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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保护战略研究
�

口易思荣
��

黄 娅 肖 波 邓才富 肖 中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 重庆 �������

摘 要
�
重庆地处我国三大特有植物分布中心之一的

“
川 东
一
鄂西

”
分布中心

，

地形复杂多样
，

由于

受第四纪冰川影响较小
，

该地 区分布有大量的珍稀
、

古老和 孑遗植物
，

作者在多年调 查的基础 上付重庆

地 区分布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资源状况
、

致危原因进行 了分析
，

并提 出了一 系列保护对策
。

是就地保

存
，
迁地保护

，

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
，

培养科技人员和开展科学研究等
。

关键词 �药用植物 濒危植物 植物资源 植物保护 生态环境

一
、

重庆市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现状

重庆市位于我国西南的喀斯特地貌分布中心
，

主

要植被类型和药用濒危物种构成深受岩溶地质 的影

响
，

具有明显的钙生性
。

从我国植物地理区系上分析
。

重庆市处于我国东西及南北植物区系交错渗透 的地

带
，

同时该地区大部处于我国三大植物自然分布中心

之一的
“

鄂西川东植物分布中心
” ，

且第四纪冰川时期

本地区所受侵袭程度较为轻微
，

加之本地区地形变化

复杂而变化多样
，

适宜于众多野生植物的生长发育
，

因

此本地区植物种类异常丰富
。

目前世界上许多物种都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

最新

研究表明现有物种 的灭绝速率是化石记录上的 �
一 �

倍川
。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意味着制定切实可行的保

收稿 日期
�����一�一�

修回 日期
�����一�
一

��

护濒危物种的计划将显得特别重要
。

因此许多相关研

究人员着力于研究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防止物

种灭绝的有效途径
。

�
�

重庆市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结构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
、

《中
国植物红皮书一稀有濒危植物 》 、 《中国珍稀濒危植物
名录》等文献记载和调查结果 ，重庆市共有各类野生
珍稀濒危植物 ��� 种 〔

’ 一 ‘。 〕 ，

包括野生银杏
、

崖柏等珍

稀植物 �
“ ， ” �，其中蔽类植物 �� 种

，

裸子植物 �� 种
，

被

子植物 ��� 种
，

分别 占总数 的 �
�

���
、
�
�

���
、

��
�

���
。

蔗类植物有荷叶铁线旅
、

下延阴地蔽及金毛狗

等
，

裸子植物有银杉
、

琪桐
、

福建柏
、

水杉等
，

被子植物

有伯乐树
、

连香树及南川升麻等
。

重庆市所有珍稀濒

危植物中药用植物有 ��� 种
，

从我国 ����年开始发布

珍稀濒危和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以来
，

重庆市的很

多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种类的保护级别具有较为明显的

科技部
“
十一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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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

谢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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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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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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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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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药用�植物分类学和资源学等方 面 工作
，
�������
一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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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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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趋势
，

