零星

分布
。

生山坡草丛和灌丛中
。

山东 石竹 及
a n thu s s h a n d o n

岁
n sis J

·

X
.

L i e t F
.

Q
.

Z h o u s p
.

n o v
.

特有种〔5〕
。

蒙山
、

祖徕山有少量分布
。

生较高海拔的向阳山坡
、

林缘及路边草丛中
。

青 岛 老 鹤 草 G e ra n iu m ts in gt a u e n se

Y ab e
.

特有种
。

青岛
、

临沂
、

烟台等地山区分

布
。

生林下
、

荒坡
、

草地
。

白刺 N itra ri a : i占iri c a p a ll
.

稀有种
。

滨

州
、

东营
、

潍坊北部有零星分布
。

生沿海沙滩
,

内陆盐碱地偶有发现
。

白鲜 D ic ta m n u s

由划
c a

rP
u s T u r e z

.

濒

危种
。

昆箭山
、

牙山及威海山地有少量分布
。

生林下草丛
、

湿地
。

山东为主产地之一
。

远 志 p o ly邵la te n u ijblia W illd
.

渐危

种
。

各地有分布
。

生于较低的砂质山坡
、

草丛
、

河滩
。

山东为主产地之一
。

野百合 C r o t a la ri a : es sil 价
。ra L

.

稀有

种
。

临沂
、

威海
、

烟台
、

泰安
、

青岛
、

潍坊有少量

分布
。

生山坡路旁
、

沟边草丛中
。

山茶 Ca m el li a jaP0 n ica L
.

珍稀种
。

青

岛唠 山和烟台荣成及附近沿海岛屿稀有分

布
。

生灌丛中
。

为野生山茶分布的最北界
。

珊瑚菜 Gl
e人n ia lit to ra lis F r

.

S e hm id t

ex Miq
.

渐危种
。

烟台
、

莱阳
、

威海
、

青岛等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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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有少量分布
。

生海边沙滩
,

为重要的种质资

源
。

现大量栽培
,

为山东著名的地道药材 [lj
。

防风 S aP
o sh n ik o v ia d iv a ri c a ta (T u -

r e z
.

) Se h is e hk
.

渐危种
。

青岛
、

泰安
、

临沂
、

潍

坊
、

济南等地山区有少量分布
。

生于山坡
、

丘

陵
。

连翘 F o r s〕
,
thia : u sP e n s a (T h u n b

.

)V a -

hl
.

渐危种
。

各山区有分布
。

生于山坡
、

沟旁
。

条叶龙胆 G e n t ia n a m a n sh u ri e a K it a g
·

稀有种
。

莱阳
、

郊城
、

青州有少量分布
。

生湿润

草丛中
。

徐 长 卿 伪
n a n c h u m Pa n ic u la t u m

(B g e
.

)Ki ta g
.

渐危种
。

各地山区有零星分布
。

生于 向阳山坡
,

沟旁草丛中
。

山东主产
。

白首乌 C
.

b u n g e i D e e n e
.

渐危种
。

各山

区有少量分布
。

生山坡石缝
、

林下湿润肥沃土

壤
。

根称泰山何首乌
,

泰山四大名药之一
,

山

东主产
。

紫草 L ith o sPe r m u m e卿th ro rh iz o n 5 1
-

e b
.

e t Zuc c
.

濒危种
。

烟台
、

泰安
、

临沂等地山

区稀有分布
。

生向阳山坡草丛
。

泰山四大名药

之一
。

单叶蔓荆 V it e x t r

ifo lia L
.

v a r
·

simP li
-

‘

确li a C h a m
.

渐危种
。

产滨州
、

烟台
、

日照等

沿海地区
。

生海滨沙滩或盐碱地
。

为山东著名

的地道药材[1j
。

黄芬 S e u te zza ri a 占a ic a ze n s is G e o r g i 渐

危种
。

各地山区
、

丘陵有稀疏分布
。

生于向阳

山坡
。

为地道药材
。

现有大量栽培
。

白花丹 参 S a lv ia m u ltio r r hiz a B g e
·

v a r
.

a z乙a C
.

Y
.

W
u e t H

.

W
.

L i濒危种
。

济南

(模式产地 )
、

泰安
、

临沂等地山区稀有分布
。

生林下
、

向阳山坡
。

山东特有种
。

山东丹参 5
.

