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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 066.76 km2，占次适宜区总面积的 0.64%。在最

适宜区中，凉山彝族自治州最适宜性分布面积最大，

约为 151.36 km2，占该州总面积的 0.25%，乐山市

的最适宜性分布面积最小，约为 2.11 km2，占该市

总面积的 0.02%；在适宜区中，凉山彝族自治州的

适宜性分布面积最大，约为 213.11 km2，占该州总

面积的 0.35%，德阳市的适宜性分布面积最小，约

为 0.89 km2，占该市总面积的 0.01%。在次适宜区

中，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适宜性分布面积最大，约为

927.88 km2，占该州总面积 1.54%，内江市的适宜性

分布面积最小，约为 1.67 km2，占该市总面积的

0.03%。根据分析，凉山州的适宜性面积最大，在

川牛膝的培育中可以发展规模化人工栽培。 
依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18-21]以及结合全国第 3

次药材资源普查结果显示，川牛膝主要分布在雅安

市的天全县、宝兴县、荥经县、芦山县、石棉县、

汉源县，乐山市的峨眉山市、金口河区、峨边彝族

自治县，眉山市的洪雅县，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

县、越西县、喜德县、冕宁县、德昌县，攀枝花市

的盐边县。本次系统分析川牛膝适宜区范围包含了

上述所记载的所有县市，由此得出通过 GIS 分析的

结果与川牛膝实际分布地区相符合。 
2.3  结果验证 

野外样方数据采集也是建立本研究的重要环

节，本次调查主要对四川省部分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本次川牛膝资源的适宜性分布主要采集了 30 个样

地（图 3），其中有 26 个样地是川牛膝资源分布较

为集中的地方，利用手持 GPS 进行精确定位和数据

采集。通过 GIS OFFICE 将野外测量所采集到的数

据文件导入 ArcGIS10.0 中，发现所选取的区域与通

过ArcGIS软件分析所得的适宜分布范围结果基本吻

合，进一步说明利用 GIS 对数据进行分析的合理性。 

  
图 3  川牛膝野外调查图 

Fig. 3  Site distribution for fields survey on C. officinalis  

3  讨论 
道地药材川牛膝用途广泛，在我国有较长的民

间药用和临床应用历史，经济价值较高。但由于近

年来种质存在不同程度的混杂，药品质量参差不齐，

有必要建立最佳生产适宜区，保证药材的品质[16-17]。

因此，本实验应用遥感与 GIS 技术，研究川牛膝资

源的适宜分布范围，结果表明，通过分析得到的

结果与野外验证得到的结果基本吻合，具有较高

的精度，该方法具有可行性，可以为中药材适宜性

分布研究提供依据，因此可用于类似中药材的分析。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川牛膝的分布区主要是凉爽、

潮湿、阳光充足的地方，具有区域性。因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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