这表明在重庆市乃至全国范围内这些物种

的资源数量呈下降趋势
，

由此可以看出药用珍稀濒危

植物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

�
�

重庆市中药产业发展现状与濒危药用植物保护

重庆中药物种资源特别丰富
，

拥有中草药种质资

源 ����余种
，

约 占全 国药用植物种类的 ���
，

其中包

括常用大宗传统药材 �� 多种
。

但从重庆市医药工业

企业的规模及其资产增长速度可以看出
，

重庆市中药

产业发展迅猛
，

这也意味着该市药用濒危植物保护任

务 日趋艰巨
。

�
�

重庆市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种类

在众多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
，

有很多种类都具

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

如荷叶铁线蔽等

在当地用于治疗肝炎等疾病
，

金毛狗脊
、

天麻及各种五

味子等常用中药品种的药用价值是众所周知的
，

裸子

植物中的红豆杉
、

南方红豆杉
、

蓖子三尖杉等植物含有

抗癌活性成分也是很早就被证明了的
。

而新的医药研

究表明其中的水青树含有抗艾滋病病毒活性成分 〔
’ 〕 ，

同时众多的珍稀药用植物在民间都有 比较广泛的应

用
，

当然这也是引起这些植物濒危的一个重要原因
。

二
、

重庆市濒危药用植物的地理分布

从我国植物地理 区系上分析
，

重庆市处于我国东

西及南北植物区系交错渗透的地带
，

同时该地 区大部

处于我国三大植物 自然分布中心之一的
“

鄂西川东植

物分布中心
” 〔 ‘，〕 ，

因此本地区植物种类异常丰富
，

丰富

的野生植物中
，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种类也十分丰富
。

受境内复杂的地形影响
，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在地理分

布上差异较大
，

其中以金佛山
、

大巴山
、

巫山
、

武陵山和

白马山等地分布种类较多
，

其余各地分布的种类相对

较少
。

按照重庆市的地质地貌
、

植被生态与植物区系和

濒危药用植物分布 自然状况
，

结合该市实施 中药现代

化
、

建立 ���生产基地 的实际情况
，

依据中药材区划

的原则
，

重庆市濒危药用植物地理分区可划分为以下

�个区域
。

�
�

中西部丘陵低 山 区

包括北磅
、

壁山
、

铜梁
、

合川
、

永川及大足等县 区
，

是重庆市海拔分布较低
、

热量条件较好的地区
，

该地区

地带性植被主要为针阔混交林
，

原生植被严重破坏
，

植

物资源相对贫乏
。

代表性药材有天麻
、

获荃
、

五倍子
、

党参等
，

珍稀濒危药材主要有金毛狗
、

狭叶瓶儿小草
、

八角莲
、

金荞麦及南方红豆杉等
。

�
�

南部中山 区

以南川金佛山为中心
，

是重庆市野生植物和珍稀

药材的集中分布区
，

该区包括南川
、

武隆
、

江津
、

万盛及

茶江等区市县
。

此区地带性植被种类丰富
，

野生植物

资源和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种类都处于全市领先地位
。

代表药材有石解
、

黄精
、

首乌
、

杜仲
、

狗脊及苦参等
，

主

要珍稀濒危药材有大血藤
、

金佛山雪胆
、

金佛山老鹤

草
、

胡豆莲
、

毛黄董
、

南川升麻
、

红豆杉及蓖子三尖杉等

��余种
。

�
�

东南中低 山丘陵区

包括黔江
、

秀山
、

酉阳
、

彭水等区县
，

主要植被类型

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

但植被分布差异较为明显
。

此地区代表药材有半夏
、

金银花
、

白友
、

地榆
、

淫羊霍

等
，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主要有红豆杉
、

南方红豆杉
、

朱

砂莲
、

黄连
、

胡豆莲及五味子等
。

�
�

中部低 山丘陵区

包括梁平
、

忠县
、

长寿
、

涪陵
、

垫江及丰都和石柱各

一部分
。

此区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
、

常绿栋林
、

马

尾松和柏林等
，

代表药材有淫叶霍
、

半夏
、

天麻
、

白艾
、

苦参
、

重楼等
，

主要珍稀药材有荷叶铁线藏
、

南方红豆

杉
、

金荞麦
、

黄粟
、

大血藤及南方红豆杉等
。

�
�

东北 中高山 区

是重庆市主要药材产区之一
，

此区包括城 口
、

万

州
、

巫山
、

巫溪
、

奉节
、

云阳及丰都和石柱各一部分
。

此

区地带性植被主要为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
。

代表

药材有石解
、

天麻
、

金银花
、

吴茱英
、

黄精
、

续断
、

木瓜
、

玄参等
，

主要珍稀药材有 巴山框树
、

红豆杉
、

南方红豆

杉
、

黄连
、

金佛山老鹤草
、

大血藤
、

水青树等
。

三
、

重庆市濒危药用植物的致危原因与机制

药用濒危植物依赖于所栖息的 自然生态系统
，

它

本身又是 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和结构单元
，

二者

相互依存
，

相互发展
，

共生共荣
、

协同进化
。

自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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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某一物种的濒危
，

