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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和分析了西藏濒危野生药用植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现状�存在问题�并结合西藏的实际情
况�提出了一些建设性保护对策。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关键在于正确认识药用植
物的成熟标准�提高保护意识�加强其生态环境及种源基因的保护�这样药用植物资源才能达到永续利
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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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为青藏高原的主体�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地势
高�地形复杂�包括了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和寒
带等多种气候类型。其复杂多变的界面条件和特殊的
自然环境�使西藏孕育了丰富的植物区系�造就了北半
球最丰富、最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据统计�西藏已知
的高等植物有6600余种�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生物多样
性最丰富和最典型的地区之一。西藏珍稀特有植物十
分丰富�尤其在高原的东部和东南部。

西藏的野生药材主要分布于茂东澜沧江、怒江上
游和藏南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高山峡谷区�蕴藏量较大
的有昌都地区54％、那曲地区29％和山南地区10％。
长期以来�由于对合理开发利用药用植物资源的认识
不足�致使有些药用种类采收过度�资源受到不同程度
的破坏。其中�一些物种已出现衰退甚至濒临灭绝�有
些种类的优良种质正面临消失和解体。因此��如何合
理开发利用濒危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做到有效保护和
管理�使濒危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可以永续利用�已经成
为社会各界人士必须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濒危现状

我国是世界药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资源最
丰富地区要数西南和中南�约占全国种类 50％ ～
60％�这其中西藏占绝大部分。在我国处于濒危状态
的近3000种植物中�用于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约占
60％～70％。据统计�在1992年公布的 《中国植物红
皮书》中�收录濒危植物398种�包括药用植物168种�
其中稀有种38种�渐危种84种�濒危种46种。

根据《中国植物红皮书》（第一册 ）�西藏自治区有
珍稀濒危植物44种�其中包括蕨类2种�裸子植物8
种�被子植物34种。按照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第一批 ）�西藏拥有国家保护植物27种�其Ｉ级保

护植物5种�ＩＩ级保护植物22种。从水平分布看�以
墨脱县分布的珍稀濒危植物最多�到28种�占西藏全
区种类的51∙85％；其次是察隅、波密和林芝�分布的
珍稀濒危植物达到15～20种。从地区的分布水平来
看�以林芝地区分布最多�达 48种�占全区种类的
88∙89％；其次是昌都地区 （19种 ）、日喀则地区 （15
种 ）、山南地区 （11种 ）；拉萨市、阿里地区和那曲地区
的珍稀濒危植物种类极少�在5种以内。
2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濒危原因

珍稀濒危植物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内

容。气候和地史变迁�物种自身繁殖更新困难、种间竞
争力弱、分布的地理局限性和生态脆弱性�以及人类对
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的生境破碎、缩小和退化是植
物濒危的主要原因。在西藏�一些地区�特别是在雅鲁
藏布大峡谷地区�较低甚至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形成的
资源低级开发�及对土地等资源的利用�已导致许多珍
稀濒危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保护珍稀濒危
植物�迫在眉睫。
2∙1　人为原因

人类的高强度利用和无序开发是造成野生药用植

物资源濒危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利益的
驱使�大面积天然林被砍伐�草场被破坏�使野生药用
植物生境日益破碎化或丧失�这无疑给资源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威胁。同时�也对野生药用植物资源赖以生
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不利影响。由于长期采收药
用植物和连伐森林�使土壤中的各种营养物质不断地
从森林中被移走�导致生态营养失衡�生境恶化�物种
种数减少�再加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建设用
地的扩大�不少野生药用植物被挤出原来的适生区�因
短时间不能适应新的生境而濒临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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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野生药用植物自身原因
野生药用植物的自身特点是造成濒危的另一重要

原因。如红豆杉、三尖杉、银杏等植物种子数量少�种
皮厚�且种子休眠时期长�生长缓慢�繁殖力弱�天然更
新困难。杜仲、银杏、红豆杉、粗榧、巴山榧树、中华猕
猴桃等植物多为雌雄异体�这大大减少了雌雄配子体
相遇的机会�造成繁殖更新困难。
2∙3　自然历史原因