认a n

do
n
岁

n s is J
.

X
·

L i e t
·

Q
.

Zho
u 圈稀有种

。

济南 (模式产地 )
、

临沂等

地山区少有分布
。

生山坡林缘草丛中
。

为山东

特有种
。

桔梗 尸la tyc od on g ra n d ifl
o ru m (Ja cq

·

)

A
.

D 。
.

渐危种
。

各主要山区有分布
。

生 山坡草

地
,

林缘
。

山东主产
,

为重要的地道药材 [l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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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种
。

烟台
、

青岛
、

泰安等地

山区少有分布
。

生山坡林下肥沃土壤中
。

泰山

四大名药之一
。

半夏 P in e llia t ern a ta (T h u n b
.

) B r e it
.

渐危种
。

产各地山区
、

丘陵和田野
。

生田间
、

山

坡阴湿草丛或林下
。

山东主产
,

为重要的地道

药材之一
。

直立 百部 S t em o n a : e s silifo lia (M iq
.

)

Miq
.

渐危种
。

潍坊
、

济南
、

泰安
、

临沂等地山

区有分布
。

生山坡林下土层深厚的低山草丛
。

主产地之一
。

青岛百合 五iziu m ts in 岁a u e n se G ilg 珍

稀种
。

仅产青岛
、

烟台等地局部山区
。

生林下

草丛或山沟石缝中
。

山东特有种
。

卷丹 L
.

la n c i.fo liu m T h u n b
.

渐危种
。

各地大山区有少量分布
。

生境同青岛百合
。

二苞黄精 p o ly g o n a tu m inv
o lu c ra t u m

M a xi m
.

渐危种
。

产唠山
、

昆箭山
、

沂山等地
。

生林下阴湿处
。

天麻 Ga st ro dt’ a 。la ta B l
.

珍稀种
。

昆箭

山局部地区稀有发现
。

生林下腐殖质肥厚的

阴湿土壤
。

现 已极难见到野生者
。

2 建议山东省野生药用植物保护等级

根据山东地区资源分布
、

物种的濒危程

度
、

药用价值和科研价值等进行综合分析
,

将

4 2 种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划分成 3 个保

护等级
,

提供有关部门参考
。

一级为濒危灭绝

的稀有野生药用植物物种
;
二级为分布区域

狭窄或缩小
,

资源处于衰竭状态的野生药用

植物物种
;
三级为资源严重减少的野生药用

植物物种 (表 1 )
。

3 建议和措施

3
.

1 建议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
,

加大教育和

宣传力度
,

充分运用电影
、

电视和广播等现代

宣传媒介
,

广泛宣传国务院关于野生中药材

和药用植物资源保护的管理条例
,

宣传保护

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的重要意义
,

使保护

自然资源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
。

表 1 山东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

建议保护等级表

等级

一级

二级

药用植物名称

三级

狭叶瓶尔小草 芒其 玫瑰 山茶 天麻

阴地蔽 紫其 华细辛 五味子 甘草 山东

石竹 珊瑚菜 紫草 单叶蔓荆 白花丹参

山东丹参 青岛百合

灵芝 蚁眉藏 全缘贯众 草麻黄 孩儿参

多被银莲花 乌头 膜英黄蔑 野百合 青岛

老鹤草 白刺 白鲜 远志 防风 连翘 条

叶龙胆 徐长卿 白首乌 黄等 桔梗 羊乳

半夏 直立百部 卷丹 二苞黄精

3
.

2 建议尽快颁布《山东省重点保护野生药

用植物的名录》和《山东省野生药用植物资源

保护条例》
,

加强立法工作
。

要将中药资源保

护纳入国民经济总体规划
,

加快科学预测
,

建

议有关部门根据资源更新的特点
、

更新的时

间和可利用度等
,

制定出合理的采收计划
,

使

资源的更新与合理的开发利用形成一个良性

循环
。

3
.

3 建议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
。

在珍稀濒危

野 生药用植物比较集中的泰山
、

昆箭山
、

峙

山
、

蒙山
、

沂山
、

鲁山
、

艾 山
、

牙山等重要 山区

以及青岛
、

烟台沿海海岸和部分岛屿
,

建立并

逐步完善以保护植被和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

物为主的 自然保护 区
,

封山育林与育药相结

合
,

并制定法规
,

加强管理
,

严禁乱采
、

乱伐
,

使其成为珍稀药用植物繁衍生息的天然基因

库
。

3
.