首先是因为其生态系统网络

结构发生了变化
，

这种变化是生态系统本身在短期内

无法恢复的
，

从大环境上看
，

这种变化可归因于人为破

坏和 自然破坏
，

但无论是人为破坏还是自然破坏
，

都可

能产生同样的后果
，

都直接导致物种数量减少或环境

不再适应物种的自然生存
。

尽管濒危药用植物的致危

因素很多
，

但都可以把它们归结在以下 �个方面
，

当然

人的作用是最主要的
。

�
�

人为活动

药用植物濒危
，

主要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人为活

动所致
，

尤其在受到大的病患流行的影响和某些药材

加工业兴起的情况下
。

人为活动对药用植物的影响归

结为以下方面
�

���过度采集与利用
。

稀有濒危药用植物多为野生植物
，

直接间接地与

森林植物有着密切的联系
。

由于森林资源被过度采

伐
，

使濒危植物生存环境受到破坏
，

导致其不能正常生

长和繁育
，

从而导致种群数量减少 �或者因为该植物被

大量采伐或采集而导致数量减少
，

面临灭绝
。

如 �� 世

纪 ��年代
，

西南地区普遍生长的防己科千金藤属多种

植物的块根
，

药材名
“
山乌龟

” ，

是提取 四氢掌叶防己

碱的原料
，

其制剂颅通定����
�
������有较强的镇痛作

用
，

经济价值较高
，

由于被过度采挖
，

导致一些种类难

再找到
，

濒临灭绝境地
。

也有部分植物是被间接破坏
，

如部分雌雄异株植物
，

当环境遭到破坏后
，

成年植株减

少
，

其密度减小
，

从而导致不能受精而无法 自然繁衍
，

导致种群数量越来越少
，

面临灭绝危险
。

人类的其他

活动也常会对野生植物造成严重影响
，

如林区公路铁

路的修筑
、

不规范的护林活动
、

水利工程等
，

如三峡水

库的修建就直接威胁到近 ���余种野生植物的生存

地 �“
，

” 丁，这当中也包括了荷叶铁线威和疏花水柏枝
。

���不适宜的采收方式
。

科学的采收方式是维系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
。

到目前为止某些贫困地区对杜仲
、

黄柏和厚朴的

采收
，

依赖的仍然的是
“
买全树

、

剥全皮
”
的掠夺式开

发
，

药林采收后只剩下一片片枯林 �红豆杉的采收更是

叶
、

皮全要
，

许多千年古树也难逃一劫 �石解的采收是

既采石解又毁林
。

在药材采收季节上
，

也往往是无论

春夏秋冬
，

碰到什么采什么
，

从而导致药材质量参差不

齐�
“ ， ” �。

��� 温室效应和空气污染
。

目前全世界面临一个共同而严峻的问题一全球气

候变暖
。

随着气温的升高
，

部分植物特别是中高山植

物变得不能适应
，

开花结果受到严重影响
，

甚至 自身生

存也受到威胁
。

空气污染也是造成植物资源减少的一

大自然因素
，

空气污染的日益加重
，

导致空气中有害成

分含量逐渐升高
，

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植物的正常生

长和发育 �农药化肥的大量施用
，

也造成了土壤的严重

污染
，

这不仅严重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发育
，

而且严重

地影响人类的健康
。

�
�

生态环境破坏

生态环境破坏是近代许多物种致危的主要原因
。

除大自然因素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外
，

其它因素都直

接或间接地都与人为因素有关
。

如物种赖以生存的森

林和草地的直接毁灭
，

林分和草地质量的下降
，

构成自

然生态环境的要素的缺失
，

森林生态环境的丧失等
，

这

些可能由严重 自然灾害造成
，

但从近代历史可以看出
，

其中人为影响的程度也往往远大于 自然因素的危害
。

因此生态环境破坏仍可以归结为人类活动对 自然生态

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
。

�
�

生物学特性影响

药用濒危植物的致濒因素中自身繁殖力制约也是

主要原因之一
，

外界环境因素又不能克服这些限制因

素
。

自身繁殖体方面
，

如红豆杉种子休眠是影响其发芽

成苗的关键
，

石解的寄主选择是影响其生长发育的主要

问题
。

环境因素的变化已不适宜其繁育要求
，

第四纪冰

川以来一系列的大地构造运动
，

使许多物种适生的生态

环境范围逐步狭窄
，

森林破碎
，

动植物生存空间缩小
，

种

群数量减少
，

甚至导致部分物种的直接灭绝
。

�
�

其他 因素

经调查发现城 口县的秦岭冷杉结实量极大
，

但在

母株周围却很难发现幼树
，

其原因是大量的松 鼠在其

种子成熟前即开始剥食球果
，

从而使几乎所有种子在

成熟前即毁于鼠害
。

大果青杆等其他松科植物也有同

样情况
。

在南川和城 口的调查中发现琪桐和光叶琪桐

都能大量结果
，

但不到种子成熟却大多数种子 已遭虫

������������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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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

因此在大树周围也很难找到幼苗
。

另外
，

鸟类和病

害也给各种植物的自然繁殖带来了一定困难
。

四
、

重庆市药用濒危野生植物保护的对策和措施

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所长黄宏文 ����年 �� 月

�� 日在杭州召开的
“
����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利用研讨会
”
上指出

