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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处暖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地区
，

跨暖

温带
、

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三个生物气候带
，

地处

中纬度
，

具有寒暑变化显著
、

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
。

江苏拥有植物约 �����多种
，

尽管不是植物资源大省
，

但是拥有药用植物 ����种和变种
，

分属 ��� 个科
，

�� 属
，

同时栽培药材面积约为 �� 万亩
，
���多个品

种
。

一
、

江苏稀有濒危药用植物的现状及主要的致

濒原因

目前中国被列入 《中国植物红皮书》 的稀有濒

危药用植物约有 ��� 种
，

地产江苏的有 �种
，

其中

二级保护种类 �种
，

即金钱松
、

香果树
，

三类保护

种类 �种
，

即中华水韭
、

野大豆
、

宝华玉兰
、

红豆

树
、

明党参
、

珊瑚菜
。

有专家指出
，

江苏有分布的

实际的濒危
、

稀有药用植物已达到 �� 种
，

其中包括

��个种
、

�个亚种
、

�个变种
、

�个变型
，

分属于 ��

科 ��属
，

其中蔗类植物 �科 �属 �种
，

单子叶植物

�科 ��属 ��种
，

双子叶植物 ��科 ��属 ��种
。

在

��种稀有濒危药用植物中
，

除了 《红皮书》 上的记

载外
，

还有江苏地道药材茅苍术
、

徐长卿
、

江苏天

南星
、

白友
、

京三棱
、

邱半夏等
，

还有重要药用植

物紫草
、

五味子
、

商陆
、

丹参
、

绞股蓝
、

天门冬
、

百部等
，

主要分布一南一北即云台
、

吁胎山区和南

部丘陵山区
。

江苏省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地区
，

农业耕作历史悠久
，

人 口密集巨增
，

人类活动范围

的扩大
，

天然植被的不断恳伐
，

致使许多野生药用

植物日益枯竭
，

资源量日益减少
，

濒危
、

渐危
、

稀

有种不断出现
，

江苏的 �种保护药用植物现状也不

容乐观
。

�
、

金钱松 ���������������������������
�

�����
�

�

为金钱松科植物
，

稀有种
。

金钱松是我国特有的单

种属植物
，

也是著名的古老孑遗植物
。

由于更新世

大冰川的来临
，

世界各地的金钱松灭绝
。

只在我国

长江中下游少数地区幸存下来
。

金钱松致濒的主要原因是分布零星
，

个体稀少
，

而且结实有明显的间歇期
。

江苏南部的宜兴
、

漂阳

是主要分布区之一
。

金钱松主要的药用价值为根皮

及树皮等止痒杀虫
，

外用于治疗各种癣
、

湿疹及皮

肤炎症
。

�
、

香果树 ��

����
�����翔���卿�����

�

�为茜草

科植物
，

稀有种
。

香果树为我国特有单种属植物
，

对研究茜草科系统发育和我国南部
、

西南部的植物

区系等均有一定的意义
。

香果树致濒的主要原因是分布零星
，

个体稀少
，

由于毁林开发和乱砍滥伐
，

加上一般 ��年以上的壮

龄树才能开花结实
，

种子萌发率较低
，

天然更新能

力差
，

因而分布范围逐渐缩减
，

植株日益减少
，

大

树
、

老树更是罕见
。

香果树在江苏的分布主要在江

苏南部宜兴
。

香果树主要的药用功能为根
、

树皮治

疗反胃呕吐
。

�
、

中华水韭 ���������������������
��为水韭科

植物
，

濒危种
。

水韭属是水韭科中唯一生存的孑遗

属
，

在分类上被列为拟蔗类
，

即小型叶蔽类
，

但它

既不同于其他成员如石松
、

卷柏
、

木贼
，

也不同于

其叶长而成线形
，

没有复杂的叶脉组织的种类
，

因

此在系统演化上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

中华水韭致濒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自然环境变迁

和水域消失
，

该种在许多地方己不复存在
。

江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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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是主要分布区之一
。