4 积极开展科研工作
。

建议有关部门适当

增加资金投入
,

组织省内医药院所的科技人

员
,

对徐长卿
、

白花丹参
、

山东丹参
、

远志
、

单

叶蔓荆等常用中药材进行引种驯化和质量对

比研究的科技攻关
,

变野生为家种
,

逐渐以栽

培品代替野生品
,

减少对野生资源的破坏
。

3
.

5 迁地保存和人工培育
。

由于种质的损失

是不可逆的
,

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

建议有关部

门组织专门人员研究山茶
、

芒其
、

玫瑰
、

狭叶

瓶尔小草等濒危灭绝珍稀物种的生物学特

性
,

充分利用济南
、

青岛等地的植物园
,

划出

专门地块
,

进行迁地保存和人工引种驯化
,

建



成珍稀野生药用植物的保护园
,

利用人工方

法
,

有效地保护和保存种质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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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状态下多年生延胡索块茎生长和繁殖的研究

安徽中医学院药学系 (合肥 2 3 0 0 3 8) 胡 坷
.

梁益敏 姚宗凡

摘 要 对多年生野生延胡索的生长状态做跟踪观察
,

结果表明
,

其繁殖新块茎的方式有两种
。

双

生块茎的出现随生长年限的增加而增加
,

但是此种特性并非固定遗传
。

新生芽点的产生通常在母

块茎靠上端的部分
。

关键词 延胡索块茎 野生植株 双生块茎 解剖

延胡索 Co 侧d a lis 夕a n h u s u o
W

.

T
.

W
a n g

ex Z. 丫 Sue t C
.

Y
.

W
u
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

在安徽的合肥地区多有野 生分布
。

本研究从

1 9 93
一

03 一05
,

对分布于合肥西郊大蜀山西坡

林地的延胡索的生长状况及内部结构变化
,

做了两年多详细观察
,

并加以记录讨论
,

视其

生长年限的变化
,

对繁殖及个体的重量
、

形态

结构是否有影响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从 1 9 9 3
一

0 3一。一起
,

每隔 lo d 观察野 生

延胡索的生长变化
;
在 5 月初

,

植株地上部分

枯萎后
,

每隔 2 个月观察 1 次其夏眠状况
;
直

到 1 0 月初休眠体萌动后
,

每隔 15 d 观察 1

次
,

至第 2 年 3 月恢复到每隔 10 d l 次
。

1
.

2 每次观察后采挖若干地下部分明显大

于 0
.

2 9 的块茎 (为保证是多年生块茎[1j )
,

迅

速用 FA A 固定
,

做石蜡切片
,

用番红
一

固绿染

色
,

观察其内部结构变化
。

以上材料均由本院武祖发教授和王德群

教授予以鉴定
。

2 观察结果

2
.

1 多年生延胡索的生长
:

多年生延胡索的

生长变化与 1
、

2 年生植株大体相同
,

但株高

明显大于 l
、

2 年生植株
,

叶片数也有明显增

加
,

开花率近于 90 % 以上
,

黑色种子数显著

增加
。

与 1
、

2 年生植物有明显区别的是
,

块茎

形成的途径有所增加
,

不仅是休眠于地下的

母延胡索块茎脱皮膨大形成新块茎
,

而且在

每年 3 月中旬其地下的茎节开始膨大
,

至 4

月下旬
,

膨大的茎节形成新的块茎
。

一般 1 支

地下茎上只有 1 个茎节膨大
。

因此 1 株延胡

索有多少支地下茎就生成多少个类似的新块

茎
。

在 4 月末至 5 月初其地上部分枯萎后
,

连

结此类新块茎与母延胡索的自我更新后产生

的新块茎之 间的地下茎枯萎
,

而后彼此不再

相连
,

但从外形上仍能将它们分辨出来
,

由茎

节膨大形成的块茎呈不规则的类圆形
,

而且

边缘部分有明显突出
,

留有地下茎的痕迹
,

经

过 6 月至 9 月的夏眠
,

新块茎的外形渐变圆
,

到 n 月初有新芽头出现时
,

边缘的突起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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