，

植物物种灭绝将对人类和生

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
。

在 自然条件下
，

当植物物种面

临退化和灭绝威胁时
，

人们必须对其进行迁地保护
，

植

物园是迁地保护的重要基地
。

同时他还指出说
，

世界

上约 ���的药物是直接从植物中提取或以植物为原料

制成的
。

濒危药用植物的保护实际上是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因此濒危药用植物的保护也

包括就地保护
、

迁地保护
、

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
、

建立

动态监测体系等手段
，

同时药用植物的保护以及后期

开发利用还可以通过建立规范化生产基地来实现
，

以

完成保护和开发的双重 目标
。

�
�

就地保护

就地保护的原理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和植物

种群的完整性
，

实现濒危植物的可持续利用并通过科

普教育提高公众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的自觉性
。

就地保

护是野生植物保护工作中首选的保护措施 〔
’��，因为多

数野生植物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产区环境形成了

相对的适应
，

在此环境条件下这些野生植物至少能够

正常生存
，

只要排除了当前的威胁因素
，

它们就能继续

繁衍和发展
。

因此 目前最为有效的保护措施应该是在

各种野生保护植物的自然聚集地建立生物多样性自然

保护区
，

使这些物种在适应环境中不再受到破坏
。

但

就地保护也有它 自身的局限性
�

需要大量的人财物力
，

因此建立的保护区�点�的数量有限 �某些物种在长时

间的进化过程中
，

本身的生物学特性 已不适应它们的

原生环境
，

导致其更新困难 �由于植被演替等方面原因

导致环境发生变化
，

一些物种不适应这种变化而导致

种群变小 �部分环境条件的变化程度超过了物种能够

承受的程度或者物种的原生态环境被严重毁坏以至无

法生存
，

如分布区特别狭窄的疏花水柏枝等由于水库

建设原生地被完全淹没
。

因此部分物种的保护就必须

借助迁地保护�如建设药用植物园�等手段来实现
。

�
�

迁地保护

迁地保护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手

段
，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少量植株个体得到异地保护
，

同时也可以使大量植物种类的一定个体得到暂时保存
。

但迁地保护由于脱离了植物的原来的生态环境
，

人工环

境始终无法达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多样性
，

同时由于在植

物园迁地保存的居群中
，

栽培的个体通常只有少数几棵

成年植株
，

而且还有一部分是来自植物园之间的重复引

种
，

这就使得植物园目前所保存的绝大部分稀有濒危植

物缺乏遗传代表性 〔
” 〕 。

因此
，

即使某个物种保存下来
，

其遗传性也产生了变化
，

它并非原来的物种
，

尤其是许

多高大的乔木和一些需要与其他物种共生或伴生的物

种
，

以及需要特殊种类的昆虫和鸟类参与授粉过程的植

物
，

迁地保护是不可能实现的
，

因此该方法不能保证这

些物种在更长时间后继续正常生长和繁殖
，

因此该方法

只能作为植物保护工作的急救手段之一 〔
’��。 药用植物

研究的主要 目标是发展大规模药用植物生产并直接服

务于社会
，

因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殖是珍稀濒危药用植

物保护中的有效手段之一
。

�
�

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的破坏往往造成部分地区物种组成发生

较大变化
，

甚至引起植被演替从而导致这些地区的生

态环境条件发生变化
，

而其中的部分物种无法适应这

种变化就会逐渐趋于灭亡
，

同时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

也可以导致部分物种的直接灭绝
。

因此生态环境保护

是植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一项长期而艰巨但十分有效

的方法
。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

自然植被得以恢复
，

则部

分物种的自然繁殖能力才会逐步恢复�
’ ‘ 〕 。

生态环境

