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濒危野生药用植物资源

保护现状及可持续利用对策

胡明芳

�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
，

福州������ �

药用野生动植物是珍贵的自然资源
，

是中医药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

福建省地处

中国东南沿海
，

位于北纬��
���

‘
���

�
��

，，

东经 ���
���

‘
����

���
‘

之间
。

全省土地面积 ��
�

��

万 ���
，

多属山地丘陵
，

地形起伏不平
，

高差悬殊
，

复杂多变
。

气候跨越中
、

南两个亚热

带
，

小气候环境复杂多样
，

且植被保护较好
，

森林覆盖率达 ������
，

构成了多种多样的生

态环境
，

为野生动植物的生长繁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

一
。

全省高等植物 ���� 种
，

约占全国 ����� �
其中藏类 ��� 种

，

裸子植物 �� 种� 被子植

物 ���� 种
，

占全国的 ��� �
木本植物 ����种

�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 科�� 种

，

其

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种二级保护植物�� 种
�
省级重点保护树种�� 种�兰科植物�� 属 ���

种 �变种
。

� 福建珍稀濒危野生药材资源的物种资源

本文的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是指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药材名录》 、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以下简称 ������ 和省重点保护药用植物

名录及省重点保护珍贵树种名录收载的物种
。

福建省现有野生药用植物 ��� 科
、

���� 种
，

常见药用植物 ��� 多种
，

多分布于西北部的武夷山脉大山系和中部的博平岭一戴云山一鹭峰

山大山系
。

蕴藏量较大的有三明市 �����
、

宁德市 �����
、

南平市 �����
、

漳州市 ��

��和龙岩市 �����
。

根据调查
，

福建目前列入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的药用植物有��

科�� 种
，

省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的有�� 科�� 种
，
�����附录��以上的有�� 属�� 种

，
�个

名录的药用植物共计 �� 属 ��� 个种 �详见附表�
。

� 福建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现状

��� 原生地保护状况及其发挥的作用

我省目前尚未设立专门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区
，

但林业部门设立了�� 个省级以上的森

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
，

总面积达 ���，�����公顷
，

其中国家级的�个
、

省级�� 个�

另有市
、

县 �区�级自然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小区 �点����� 处
，

总面积约����万 ���
，

占

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
�

���
，

居华东地区第一位
，

保存了福建省 ���以上的生物物种
�

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树种占全国保护树种的 ���
�
药用兰科植物达 �� 属

、

�� 种以上
，

分别占全省

兰科属
、

种的�����和 “ ���以上 。

��� 珍稀濒危药用野生植物的管理制度

目前与珍稀濒危药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有关的立法有
�
国家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

林法 》 、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及其名录
、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条例》 及其名录

，

地方层

面的主要有 《福建森林条例》 、 《福建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实施细则》 �修正�等
，

形成

了比较完善的法规体系
。

另外还有适用于国际贸易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

下简称 ������
。

这些法律的主要管理措施是实行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的许可证制度
，

可

分为
�



① 源头管理
�

木本乔木的采伐许可证制度
�
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的采集许可证制度

。

② 运输管理
�

木本乔木的运输许可证制度
，

同时适用于乔木型珍稀濒危药用野生植物

的运输管理
。

③ 进出口管理
� �����进出口许可证

�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许可证
�
非

监管物种进出口的证明等管理制度
。

��� 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资源保护过程中采取的具体措施

① 实施栖息地保护工程
�

除建立 自然保护区
、

保护小区外
，

还有划定生态公益林
，

严

禁经营性采伐
�
实施天然林禁采工程

，

保护原始天然林等
。

② 实施物种保护工程
�
即对苏铁

、

红豆杉和兰科植物等珍稀野生植物实行重点保护
，

武夷山兰科植物种源保护示范基地等已获得国家林业局的立项批准
。

③ 开展人工培植场登记备案工作
�

从 ���� 年 �月开始在福建进行试点
，

有�� 家植物

培植场参加
，

其中药用植物有 �家
。
��� 年 �月开始在全国推广

，

对天麻
、

云木香等人工

栽培技术比较成功的物种及其中成药的出口
，

实行一年一报的年度计划审批制度
。

④ 加强进出口环节管理

国家一
、

二级保护重点物种需报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

陆生野生植物需报国家林

业局审批
。

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通知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和申报单位
，

国家濒

管办有关处室按职权范围予以办理进出口许可证
，

或通知申报单位到所辖办事处办理进出口

许可证
。

禁止以商业为目的的 �����附录 �物种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
�
附录 � 和附录 ��

物种及其产品的进出口必须由出口国管理机构出具 �����允许出口许可证或证明书
，

进口

国才根据其管理要求签发 �����进口许可证或证明书
，

海关凭证查验放行
。

在福建代表中

国履行这一公约并核发进出口证明书的管理机构是国家濒管办福州办事处
。

国务院发布的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也明确禁止采猎一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
属于自然淘汰的

