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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通过对生物多样性、中药资源以及可持续发展三个概念的论述，讨论了中药资源开发和利用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所构成或潜在的威胁，阐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在现代中药资源开发中的重要作用，钳‘对面临的情况提出相

应的解决办法及措施，实现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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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地球生命的宝库——无数植

物、动物和微生物，它们所包含的基因，以及由

它们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其主要内容包括生物物

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等，是人

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食物、药物和工业原料的

主要来源。

中药资源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自然资源为

物质基础的自然界生物资源，由药用植物、药用动

物和药用矿物三大类构成。我国自然条件复杂、幅

员广大，中药资源十分丰富，目前全国有中药资源

12807种，其中药用植物11146种，药用动物1581

种，药用矿物8 0种。

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的发展在满足当前和未来人

类对资源与就业的需求的同时，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

降低到最低程度。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社会、资

源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

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

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

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伴生而来的环境污染、

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等因

素造成大量生物种类急剧减少甚至从地球上消失。

据估计，全世界大约有10％的植物处于濒危或灭绝

状态，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全球环境问题的

热点之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疾

病谱、医学模式、健康消费理念的改变，人们对

西医局限性和西药毒副作用的不断认识，人类回归

自然的意识和愿望不断增强，崇尚天然药物和传统

疗法的潮流方兴未艾。人们对中药资源的需求量越

来越大。但目前对中药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利用致

使大面积植被被毁，药材资源快速枯竭，给自然环

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严峻的

挑战。合理开发和利用中药资源，既能达到保护生

物多样性，又能达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本文对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与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探讨。

1 中药资源开发与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随着社会经济与人类保健事业的发展，中药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据联合国调查，占世界人口

80％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仅有占15％的人受益于西

方医药，而其余绝大部分人的医疗保健靠传统药

物。中药对疑难症、慢性病及老年病有特殊疗效，

并以其毒副作用小，使得人们近年来对中药的需求

量剧增，近10年内翻了3番，世界各国也把中药作

为创制新药的重要研究对象，导致世界中草药市场

不断扩大，年销售额已达40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

20％～30％的速度增长。这一方面给中药材的开发

利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问与机遇，同时由于经济

利益的驱动，野生中药材资源被乱采滥猎状况严

重，给生物多样性保护构成巨大的压力。

据有关资料显示，对生物多样性破坏最严重的

三大行业是：木材加工业、畜牧业和制药业。数百

万吨的投料量在几年内可以导致一个物种的渐危、濒

危，甚至灭绝!由于中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些

种类的优良种质正面临消失，如黑熊、林麝、灵

猫、蛤蚧、玳瑁、甘草、冬虫夏草、杜仲等药用

动植物资源明显减少，资源量普遍下降。素有“十

芳九草”之称的甘草蕴藏量比1950年下降了约40％，

面临着濒临枯竭的危险；蛤蚧商品主要来源于野生资

源，20世纪70年代年收购量约21万对，到80年代

下降为11万对，目前国内野生蛤蚧蕴藏量大约只有

40万对，长此下去，野生蛤蚧将会消失。穿山甲由

于生存条件受到严重破坏，导致栖息繁衍的区域和食

物来源逐年减少，野生资源岌岌可危。20世纪50年

代中期，全国约有300万头野麝，到80年代后期减

少了1／3，1987年从我国走私到日本的麝香达700多

kg，而采集700多kg麝香需10万多头麝。1988年

东北某大城市消耗熊掌1972kg，获取这些熊掌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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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余只熊。据有关研究每灭绝1种植物就会有20～

30种依赖这种植物生存的其他生物灭绝。地球上全

部生物的1／4，可能在未来20～30年有消失的危险，

平均每天有100～300个物种临近灭绝。

2 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药用生物基因资源及其多样性是中药现代化的基

础，由于野生资源的破坏十分严重，已构成对传统

医药的～种现实的威胁。物种的灭绝意味着这些物

种所携带的遗传基因也随之消失。因此必须加强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实现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2．1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实现中药现代化的基础中

药现代化是指将传统中药的特色优势与最新的现代化

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中药材品种质量的多样归根结

底是由其生物多样性决定的。中药现代化不仅需要

现代化学分析技术、药理学实验证据为其阐明临床

应用的物质基础及作用机理，更需要探索形成这些

“特殊”生物的本质一一遗传物质的特殊性，达

到能动地控制其质量和物尽其用的目的。因此必须

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现中药现代化。

2．2中药资源的深入研究需要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

前提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都是独一无二的基因库，

具有无法估量的现实和潜在价值，目前所知的药用

价值只是其价值的一部分。对药用资源过度利用而

导致物种的灭绝，将会对全人类造成不可估量的损

失。也许若干年后人类所遭遇的某一疾病正需要依

赖这些物种来治疗，而它们却已经灭绝了。在发达

国家每种栽培的农作物或药用植物，都可以追溯到

几代前的母本和父本，所以能够根据需要，改良得

到优良品系。如果野生资源已经灭绝，品种改良则

无以为本。如霍山石斛，其资源已濒临灭绝，现

在需要大面积发展人工栽培，但其种子资源已非常

稀少，连寻找几株进行组织培养都非常困难，驯化

栽培更是无以论谈。因此，中药资源的深入研究需

要尽可能多地保存现有的物种。

2．3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促进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人类对野生物种的认识和利用仅仅是极少部