�
、

野大豆 ����������������
�

������
�

�为豆科

植物
，

渐危种
。

野大豆具有许多优良性状
，

如耐盐

碱
、

抗寒
、

抗病等
，

与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大豆是

近缘种
，

故在农业育种上可利用野大豆进一步培育

优良的大豆品种
。

野大豆致濒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野大豆虽资源丰

富
，

从南到北都有生长
，

但都是零星分布
，

近年来

由于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
，

植被破坏严重
，

致使

野大豆 自然分布区日益缩减
。

野大豆在江苏的分布

在北部
。

野大豆主要的药用功能为滋养强壮
、

敛汗
。

�
、

宝华玉兰 ��������������������为木兰科

植物
，

濒危种
。

宝华玉兰仅分布在江苏南部一小块

土地上
，

与其近缘种类区别明显
，

对于研究木兰属

的分类系统有一定的意义
，

木兰科为较古老的科属

科中有很多古老种
，

宝华玉兰的分布如此局限
，

当

为冰川孑遗种
。

宝华玉兰致濒的主要原因是个体稀少
，

成年树

生长缓慢
，

实生树 �
一

�年开花
，

在原产地江苏省宝华

山仅残留 ��株
，

散生于稀疏的阔叶林中
，

而生境没

有更新苗木
，

将有绝灭的危险
。

宝华玉兰主要的药

用功能为花蕾治疗外感风寒
、

头痛鼻塞等
。

�
、

红豆树 �������������������
�

��
�

����
�

� 为

豆科植物
，

渐危种
。

红豆树又名花梨木
，

为我国特

有种是本属植物经济价值较高的珍贵树种
。

红豆树致濒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本种经济价值很

高
，

常为产地收购部门和群众砍伐利用
，

致使分布

范围愈益狭窄
，

成年树日益稀少
，

目前只在寺庙和

村落附近保存少数大树
，

另外红豆树结实年龄较迟
，

并有隔年结实现象
。

红豆树在江苏的分布主要在南

部江阴
、

常熟
、

无锡
。

红豆树主要的药用功能为根

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

跌打损伤
、

流感
、

避孕等
。

�
、

明党参 ��������� �����������������为伞

形科植物
，

稀有种
。

明党参是我国东部特产的单种

属植物
，

又是名贵的药材
，

经济价值较大
，

在研究

伞形科植物的亲缘关系上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

明党参致濒的主要原因是其根入药
，

除供国内药

用外并远销东南亚各国
，

为外贸药材重要品种之一
，

因此对明党参的需求越来越多
，

由于连年只采不育
，

野生资源日趋减少
，

以致分布区的范围越来越窄
，

老

株更不多见
�
明党参的种子有相当的无胚现象

，

这对

主要用种子繁殖的明党参来说
，

也是造成野外繁育系

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

明党参在江苏主要分布在句容
、

宜兴
、

南京
、

苏州
、

镇江
。

明党参主要的药用功能为

根治疗肺燥咳嗽
、

化痰和胃
、

解毒等
。

�
、

珊瑚菜 ����������������������而�������
�

�

为伞形科植物
，

渐危种
。

珊瑚菜又名北沙参
，

广泛

用作镇咳祛痰药
。

可食用
，

经济价值较大
，

对于海

岸固沙和盐碱土的改良也极为重要
。

在分类学上
，

有些学者曾把本种产北美地区的单独成立一种或把

它作为地理亚种
，

因此珊瑚菜对研究伞形科植物的

系统发育
、

种群起源以及东亚
、

北美植物区系
，

均

有一定意义
。

珊瑚菜致濒的主要原因是其根入药
，

由于珊瑚

菜生长在沿海地区
，

尤以海滨沙滩上分布甚广
，

随

着城市和港 口建设
，

需要大量用沙
，

因此生长珊瑚

菜的沙滩经常被挖掘
，

生境受到破坏
，

影响繁殖生

长
，

加上药农连年挖根
，

因此资源逐渐减少
，

分布

面越来越狭窄
。

珊瑚菜在江苏的分布主要在江苏北

部连云港
。

珊瑚菜主要的药用功能除了镇咳外
，

还

有养胃生津
。

二
、

江苏稀有濒危药用植物的保护技术及原理

为了有效地保护江苏省的药用植物资源
，

抢救
、

挽救稀有濒危药用植物及阻止渐危种继续恶化
，

国

际国内通用的方法是加强立法 �包括公约�
、

提高保

护组织的作用
、

加强自然保护区和植物园的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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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但药用植物有植物的普遍性
，

