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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栽培在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作用及发展战略

中国 医学科 学院

中国协和 医科 大学
药用植物 研究所 ( 北京 1 0 0 0 9 4 ) 杨世林

’

张本刚 陈 君 李先恩 魏建和

摘 要 针对 目前我国 中药材 生产中存在 的问题
,

就 中药材栽 培在资源 可持续利用中的重要作用

进行 了论述
,

同时对 中药可持续发 展战略提 出几 点建议
:

( 1) 建 立药用植物种质基因库 ; ( 2) 建立常

用栽 培中药材 种质资 源库
;
( 3) 制定 中药材种 子种苗 质量 标准

; ( 4 ) 加强 中药材种质资 源和优 良品

种的选育研 究
;
( 5) 建立 中药 材 良种繁育 基地

;
( 6) 建立 中药材规范 化

、

规模化 生产基地
;
(7 ) 建设绿

色 中药材生 产基地
;
(8 ) 加强 中药材野 生变家种技 术的研 究

;
( 9 )加 强生物技 术在 中药材栽培 方面

的应用研 究
; ( 1 0 )综合发 展

,

多学科结合
,

实现可持续发展
。

关键词 中药材 栽培 资源利 用

中医 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
,

是我 国医药

的宝贵财富
,

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
,

为

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 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

同

时也是世界医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长期

的临床实践中总结 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

在防

病治病中确有其独到之处
。

直至 目前
,

中医 中

药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发展潜力
。

我国共有 12 807 种植物
、

动物和矿物可

做 药用
,

其 中 n 1 4 6 种为植 物
,

它包括 3 83

个科
,

2 3 0 9 个属
,

有近 3 0 0 种中药材 以栽培

为主
,

种植 面积为 5 6
.

67 万 h m
“ ,

产量达 3 5 0

万 t ; 1 5 8 1 种药用动物
,

包括 4 1 5 科
,

8 6 1 属 ;

另外还有 8 0 多种药用矿物
。

目前有记载的方剂近 10 万个
,

单方
、

验

方有 6 00 0 多个
,

但经过研究整理
,

发现组成

这些方剂的也就是临床应用的常用中药只有

8 0 0 多种
,

并以植物药为主达 7 0 0 多种
,

其中

有 3 0 0 多种以栽培为主
。

长期以来药材主要

以野生为主
,

随着人 口的增加和用药量增长
,

有限的野生资源 已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
。

由

于药材是一种特殊商品 ; 人们出于对健康的

渴望
,

认为野生药材远 比家种药材的质量好
,

A d d r e s s :
Y a n g S h i l i n

,

I n s t i t u t e o f M
e d i e i n a l P l a n t

U n i o n M e d i e a l C o lle g e ,

Be i ji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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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 了对野生资源的破坏
,

如野生 山参等等
,

同时也加速了濒危品种的灭绝速度
。

更严重

的问题是对野生资源过度的
、

无计划
、

无节制

的采挖
,

对整个国家的生 态环境造成了 巨大

的破坏
,

如对甘草和 麻黄等的采挖
,

对整个西

北草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
,

加速了 西

北地区荒漠化
。

当药材品种不断减少而野生

资源又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时候
,

人们开始

重视 中药材野生变家种的研究
。

虽然 目前有

近 3 0 0 种中药材以栽培为主且面积达 39 万

h m
“ ,

但是
,

随着栽培过程中
,

化肥
、

农药的大

量使用及栽培地 区 的环境 污染等严重 的影

响
,

临床反应明显的是疗效远不如从前
,

一是

人体内可能存在着抗药性 的物质
,

二是中药

材的质量问题
。

加之我们对药材方面基础研

究不够
,

许多质量问题或更深层次的问题
,

我

们只是知其然
,

不知其所以然
。

而 中药材又是

中药生产 的第一关
,

尽管中成药生产过程已

机械化
、

自动化
,

但是没有合格
、

可靠的原材

料
,

生产过程再先进
,

也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

成 品
。

笔者拟阐述中药材栽培方面存在的主

要问题
,

并 就解决这些问题
,

谈一下我们的意

见和介绍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

1 中药材栽培中存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1
.

