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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道了宁夏34种 （29种为野生�5种为引种栽培 ）国家级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介绍了其分布、生境、药用部
位及药用价值�并对资源保护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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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黄河上游中段�深居西北
内陆腹地�大部分地区属于半干旱与干旱气候的过
渡地带。这里气温低�降水少�温差大�冬季长�蒸发
强烈�多风沙�光能和日照充足�属于典型的大陆气
候类型 ［1］。宁夏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地势自
南向北梯状下降。自然环境多样�植物群落各异�植
物区系组成复杂 ［1］。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
候条件�孕育了该区丰富的植物资源。据 《宁夏植
物志》［2］记载�宁夏共分布有各类维管植物1685种
（包括种下等级 ）�633属125科。宁夏也是一个具
有西北地区特色的药材产地�据上世纪80年代宁夏
中药材普查结果 ［3］�宁夏全区共分布有各类植物药
917种�其占宁夏全区植物总数的54％以上。宁夏
虽然药材种类丰富�但是药材储量不多。近年来由

于对野生中药材需量的增加�加之毁林造田�开山种
地�已使宁夏的野生药材资源受到严重的威胁�药材
储量不断减少�部分种类甚至濒临灭绝。

基于当前宁夏中药材资源所面临的严重威胁�
为了能够让更多人们认识到濒危中药材的重要性及

其对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笔者通过近几年的调查
结果�结合 《国家重点保护农业野生植物要略》［4］、
《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5］、《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 （第一批 ）》［6］、《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
材物种名录》［7］等资料�整理统计出34种宁夏分布
的国家级珍稀濒危中药材�并对他们的分布、生境、
药用价值及资源状况进行了介绍。希望通过报道�
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同时唤起更多的人们对
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意识。
1　宁夏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宁夏共有国家级珍稀濒危药用植物34种�隶属
于20科25属。现对这些珍稀濒危药材的分布、生
境、药用状况及濒危状况进行逐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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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菜Ｎｏｓｔｏｃｆｌａｇ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Ｂｏｒｎ．ｅｔＦｌａｈ．
念珠藻科藻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分布

于宁夏中卫、同心、盐池、银川以北地区�生长于干旱
草原。其藻丝体入药�具有顺肠、理气、利尿、祛痰止
咳之功效。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加之长期无节制
的乱采发菜�使该资源速减、濒临枯竭�同时也使发
菜产地的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该资源已于2000
年被国务院禁止采挖及销售。

（2）猪苓Ｐｏｌｙｐｏｒｕｓ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ｕｓ（Ｐｅｒｓ．）Ｆｒｉｅｓ．
多孔菌科真菌�国家Ш类重点保护中药材。分

布于宁夏六盘山地区的固原、隆德、泾源及海原�生
长于阴湿林下�多寄生于辽东栎、椴、桦等树的根上。
其菌核入药�具有渗湿、利尿的功效。由于该物种分
布区狭窄�资源储量有限�加之当地药农的不合理采
挖�资源破坏严重�应及时进行保护。

（3）银杏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Ｌ．
银杏科落叶乔木�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本

种又名白果、公松树�其种仁、叶片入药�种仁具有润
肺、平喘涩精的功能�叶能降血压�治疗冠心病。银
杏是现存种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孑遗植物�被誉为植
物界的大熊猫�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宁夏有栽培。

（4）斑子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ｌｅｐｉｄｏｓｐｅｒｍａＣ．Ｙ．Ｃｈｅｎｇ
麻黄科植物�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我国特

有种�多年生小半灌木植物�分布于宁夏与内蒙古
交界的贺兰山�生长于丘陵及山坡滩地。本种含少
量麻黄素�有镇咳、止喘的功效。本物种为贺兰山洪
积扇上主要的建群植物�对保持水土流失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应加强种群保护。

（5）中麻黄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ＳｃｈｒｅｎｋｅｔＣ．Ａ．Ｍｅｙ．
和草麻黄Ｅ．ｓｉｎｉｃａＳｔａｐｆ