也有其特殊性
，

因此
，

对于稀有濒危药用植物的保护应注重以下几

个方面的问题
�

�
、

稀有濒危物种生物学特性研究及物种的自然

恢复

植物生物学是研究植物生长发育的科学
，

它研

究植物生长
、

发育过程与其生态环境关系与其质量

变化的规律
。

稀有濒危药用植物正是因为有其独特

的生物学特性使得它们产生了繁育上的障碍
，

我们

研究和保护它们的目的是为了稀有濒危药用植物的

自然恢复
，

因此生物学的研究尤其重要
。

如中华水

韭生长在湿生区域
，

目前濒危的主要原因是湿生区

域的减少
，

事实上
，

江苏还存在着很多湿生区域
，

或者是生长不适区域
，

或者是种子未及的适生区域
，

了解了中华水韭湿生这个生物学特性后
，

我们就可

以寻找新的适生区或营造湿地进行保护和物种恢

复
� 又如明党参

，

由于种子具有缺胚的生物学特性
，

因此
，

自然繁殖系数很低
，

再加上自然生境的破坏
，

分布区域越来越小
，

我们需要研究和解决明党参的

发育生物学问题
，

并可采用人工选种育苗再放养回

自然的方法保存物种
。

�
、

逆境生长理论及迁地保护

很多稀有濒危药用植物的野生最适生境已破坏

殆尽
，

因此不得不借助迁地保护来达到保存物种的

目的
，

在植物园生长的稀有濒危药用植物会因为管

理方便得到较好的栽培条件
，

但同时带来两个显著

的问题
，

一是由于药用植物是以有效成分含量作为

质量稳定指标的
，

迁地保护后由于生态环境变化可

能会发生药材品质的变化
，

如茅苍术生长在江苏低

山丘陵的茅山
，

迁地到山下及江苏其他地方后
，

发

现作为根类药材失去了原有的结节构造
，

而且苍术

酮的含量下降
�
二是稀有濒危药用植物往往需要逆

境生长
，

如黄连生长在高寒地区
、

珊瑚菜生长在盐

碱的海滩等等
，

迁地保护后很难营造出相似的生境
，

而大量的人工管理 良好条件反而使得其生长不良
，

质量下降
。

植物园的建设对物种保存非常必要
，

特别是现

在小城镇的小型植物园建设
，

处理美化环境
，

更有

利于地方药材
、

地道药材的稀有濒危药用植物物种

的保护
，

如江苏省的漂阳地处宜漂山区
，

是江苏省

稀有濒危药用植物最大的分布区
，

正在建设中的
“
中

山植物园天 目湖分园
”
就可以保存分布在苏南的稀

有濒危药用植物
。

同时由于逆境生长理论
，

要注意

迁地保护后的
“
物种回归自然

” 。

�
、

野外定位跟踪研究及就地保护

植物的保护原理即生态学的原理
，

每一种植物

都有其特定的生长环境
，

有时也称最适的生态模式
，

除了气候
、

土壤
、

水分等因素外
，

更重要的是这种

植物所处的生物群落的作用
，

包括伴生植物和动物
，

特别是对于稀有濒危药用植物来说
，

致濒的很大原

因在于最适生态环境的破坏
，

而植物不能在相对不

适的环境中繁衍生长
，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重

要的是就地保护
，

同时在相对适宜的生长环境中
，

对某种稀有濒危药用植物进行跟踪研究研究
，

建立

稀有濒危药用植物野外信息管理系统
，

对稀有濒危

药用植物的资源
、

生长地定位
、

野外生长状态
、

环

境数据分析等进行系统的管理
，

定期进行数据的更

新
，

随时掌握野生药用植物的生长动态
。

如宝华玉

兰生长非常局限
，

仅分布在江苏句容宝华山
，

必须

建立野外信息管理系统
，

对每一棵宝华玉兰进行定

位及研究
。

�
、

野生转家化及标准化栽培技术体系的建立

野生转家化是稀有濒危药用植物保护的最根本

的措施
，

同时是对稀有濒危药用植物的可持续利用
，

因为很多稀有濒危药用植物是重要的中药材
，

如明

党参为重要的出口药材
、

半夏为重要的镇咳药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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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保护不利用本不是我们的目的
，

野生转家化既满

足了市场的需要
，

有保存了野生资源
。

目前有个普

遍的看法
，

认为家栽药材不如野生药材的质量好
，

其实存在着很多误区
，

首先稀有濒危药用植物自然

繁殖困难
，

因此最好采用就地转家化
，

以接近自然

生境
，

然后根据生物学特性
，

找出致濒因素
，

解决

扩繁技术
，

如果不顾实际情况
，

硬将主产外省区的

稀有濒危药用植物迁地栽培
，

造成生长不良
，

自然

质量就不如野生的
�
其次

，

目前我国栽培药材的管

理相当粗放
，

缺乏质量的指标控制
，

包括种质种源

的筛选
、

水土肥的控制
、

有效成分含量的动态变化

的研究
、

采收时间条件的控制等
，

造成了远不如最

适生境中生长的野生药材质量好
。

我国已开始注意

这个问题
，
���� 年国家科技部启动了

“
中药现代化

”

工程
，

借鉴国外特别是欧洲对药用植物和芳香植物

的生产管理规范
，

对原药材的标准化栽培技术体系

����，�����幼������� ���������的研究非常重视
，

目前已开始了 ��多个品种的研究
，

但是其中没有稀

有濒危药用植物
。

江苏的稀有濒危药用植物基本处

于野生状态
，

因此野生转家化的研究将是一个迫在

眉睫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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