保护包括对大气
、

土壤
、

水文和植被等多种 自然因素的

保护
，

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会对野生植物的生长和繁育

产生较大影响
，

因此生态环境的保护必须是多方面的
。

上世纪 ��年代以来我国很多地方的植被由于森

林采伐而遭到严重破坏
，

从而导致如水青树
、

莲香树等

因不适应变化的环境而无法正常开花结果 �多种需要

传粉昆虫伴生的兰科植物数量急剧减少甚至绝迹 �由

于阴湿环境条件逐步消退
，

古老孑遗植物秒锣的天然

种群在很多地方逐步消失 �大中型工程建设项 目�如

水库
、

公路
、

铁路�的实施也导致部分物种生存环境破

�草 �肠
���������� ��� ��
������郡��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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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如荷叶铁线威和疏花水柏枝�
。

�
�

培养科技人才
，

开展科学研究

调查中发现
，

部分物种的破坏完全是由于对物种

的不认知导致的
，

如重庆市境内发现的国家一级保护

植物小叶银缕梅由于无人认识而在公路建设 中被毁

坏
，

重庆境内南川和梁平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蓖子三

尖杉在竹林抚育中被大量砍伐
。

目前重庆市专业的植

物学人才十分稀缺
，

要开展相应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

首

先必须正确识别保护对象和 目标
。

因此各地应该注重

植物学人员的培养和引进
，

同时注重加大科技和经济

投人
，

深人开展濒危植物资源调查
，

深入研究导致各物

种濒危的原因
，

并据此对各物种制定相应的行之有效

保护措施
。

�
�

建立动态监测和评价体 系

重庆市的濒危药用植物种类较多
，

分布地 区和范

围较广
，

保护形势较为严峻
，

需建立濒危药用植物的动

态监测和资源评价体系
。

首先必须通过详细的资源调

查掌握全市药用植物资源状况 �其次是利用现有的国

家
、

省
、

县三级保护区网络
，

对濒危植物的种类
、

生境
、

数量定期监测
、

统计
，

对资源的生态
、

经济和社会效益

进行评估
，

建立起本地区珍稀濒危植物的动态监测和

评价体系
。

�
�

建立规范化生产基地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实现中医药产业现代化中的传

统中医药发展与濒危药用植物保护的矛盾
，

中医药现

代化与濒危药用植物保护的矛盾
，

以及濒危药用植物

保护与人工繁育的矛盾
，

必须按照 《中药材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 �的要求建立濒危药用植物的繁育
基地

，

实现保护和利用的有机统一
。

如黄连
、

杜仲
、

天

麻等品种通过规模人工种植
，

既能产生较大经济效益
，

又实现了物种数量
、

分布区扩大的目标
，

使这些物种既

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

又产生了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

作的同时
，

还应该发动全社会的积极参与
，

必须依靠社

会各界共同参加
，

齐心协力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

另外
，

野生植物保护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现有保护植物
，

而

应该同时兼顾所有的野生植物资源
。

同时保护工作的

最终 目标不是使该物种仅仅得到保存
，

而应该是要让

它们充分地为社会服务
，

也就是说
，

保护的最终目标是

为了充分的利用
，

因此在开展保护工作时应该同时进

行开发利用研究
。

另外从发展的观点出发
，

我们或许应该这样认为
，

古老的动植物类群由于生物生命的限制
，

它们或许已

经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
。

自然的变迁和发展必然

使一批批古老的动植物类群从地球上消失
，

与此同时

又必然在新的环境中孕育出更加丰富的生物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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