分，大部分的野生物种尚未开发、研究和利用。人

类只有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才有可能对其加以

研究、开发和利用，才能使其为工业的发展起到持

续的输血功能，促进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发展

一些环境经济学家指出，发展与增长存在着显

著区别。前者指在不增加资源消耗的情况下改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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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而后者则增加资源消耗量，要想让中药资源可

持续发展成为保护生物学的一个概念，就要强调在

发展的同时不伴随自然资源消耗的增长，那也就是

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生物多样性协调发展。

3．1建立中药循环经济体系，实现中药资源的可

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学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

生态学规律的指导下，以“减量化、再使用、再

循环”和“减少废物优先”为准则，运用生态学

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经济学。把循环经

济的基本理论应用于中药产业，找到实施中药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根本途径、实现形式和技术措施，实

现“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一再生产品”的物质
反复循环流动，从而实现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2建立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保护区，开展野生和

半野生抚育建立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保护区，开展

建立野生和半野生抚育保护区，对野生或逸为野生

的药用动植物辅以适当的人工抚育和中耕、除草、

施肥或喂养等管理，人工模拟野外群落，形成半野

生状态的资源居群，探索野生药材的生产模式，为

中药资源的持续利用奠定基础。

3．3加强道地性研究和生物技术的运用现代生物工

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濒危药用资源的多渠道、多

方法的保护，如离体保护、超低温保护等。利用现代

生物技术既可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也能支持和促进

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例如野生生物人工繁育、

珍贵野生动植物药材代用品开发、生态退化区的恢复

和重建、生态农业、作物与畜禽品种优质基因的遗传

育种、改善和提高生物利用效益的生物工程、海洋生

物持续利用与人工养殖等技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4加强宣传，健全法制，提高全民资源保护意

识目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除了森林的大面积消

失、生态环境的破坏外，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

用和破坏是导致野生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的直接原

因，而这又与缺乏相应的保护意识密切相关。目前公

众的保护意识还比较薄弱，应当加大保护宣传的力

度，不断提高人们对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重要性的认

识，使珍惜和保护资源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对于

中医医师和研究人员，则更应当注重濒危野生动物的

保护，除了在开方和研究过程中注意保护野生动物

外，也应当澄清和纠正民间的一些不合理甚至带有迷

信色彩的使用野生动物的偏方和观念，提倡科学就

医。另外，应加强对濒危药用野生动(下转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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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销售价格稳定，即Y=0时，NPVx=160．476X

+51．885

当成龄期产量稳定，即X=0时，NPVy=231．523Y

+51．885

分析NPVx、^沪Ⅶ方程，价格变化对该拟建的财

务净现值NPV影响最大，即价格因素对栀子生产最敏

感，产量因素次之。当成龄期产量不变(1 200kg·hm-2)，

价格下降22．4％，即价格为5．0元／kg时，^7：PⅦ=O；

当销售价格稳定(6．5元／kg)，产量下降32．3％，

即成龄期产量为810kg·hm。时，NPVx=0；当X

一0，Y一0时，NPV=55．885万元。

4结论

栀子生产投资回收期(静态)P．=8．4年，资金

回收时间相对较长，但投入额度相对较小；内部收益率

IRR=17．71％，高于南川及全国GDP的平均增长率，

具较好盈利水平；从盈亏平衡分析(静态)看，成龄期

产量和销售价格表示的盈亏平衡点分别为约375kg·hm-2、

3．3元／kg，具较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从动态的敏感

性分析看，销售价格对栀子生产最敏感，产量因素次

之，当价格下降22．4％，即价格为5．0元／kg以及当产

量下降32．3％，即成龄期产量为810kg·hm-2时，NPV

=0，具一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结合栀子生产的现状及近20年的销售情况，从项

目的财务分析看，栀子生产具较好盈利水平和一定的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同时，栀子生产可满足人们用药

之需，提供一定的就业，还可美化环境、保持水土，

具较好社会经济效益，该栀子生产项目方案可行。

5讨论

5．1本文仅以重庆栀子生产的现状和国民经济发展水

平为例，其经济指标具一定地域性，发展栀子生产

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定。栀子同各种原料药、

配方药一样，市场容量有限，价格受市场决定，目

前，因退耕还林等项目的实施，新增栀子面积不确

定，对市场的影响还未表现出来。开展栀子黄色素

提取工艺的改良研究、栀子保健食品的开发利用等

以拉动栀子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5．2本文采用项目评估的形式对栀子生产进行投资分

析，克服了因面积小而产生的投入和产出的误差，

对小规模的农户生产同样具有借鉴作用。

5．3栀子生产，普遍疏于管理，产量偏低，如大面

积生产中，重庆栀子的平均产量仅1 200kg·hm～、

江西1 500kg·hm～，具一定增产潜力，同时，通

过品种选育，纯化栀子生产品种，也可大幅度提高

栀子产量，这样，栀子生产的内部收益率等经济指

标将得到进一步提高或改善。匝圈

(上接第30页)植物的立法，颁布更为严格的保护

濒危药用野生动植物的法律，加大对不法分子的震

慑威力，切实有效地保护濒危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

的可持续性。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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