麻黄科植物�国家Ⅲ类重点保护中药材。中麻
黄分布于宁夏贺兰山及中卫、盐池等地�生长于干旱
山坡；草麻黄分布于宁夏盐池、灵武、同心、陶乐、贺
兰、固原、隆德、海原�生长于山坡、沙丘、及沙地。二
者均以全草入药�具有发汗散寒、宣肺平喘、止咳、利
水消肿之功效。此两种植物虽然分布范围较广�但
由于长期不合理采挖�野生资源已受到严重破坏�国
务院已于2000年禁止采挖该野生资源。

（6）胡杨ＰｏｐｕｌｕｓｅｕｐｈｒａｔｉｃａＯｌｉｖ．
杨柳科植物�渐危种�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

分布于宁夏中卫�生长于河滩地及沟渠旁边�银川平
原有栽培�其树脂、叶、根、花均可入药�具有清热解
毒�制酸止痛之功效。本种对于遏制沙漠扩展�改善
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应加强保护。

（7）胡桃ＪｕｇｌａｎｓｒｅｇｉａＬ．
胡桃科植物�渐危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宁夏隆德、泾原、贺兰山苏峪口管理处有栽培。生于
村旁、路边。其种仁入药�具有补肾�温肺�润肠之功
效。该物种为著名的木本油料和干果树种�亦是十
分珍贵的第三纪残遗植物�由于分布区面积狭窄�野
生种群稀少�已在其野生地新疆巩留县野核桃沟建
立了自然保护区进行重点保护。

（8）沙拐枣ＣａｌｌｉｇｏｎｕｍｍｉｎｇｏｌｉｃｕｍＴｕｒｃｚ．
蓼科植物�渐危种�国家农业部重点保护植物。

分布于宁夏中卫、灵武�生长于沙丘、戈壁。其带果
全草及根入药�全草用于治疗皮肤皱裂�根用于治疗
小便混浊。近年来由于沙区扩大�植被破坏�该物种
种群数量受到严重威胁�应注意加强保护。

（9）桃儿七Ｓｉｎｏ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ｈｅｘａｎｄｒｕｍ （Ｒｏｙｌｅ）
Ｙｉｎｇ

小檗科植物�稀有种�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
分布于宁夏泾源县的野荷谷、东山坡、米冈山、二龙
河�生长于林下阴湿处。其根及根茎入药�具有祛风
除湿、止咳、活血止痛之功效。本物种分布区狭窄�
种群数量十分有限�当前已有部分药农开始注意到
该药材的价值并开始采挖�应注意加强保护并严禁
采挖。

（10）南方山荷叶Ｄｉｐｈｙｌｌｅ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Ｈ．Ｌ．Ｌｉ
小檗科植物�渐危种�国家农业部重点保护植

物。分布于宁夏泾原县野荷谷、二龙河、东山坡、米
冈山等处�生长于山坡林下、沟谷林缘阴湿处。其根
和根茎入药�具有活血散淤、解毒消肿之功效。本种
在六盘山分布较广�目前尚未被开采利用�种群数量
亦较多�因而可适当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

（11）五味子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ｕｒｃｚ．）
Ｂａｉｌｌ．

木兰科植物�渐危种�国家Ⅲ类重点保护中药
材。分布于宁夏泾原县的小南川、二龙河、米冈山等
处�生长于高山林下。其果实入药�具有收敛固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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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生精�补肾宁心的功效。本物种分布区狭窄�种
群及数量十分有限�当地药农有采挖�应注意加强保
护。

（12）斧翅沙芥ＰｕｇｉｏｎｉｕｍｄｏｌａｂｒａｔｕｍＭａｘｉｍ．
十字花科植物�渐危种�国家农业部重点保护植

物。分布宁夏贺兰山�盐池、灵武、同心、中卫等地。
生长于戈壁沙滩。其全草入药�具有行气、止痛、消
食、解毒之功效。本种为我国特有固沙植物�由于沙
区扩大�植被破坏�种群受到严重威胁�在分布区内
应严禁采挖并禁止放牧。