1 种质混杂
:

同名异物
、

同物异名现象较

普遍
。

缺乏对种质资源的系统研究
,

尤其是对

基原植物遗传规律的研究
。

随着种质变异
,

品

种的退化等诸多问题不断出现
,

加之研究不

够
,

导致 中药材的质量下降
、

不稳定
,

具体表

现在
:

市场上流通的种子
、

种苗存在着质量问

题
,

其产量低
、

质量差
、

抗病虫害能力差等
。

1
.

2 农药滥用
:

由于药用植物生物学特性各

异
,

栽培期间病虫害多有发生
,

导致了农药的

大量使用
,

加之药农对病虫 害的防治知识有

限
,

低价
、

毒性大的农药使用得广泛且普遍
,

结果一是使病虫害产生抗药性
,

使农 药用量

不断加大 ;二是严重污染土壤
、

水质和整体环

境
,

使之形成恶性循环
。

1
.

3 种植 分散
:

在地 区
、

生态环境
、

采用种

子
、

种 苗和栽培技 术
、

采 收年限和 季节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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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导致 了 中药材质量相差太大
,

生产出的中

成药质量不稳定
,

临床上疗效有较大的差异
。

2 对中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建议

2
.

1 建立药用植物种质基因库
:

随着生态环

境破坏的加剧
,

世界上每天都有一定数量的

物种在灭绝
,

对物种的保护成为当前 紧迫的

工作
。

许多品种为濒危的药用植物
,

药用植物

种质基因库的建立也己迫在眉睫
。

目前我所

( 北京总所
,

云 南
、

海南
、

广西分所 ) 有 占地近

2 6 6
.

6 7 h m
Z

的药用植物园
,

保存有 3 8 0 0 多

种药用植物
。

在 2 01 0 年之前
,

计划在东北长

白山
、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建立分所
、

植物园

等不同形式 的药用植物种质基因库的基地
,

每 年完成 收集
、

移栽
、

驯 化 5 00 种
。

在 2 0 1 0

年
,

建 成 7 个 不 同 生态 环 境 区 域
,

栽种 近

8 0 0 0种的药用植物基因库
,

为药用植物种质

资源及优良品种的选育打下 良好的基础
。

2
.

2 建立常用中药材栽培品种种质基因库
:

长期 以来
,

各地药材种植缺乏统一管理
,

药农

主要通过 自繁 自用或从药材市 场上购买种

子
、

种苗进行生产
,

各地栽培品种质量各异
,

生物学特性
、

产量
、

质量
、

性状及抗性 上都有

很大差异
,

而这些品种又是药农多年种植
、

具

有一定应用价值的药材
。

由于过度发掘
,

使得

过去栽培 的农家品种及传统用种很难找到
,

有些甚 至绝迹 ; 另一方面少量大宗药材培育

出的优 良品种带来种质的均一性
,

致使一些

抗逆性强
,

品种品质优 良的遗传资源丧失
,

因

此迫切需要加以保护
。

保护利用我国现有栽

培品种 资源
、

建立常用中药材栽培品种种质

库具有重要意义
。

2
.

3 制定中药材种子
、

种苗标准和建立检测

中心
:

我国已制定部分药材的全国或地 区标

准
,

但 中药材的种子
、

种苗生产和经营至今还

处于一种无章可循
、

无法可依的状况
。

国家 已

建立了蔬菜
、

花卉质量检测中心
,

其中主要内

容是制定蔬菜
、

花卉种子
、

种苗质量标准
,

规

范蔬菜
、

花卉的生产经营
。

中药材种子
、

种苗

是影响 中药材质量和产量的关键因素
,

多年

来广大科研人员已开展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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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
“ 80 0 种药用植物种子生理的研究

” 1 9 93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并编辑出版了《植

物药种子手册 》
、

《实用 中药种子技术手册 》
,

建立中药材种子
、

种苗质量检测中心
,

制定中

药材种子
、

种苗质量标准
,

这样可 以从 中药材

生产的源头把住质量关
。

2
.