，

其药用部分由各级药材公司统一经营管理
，

但不得出口
。

� 存在问题

��� 栖息地在急速缩减
。

人口增长
、

经济发展的压力
，

导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

矛盾日益突出
。

���过度利用导致濒危物种不断增多
，

使许多药用野生植物资源己濒临枯竭
，

在经济

上已不成其为资源
，

有的甚至在经济上已经灭绝
。

���环境污染导致一些物种在局部地方灭绝
。

如
�
由于除草剂的使用

，

导致珍贵药用

兰科植物毛叶芋兰在厦门
、

长泰等地消失踪影
。

���落后的生产方式对资源造成严重的威胁
。

如造林炼山不仅改变了植物的生长环境
，

而且直接导致许多植物灭绝
。

���不科学的利用方式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

如
�

不分季节
、

不计老幼
、

不留种源
、

不管方式
，

连根拔起
，

采光采尽
。

���法律法规不健全
，

许多条款已严重滞后
，

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

如
�

相关法律

没有人工培植场的登记备案规定
，

第一批国家和省重点保护植物名录公布后
，

第二批目录迟

迟未能公布
，

等等
。

��� 资金投入匾乏
，

许多工作无法开展
。

��� 科学研究严重滞后
，

拖了资源保育和人工繁育
、

驯化栽培的后腿
。

� 对策



按照保护优先
，

有序开发的原则
，

加大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育和人工培植力度
，

促

进农村
、

农业
、

林业种植结构的调整
。

��� 建立种质资源数据库
。

查清珍稀濒危药用野生植物种类
、

地理分布
、

生态环境
、

植被类型与群落特征
、

植物学性状
、

生物学特性
、

资源蕴藏量
、

生产量
、

以及最大采集量等
，

建立资源数据库
。

���建立良种繁育储备体系
。

收集珍稀
、

濒危药用野生植物
、

微生物种质
，

保护种内

变异
，

系统研究种质特性评价体系
、

异地保存和离体长期保存技术
，

建立珍稀
、

濒危药用植

物资源种质基因库
，

对种质资源进行妥善的保存
。

依托国家级
、

省级自然保护区
，

建立 �
一

�

个药用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基地
�
应用现代技术建立珍稀濒危药用物种及

资源蕴藏量的预警系统等
。

���建立重要珍稀濒危野生药材资源的野生
、

半野生培育基地
。

在保持生态环境不变

的前提下
，

在资源的天然生长地
，

通过人工促进措施及科学管理
，

逐步培育
、

发展野生和半

野生状态资源居群
。

重点发展我省的石解
、

石仙桃等珍稀濒危野生半野生道地药材
。

���建立珍稀濒危药用野生植物的引种驯化与栽培基地
，

加强驯化栽培研究
，

努力建

立人工繁殖种群
，

逐步减少对野生资源的直接利用
，

以缓解中药利用对资源的压力
。

同时
，

大力加强珍稀濒危药用野生动植物的引种驯化力度
，

积极到资源较丰富的省份引进珍稀濒危

药材良种
，

建设引种良种繁育和生产基地
。

���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

制定合理利用规划体系
。

对自然保护区以外的野生贵重中药

材的采集
，

要按照
“
资源消耗量小于资源增长量

”
的原则

，

根据资源的再生能力
，

进行有计

划地科学采集
，

通过定点
、

定时
、

定量采集
，

确保野生资源的繁衍和可持续利用
。

��� 摒弃旧的更新方式
，

提倡近自然的更新方式
。

要坚决废除炼山造林等不科学的造

林方法
，

多采用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

封山育林等近自然更新方式造林育林
。

同时
，

加大科学

普及力度
，

引导群众摈弃连根拔起和不留种源等不可持续的采集方式
，

积极宣传和推广留种
、

留根
、

限量的采集方式
。

有针对性地推广普及限量采集
，

摈弃连根拔起的采集方式
，

对具有

萌芽能力的药材
，

代之以采摘地上部分的方式
�对不具有萌芽能力的药材

，

要选择种子成熟

后进行采种
，

并在处理好周围地被物的基础上
，

通过敲打
、

抖落等方式
，

进行人促天然下种
。

��� 必须要使用濒危植物作为成分的药物
，

应严格限定于急救药和贵重药
，

并逐步用

人工繁殖物种成分或替代品取代
� 多使用中药有效提取成分

，

减少原材料直接入药
，

发展中

医药分析科学
。

���加强中医药界和濒危物种保护领域的交流和沟通
，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物种

资源持续利用方面建立更多的共识
。

福建珍稀濒危药用野生植物名录

国家重点野生植物

蚌壳获科 �������������

金毛狗 �，��‘，�� ����������
·

��
�

��
·

��根茎及茸毛药用
。
��年 《药典》 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