（13）玫瑰ＲｏｓａｒｕｇｏｓａＴｈｕｎｂ．
蔷薇科植物�濒危种�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

其花入药�具有行气解郁、和血散瘀之功效。该物种
野生资源分布区狭窄�是栽培玫瑰品种改良的重要
种质资源。宁夏全区有栽培。

（14）蒙古扁桃Ｐｒｕｎｕ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Ｍａｘｉｍ．）Ｒｉｃ-
ｋｅｒ

蔷薇科植物�稀有种�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
分布于宁夏贺兰山�生长于干旱阳坡山地及石质沟
谷。其种仁入药�具有润肠通便、止咳化痰之功效。
本种对研究亚洲中部干旱区植物区系有一定的价

值�近年来由于生长环境恶化和贺兰山岩羊的啃食�
种群受到严重破坏和威胁�应加强保护。

（15）沙冬青 Ａｍｍｏｐｉｐｔａｎｔｈｕ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Ｍａｘ-
ｉｍ．）Ｃｈｅｎｇｆ．

豆科植物�稀有种�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本
种为古老的第三纪残遗种�阿拉善荒漠区特有的建
群种。分布于宁夏贺兰山及陶乐、灵武、中卫、同心
等地�生长于戈壁、沙滩。其枝叶入药�具有祛风、活
血、止痛之功效；鲜茎叶煎水洗浴可治冻疮。本种由
于生长区环境的破坏种群受到严重威胁�应加强保
护。

（16）野大豆Ｇｌｙｃｉｎｅｓｏｊ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
豆科植物�渐危种�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分

布于宁夏贺兰山及引黄灌区�生长于山野及河流沿
岸、田边。其带果全草、种子入药�全草具有益肾止
汗之功效�种子具有明目、强壮之功效。该物种为重
要的农业种质资源�由于兴修水渠、植被破坏�致使
分布区日益缩减�应注意加强保护。

（17）甘草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Ｆｉｓｃｈ．

豆科植物�国家Ⅱ类重点保护中药材。宁夏全
区分布�多生长于荒漠草原、田边地埂。其根及根茎
入药�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
痛�调和诸药�并有抗癌等药理作用。由于该物种长
期过渡采挖利用�导致分布区急缩�种群及数量锐
减�同时对甘草的采挖极大的破坏了植被�该野生资
源于2000年被禁止采挖。

（18） 膜 荚 黄 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Ｆｉｓｃｈ．）Ｂｇｅ．和蒙古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ｖａ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Ｂｇｅ．）Ｐ．Ｋ．Ｈｓｉａｏ

豆科植物�渐危种�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膜
荚黄芪分布于宁夏六盘山区及海原、隆德、同心等
县�生长于山坡、林缘。蒙古黄芪在固原、隆德、泾原
有栽培。二者均已根入药�具有补气升阳、益 固表、
托毒生肌、利水消肿之功效。由于长期乱采乱挖�该
种的分布区急剧缩减�种群、植株数量明显减少�应
加大管理力度�严禁采挖�目前已通过人工栽培来满
足市场需要。

（19）远志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Ｗｉｌｌｄ．和卵圆叶远
志Ｐ．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Ｌ．

远志科植物�国家Ⅲ类重点保护中药材。远志
分布于贺兰山及银川、盐池、灵武、中卫、海原、同心�
生长于山坡、草甸、灌丛。卵圆叶远志分布于贺兰
山、六盘山、罗山及海原县�生长于砂砾荒滩、干旱草
原。二者均以其根皮入药�具有益智安神、开郁豁
痰、消痈肿之功效。此两种植物分布较广�资源量亦
较多�本区目前利用较少�可适当进行科学合理的开
发。

（20）羌活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ｉｍｃｉｓｕｍＴｉｎｇｅｘＨ．Ｔ．
Ｃｈａｎｇ和宽叶羌活Ｎ．ｆｏｒｂｅｓｉｉＢｏｉｓｓ