4 加强中药材种质资源的研究和优 良品

种的选育
:

国家在
“

六
。

五
” 、 “

七
·

五
” 、 “

八
,

五
”

期间组织 了
“

常用 中药材品种整理与质量

研究
”

及
“

中药材道地性的系统研究
”

两项攻

关课题
,

其研究对象是种上或种下各居群间

的药用植物资源
,

延续上述两项工作
,

我们提

出 了
“

种质资源在 药材 品质形成中的作 用与

调控
”
的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 目建议并

被采纳
,

重点对种下各变异类型
,

包括野生类

型
、

栽培类型和农家 品种等药用植物种质资

源进行收集
、

鉴定和评价
,

为中药材种质资源

评价体系的建立和中药材优 良品种的选育打

下坚实基础
。

据 1 9 9 7 年对全 国中药材生产问

题的调研结果表明
:

在栽培的 2 0 0 多种中药

材中
,

经选育品 种不足 10 种
,

可 见 目前我国

中药材良种选育工作严重滞后
,

相关研 究工

作巫 待加强
。

我所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支

持下
,

建立了 中药材原种场
,

并在吉林
、

河北
、

山西
、

宁夏
、

内蒙古等 省建立生 产基地
,

开展

人参
、

黄荃
、

北沙参
、

丹参
、

红花
、

葫芦巴 等药

材的良种选育研究工作
。

2
.

5 建立中药材 良种繁育基地
:

中药材的 良

种繁育是实现 中药材种植规模化
、

规范化的

重要环节
,

经过人工选育品种
,

应在药材生产

的适宜地区建立 良种繁育基地
,

经 良种繁育

基地繁育的药材种子
、

种苗应有其严格的质

量标准
,

经过精选
、

包装
,

并进行商标注册后

由国家认证的种子
、

种苗销售公司销售
。

良种

繁育基地应是经国家考核认定冠名
。

2
.

6 种植基地规模化
、

规范化
:

建立规范化
、

规模化中药材种植基地
,

能从根本上解决 目

前我 国中药材生产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

使中

药材生产朝着优质
、

高产
、

质量稳定
、

可 控的

方 向发展
,

实现 中药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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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设可通过工商企业 的经济行为
,

把生产

力各要素优化组合起来
,

逐步建立 中药工业

原料基地
,

中药商业货源基地和 外贸出 口 基

地
。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 G A P )的制定

和实施将使我 国中药材生产进人一个新的阶

段
,

这项工作需要药用植物栽培
、

育种
、

植保

及植化等多学科的科技人员多方合作
。

国外

在这方 面 已有很好的先例
,

如德国的银杏生

产
。

中国的药用植物种类繁多
,

特性各异
,

首

先
,

应根据不同药材特点
,

考虑其生产环节
,

制定每 一 种药材 生 产的 SO P
,

逐 步 总结经

验
,

增加规范化生产药材的种类
,

带动整个中

药材生产的管理水平
,

提高药材质量
。

2
.

7 绿色中药材生产基地的建设
:

绿色中药

材的生产是指无公害 (包括无农药残留
、

无重

金属超标
、

无霉菌残 留等有害物质的 污染 )的

中药材生产
。

中药是人们关于防病治病的特

殊商品
,

因此对中药原料中药材的要求应更

加严格
,

而 目前我 国中药材生产状况令人担

忧
。

1 9 9 7 年我所受 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 的委

托
,

对全国的中药材生产的植保现状进行调

研
,

调查结果表明
,

植保问题是目前我国中药

材生产中的最薄弱环节
,

整个中药材生 长过

程中的病虫害防治水平低于农作物和经济作

物
,

农药残留及重金属超标现象普遍
,

直接影

响我国 中药质量和 中药产品的出 口
。

多年来

我所在药用植物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及植物农

药研制开发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

对植物

蛀干害虫的天 敌昆虫一一管氏肿腿蜂的大量
人工繁殖及利用木霉防治人参

、

西洋参等根

类药材土传病害方面都取得 了成果
,

我所首

次利用综合防治技术在河北兴隆建立了绿色

中药材生产基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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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药材野生变家种栽培技术研究
:

由于

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
,

使得 自然资源越来越

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
,

加上无序的乱砍滥伐
, 、

就更加剧了这一现象
。

加强中药材野生变家

种栽培技术的研究是实现中药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保证
。

我们在天麻等药材野生变家种栽

培成 功的基础 上 又 开展 了石 解
、

猪荃
、

金莲



花
、

连翘
、

远志
、

燕 白等药用植物 的野生变家

种栽培技术研究
,

并取得可喜进展
。

2
.

9 加强和 推广生物技术在 中药栽 培方面

的应用
:

细胞培养技术与基因工程是生物技

术 的两个重点支撑点
,

生物技术在中药生产

和 品质改进上可发挥如下作用
,

通过离体培

养分化植物
,

可保存
、

繁殖和纯化中药材中稀

有珍贵的品种
。

对依靠 营养繁殖 的中药材
,

可通过与传

统生产方式 比较
,

应用生物技术进行 中药材

生产和品质改进
,

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药

材 的生产可在人 为控制条件下进行
,

通过调

控培养条件和培养方式极大地提高生产率
。

2) 培养是在无菌条件下进行的
,

因此可 以排

除病 菌和虫害 的侵扰
,

严格 控制药材质量
。

3 )可 以进行特定的生物转化反应
,

生产需要

的有效成分
。

4) 通过对有效成分合成路线进

行遗传操纵
,

提高所需物质的产量
。

5) 通过加

人或删除基因而改变药材的遗传特性
。

目前我们应用生物技术已 开展 了石解
、

金线莲等多种紧缺
、

濒危中药材的生长发育

机制研究和繁育技术研究
,

用根瘤农杆菌感

染丹参无菌苗已成功地获得 了丹参的冠瘤组

织
,

高产株系的扩大培养
,

丹参酮的含量可达

生药的 3 倍 以上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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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综合发展
,

多学科结合
,

实现可持续发

展
:

中药材栽培是实现 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

人参
、

贝母
、

甘草的人工

栽培既保证人们防病治病 的药物需求
,

又对

遏制草场沙漠化
,

保护生态环境具有很好的

促进作用
。

但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

庞大的系统过程
,

需要多学科科研工作者的

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
。

如经过育种学家的 良

种选育可提 高单位面积的药材产量
,

增加有

效成分 含量
; 资源学家通过发现新的药物 资

源品种
,

降低 了对单一药用植物的使用压力 ;

植物化学家
、

分析家通过对不 同采收期有效

成分的研究
,

指导中药材在最佳时期采收
,

通

过植物不 同部位有效成分研究
,

拓展 药材 的

使用部位
,

使药用植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

( 1 9 9 9
一

0 8
一

3 0 收稿 )

精制蝮蛇抗栓酶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中的应用

天津中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 ( 3 0 01 50)

白求恩医科大学 制药厂

田凤英
’

苏 冰

摘 要 综 述 了蝮蛇抗栓 酶在 l 型糖尿 病及其部分 并发症治疗 中的应用情况
,

认为该药在糖尿病

治疗 中是一 个较有前景 的药物
,

值得进 一步临床观察
,

对 其作 用机制也应深人探讨
。

关键词 蝮 蛇抗 栓酶 糠尿病 及其并发症 治疗

糖尿病 ( D M )是一种常见的 内分泌代谢

紊乱的疾病
,

是 由于人体内胰 岛素分泌不足

导致糖代谢紊乱
、

脂代谢异常
,

临床表现为血

糖
、

血脂升高
,

动脉硬化
,

神经功能障碍
,

最终

导致诸多并发症而危及生命
。

D M 病人血液流变学检 查结 果异常
,

血

液呈高凝状态
,

已被众多资料证实 ; 而血液流

变学的检查结果
,

作为血疲证 的重要指标已

得到确扒
; 高凝状态 即血痕的存在

,

又与 D M

的血管
、

神经病变的发生密切相关
。

因此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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