亿万年来�不断持续着的进化过程�是有些物种因
不能适应环境变化而最终走向了灭绝。自然灾害和地
史变迁时一些繁茂的植物近乎毁灭�幸存的稀有物种
只能成孤立残遗分布�分布的地域异常狭小。
2∙4　种间竞争

在激烈种间竞争中�由于濒危野生药用植物在生
态系统或群落中往往处于劣势或不利地位�种群竞争
力较弱�再加上人为破坏�使其在植物群落中地位级下
降�可享用资源数量减少�最终导致竞争失败。除了上
述原因之外�全球环境变化�生态失调、病虫危害等因
素都会对野生药用植物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威胁。
3　保护对策

濒危野生药用植物保护指保护药用植物资源及与

之密切相关的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以保证药用植物资
源的永续利用和保存药用植物的种质资源。濒危野生
药用植物保护和管理的目的在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

段来保护药用植物资源中稀有的和濒危的药用植物�
变野生物种为家种、家养�扩大药用资源�提高药用植
物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内在质量�以保证药用需要。

西藏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是一项涉及面广、任务
重、技术要求高的系统工程。必须提高认识�利用多种
形式加强西藏濒危野生药用植物保护的宣传教育�使
各级决策者、管理者和当地居民了解保护濒危植物的
意义、价值和丧失濒危植物的严重后果�提高公众参与
濒危植物保护的意识；同时要健全濒危植物保护的机
构�理顺管理机制�充实相关的管理和科研人员�与此
相配套的是结合西藏自治区的具体特点�尽快完善有
关濒危植物保护抢救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
把濒危植物的保护与全区的国土整治、天然林保护、自
然保护区建设�特别是与当前西部大开发中生态建设
结合起来配套实施。具体措施如下：
3∙1　全面普查�摸清家底

各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包括专家、学者、教授、
学生、林业人员、群众等 ）组成调查小组�深入各区展
开多形式调查 （包括地面精确调查和遥感调查等 ）�通
过地面调查摸清我国药用植物资源家底�特别要查清
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种类、数量、地理分布、

分布面积、环境因子、遗传基因等要素；同时�利用遥感
便于动态监测的特性�来调查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
资源的动态变化�以此为将来进行植被保护规划和建
立植被信息库以及植被恢复与重建、异地引种打下坚
实的基础。
3∙2　加大宣传力度�更新观念�实行全民保护

目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的落后思想和 “药用
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错误观念已根深蒂固�仍
然困扰着许多人�极大地影响着药材生产和药用资源
的保护管理工作。因此�要利用广播、电视、音像、网
络、书籍、宣传画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并将环境教育渗透于中小学教学中�宣传保护野生药
用植物资源在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作用�以及破坏资
源的严重后果�强调保护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同时进行关于野生药用植物资源保护的法
制宣传�开展资源警示教育�使人们全面树立科学资源
观�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资源�从而实现由被动保护向
主动保护的转变�达到全民保护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
目的。
3∙3　加强法制管理�依法实行保护

严格依照《草原法》、《森林法》、《野生植物保护条
例》、《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实行依法
保护与管理�采取经济、行政、司法等综合配套措施�杜
绝滥采乱挖、乱砍滥伐�防止出现草场退化、森林锐减、
物种灭绝局面。由于以上法律法规为上世纪所定�某
些条款已经不能解决当前新情况、新问题�应尽快出台
新的关于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方面的规章制度是历

史发展必然。
3∙4　加强科研攻关

西藏濒危植物名录中�一定程度上是根据过去的
考察、采集纪录而进行评估的�不可能全面而客观地反
映物种受威胁的状况�因此�加强濒危植物的科学研究
十分重要。在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主分布
区�与各科研院所联合�在切实保护好现有资源的基础
上�建立完善的研究与开发体系。从保护生物学方面
研究物种的濒危机制、保护管理与种群恢复重建；从种
群生态学方面研究种群的结构、生活史、生活力、生态
型、分布格局、繁育与更新；从生态系统生态学方面研
究各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以及所起的作用；从种
群遗传学方面深入研究各物种的种质遗传信息及其变