伞形科植物�国家Ⅲ类重点保护中药材。分布
固原、泾源、隆德等县�生长于林下、林缘。以其根及
根茎入药�具有发汗解表、搜风祛湿、止痛之功效。
该两物种在宁夏处于自产自销�资源量较为丰富�可
适当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

（21）防风Ｌｅｄｅｂｏｕｒｉｅｌｌａ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ａ（Ｔｕｒｃｚ．）Ｈｉｒｏｅ
伞形科植物�国家Ⅲ类重点保护中药材。分布

于宁夏六盘山地区的固原、隆德、彭阳�生长于山坡
草丛、草原。其根入药�具有发表祛风、渗湿止痛之
功效。该物种在宁夏资源量较为丰富�可适当进行

－ 14－

　　　　　　　　　　　　　　　　　　　　　中 国 野 生 植 物 资 源　　　　　　　　　　　　　　　　 第28卷



科学的开发和利用。
（22）羽叶丁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ｏｌｉａＨｅｍｓｌ和贺

兰山丁香Ｓｙｒｉｎｇａ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ｏｌｉａｖａｒ．ａｌａ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Ｍａｅｔ
Ｓ．Ｑ．Ｚｈｏｕ

木犀科植物�濒危种�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
分布于宁夏贺兰山及中卫香山�生长于海拔2200ｍ
左右的沟旁及山谷灌丛。其紫色或紫褐色木部入蒙
药�具有降气、温中、暖肾之功效。该物种及其变种
分布区狭窄�种群数量十分有限�应注意加强保护。

（23）秦艽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Ｐａｌｌ．、麻花艽
Ｇ．ｓｔｒａｍｉｎｅａＭａｘｉｍ．及小秦艽Ｇ．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Ｆｉｓｈ．

龙胆科植物�国家Ⅲ类重点保护中药材。秦艽
分布宁夏六盘山、贺兰山及同心、海原等县�生长于
山坡草甸；麻花艽分布于西吉、海原�生长于山坡草
甸；小秦艽分布于六盘山、罗山、贺兰山及盐池、中
卫、海原等县。三者均以根入药�具有祛风湿、退虚
热、止痛之功效。由于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这三物
种被大量采挖�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应通过人工种植
方式来减少对野生秦艽资源的依赖�从而保护野生
秦艽资源。

（24）紫草 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ｈｉｚｏｎＳｉｅｂ．ｅｔ
Ｚｕｃｃ．

紫草科植物�国家Ⅲ类重点保护中药材。分布
于宁夏六盘山地区�生长于山坡、林缘。其根入药�
具有凉血�活血�解毒透疹之功效。该物种在宁夏目
前未被开发利用�资源量较为丰富�可适当进行科学
合理的开发。

（25）黄芩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Ｇｅｏｒｇｉ
唇形科植物�国家Ⅲ类重点保护中药材。其根

入药�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安胎之功效。
近年来�由于临床上对黄芩药材的需求量大增�有限
的野生资源遭受了掠夺性采挖�导致黄芩野生资源
破坏严重�野生黄芩资源储量锐减。本种在宁夏泾
原县、隆德县有栽培。

（26）中国沙棘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Ｌ．ｓｕｂｓｐ．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ｏｕｓｉ

胡颓子科植物�渐危种�国家农业部重点保护植
物。分布于宁夏六盘山及海原、西吉等县�生长于向
阳山坡、干旱河床、沙质土壤或黄土丘陵。其果实入
药�具有祛痰止咳、活血散瘀、消食化滞之功效。本

种为珍贵的农业种质资源和难得的水土保持植物�
在其生长区应严禁砍伐和放牧。

（27）穿龙薯预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Ｍａｋｉｎｏ
薯预科植物�渐危种�国家农业部重点保护植

物。分布于宁夏六盘山及罗山�生长于林下及林缘。
其根状茎入药�具有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止咳祛痰、
平喘之功效。该物种分布区狭窄�当地药农的常年
不合理采挖已造成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应及时进行
保护。
2　宁夏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组成及区系
特点

2．1　资源组成
宁夏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主要包括藻类

（发菜 ）、菌类 （猪苓 ）、裸子植物 （草麻黄、中麻黄、斑
子麻黄、银杏 ）、和被子植物 （胡杨、胡桃等 ）�共计34
种。除5种 （蒙古黄芪、黄芩、胡桃、玫瑰、银杏 ）栽
培植物外�其余29种均为野生�这些物种大多零星
分布于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生长于干旱荒漠、戈壁
荒滩或深山密林中。
2．2　区系组成特点

在植物区系组成上�按吴征镒对中国植物区系
的划分 ［8］�宁夏的34种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可划分为
9个分布区类型。除世界广布的10种外�热带分布
类型有5种 （包括泛热带分布的斑子麻黄、中麻黄、
草麻黄、穿龙薯预�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的野大
豆 ）；温带分布类型有10种 （包括北温带分布的胡
杨、蒙古扁桃、玫瑰、紫草、胡桃�东亚及北美间断分
布的五味子、南方山荷叶�旧世界温带分布的羽叶丁
香、贺兰山丁香、中国沙棘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
分布类型有2种 （包括甘草和沙拐枣 ）；中亚及中亚
东部分布有3种 （包括沙冬青、斧翅沙芥、防风 ）；中
国－喜马拉雅分布类型有桃儿七1种；中国特有分
布有3种 （包括羌活、宽叶羌活、银杏 ）。

尽管宁夏仅分布有34种国家级珍稀濒危药用
植物�但其区系组成复杂�在我国的15个植物区系
类型中�其就占有9个分布类型。且在区系组成中
以温带分布类型居多�表现出明显的温带分布类型
特征。另外�这34种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不乏一
些古老的孑遗物种如沙冬青、斑子麻黄等�他们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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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该地区植物区系发生和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3　宁夏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现状与保护
对策

　　在宁夏的34种国家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除5
种栽培种�目前被广泛开发利用的有甘草、膜荚黄
芪、麻黄、秦艽、甘草�自产自销或很少利用的药材有
远志、穿地龙�未被开发利用的有桃儿七、南方山荷
叶、沙冬青、胡杨、沙拐枣�这些药材多分布局限�种
群数量十分有限�一旦遭到不合理开发�将会导致这
些物种的急剧减少以致种群消失。因此�对这些珍
稀濒危药材的保护迫在眉睫�应从多方面入手�进行
资源的保护。当前对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研究在不
断的深入和扩大 ［9－12］�本文结合宁夏珍稀濒危药用
植物的资源状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对这些珍稀濒危药材进行全面调查�通过
对其种群分布、个体数量、资源储量的详细调查�综
合评价�确定合理的采收量和采收期�最后制定科学
合理的采收方式�以保证这些物种能够自我更新。
同时对于一些种群数量稀少的物种�应制定严格的
管理制度�严禁采挖。此外�还可以利用遥感技术对
这些珍稀濒危植物进行动态监测�为资源保护提供
及时准确的依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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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围栏护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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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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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进行珍稀濒危药材野生变家种和引种驯化
技术研究。野生变家种、人工引种驯化是解决药材
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保护珍稀濒危物种的最
有效途径之一。尽管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量有
限�但要绝对禁止采挖却是不好操作也不现实的事
情。通过人工栽培来满足市场需求才能从根本上缓

解野生资源的压力�同时也为珍稀濒危物种的迁地
保护和物种复壮提供了可能。

（4）深入开展珍稀濒危药材的科学研究。从地
理分布、生境、生殖生物学、生理生态等诸方面分析
制濒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因素�做出综合评价�确定威
胁程度�提出优先保护顺序�并通过组织培养、细胞
培养等生物学手段来扩大其种群数量。

（5）建立野生药材种质资源库。药用植物种质
资源是中药生产的源头�种质资源是进行中药材品
种改良、新品种培育及遗传工程的物质基础。因此�
通过建立药用植物种子库、试管苗种质库、基因库�
对种质资源数量和对其性状表现及遗传规律的研究

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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