化。
3∙5　做到分类保护

根据药用物种的濒危程度及分布特点�因地制宜
地选择保护措施。
3∙5∙1　就地抚育�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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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就是在药用物种产地恢复和发展资源。如各地普
遍采用的围栏护育、封山育林、封滩育草、禁牧育草等�
使其自然恢复和正常繁衍�以保护林区和牧区的野生
药用植物资源。濒危植物的生境多具有特殊性�分布
往往比较局限�对于土壤、小生境、气候等有一定要求�
盲目进行迁地保护不容易成功�应该以就地保护为主�
包括改善生存环境、促进自然更新、就地繁育等�这样
才能使其种群数量增加。建立自然保护区是对其生物
多样性进行就地保护的有效措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已逐步形成了类型
齐全、布局合理的自然保护区网络�全区现已建立了各
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15个�总面积达40∙27万 ｋｍ2�
占西藏自治区国土面积的33∙58％�占中国各类自然
保护区总面积的30％。但目前大多数自然保护区普
遍存在经费不足、管理手段不完善、成效不大等问题。
因此提高管理水平以保证原始生境被完好保存�已成
为当务之急。

除此之外�还应采取采大留小�保护幼株的措施�
同时严格控制采药季节和采药量。它与保护区的主要
区别在于没有明显的保护区界�或是将保护的手段直
接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而保护区�是针对重要的药
用物种而建立的绝对保护区。保护区内可设有研究机
构或研究设施。保护对象为具有国家保护意义的珍
贵、稀少、濒临绝灭的重要野生药用植物。该区可在具
有原始生态系统条件下或已开发的地区设置�保护手
段除自然维护外�可结合人工种、养�借以扩大野生种
群�恢复和发展资源。因此�在珍稀野生药用植物产
地�建立野生药用植物资源保护区是一个行之有效的
好办法。
3∙5∙2　异地保护�又称迁地保护�即将濒危种类迁出
其自然生长地�保存在保护区、植物园、苗圃、种植园
内�变野生种类为家种种类。通过引种栽培�植物园不
仅保护了许多珍、稀、濒危物种�而且扩大了种源。目
前驯化成功的药材近80种。丹参、防风、龙胆、知母、
羌活、川贝母、柴胡、伊贝母、款冬花等通过人工栽培也
都先后取得成功。解决了药材供应不足的问题。总
之�药用植物的迁地保护是解决中药材供应不足和保
护野生药用资源的一条重要途径。
3∙5∙3　离体保护�是目前生物种质保护的较先进手
段�就是利用先进技术�保存并研究携带全部遗传信息
的物质片段�即保存药用植物的某一部分器官、组织、
细胞或原生质体等�以达到长期保留药用植物的种质
基因�巩固和发展中药资源的目的。当前采用离体保
护的主要方法有：建立中药资源种质基因库和组织培

养等。建立中药资源种质基因库�其直接作用就在于
收集和保存药用植物遗传物质携带体及其本身�免于
毁灭性的破坏或造成基因流失。建立中药资源基因库
有利于保持优良药用种性和培育适合各种条件的优良

品种�提供丰富的遗传资源和研究材料。组织培养是
将动、植物体的某一部分器官、组织、细胞或原生质体�
通过人工无菌离体培养�定向诱导分化获得产品的一
种技术方法。应用组织培养技术不仅使繁殖种群的速
度加快�而且能尽快实现野生物种的栽培养殖和人工
育种。应用组织培养技术�可以消除植株的病毒感染�
培养无病毒植株�如山东用地黄茎尖培养无病毒植株
获得成功。总之�离体保护是未来保护野生药用资源
的一条科学途径。

最后建议增加西藏自治区级濒危保护植物�西藏
珍稀植物十分丰富�有许多种既未列入 《红皮书》（第
一册 ）珍稀濒危植物�也未纳入《名录》（第一批 ）�但这
些种的生存状况仍受到严重威胁�且具有重要经济、科
研和文化价值�我们建议将这些种列为自治区级重点
保护植物�并将这些种与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一并
予以重点保护。
4　结论

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野生药
用植物资源是支撑相关产业发展壮大的基础�也为人
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而人类无止境的需求
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正进一步激化。因此�有
效保护、合理开发、树立正确的资源观�摒弃非持续利
用的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一条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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