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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研究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朱伟群　王丽君　梁　攀　贺泽龙　晏桂华
（湘南学院中医教研室，郴州，４２３０００）

摘要　中药是发展中医药学的物质基础，中医学从古代到现代历经了几千年的时间，中医学不仅吸收了我国传统文化的
精髓，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药物应用经验。近年来，国内医学界未能合理开发利用中药资源，只看到社会发展的大量需

求，却忽略了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中药资源被严重消耗，不能实现中药资源再生，最终导致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陷

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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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资源是中医药事业不断发展的物质保障，
同时也是国家级战略性药用资源［１］。然而，近年来，

中药资源被广泛应用在食品、补品、保健品等产品

中，导致中药资源储量迅速下降，许多名贵药材难以

见到野生资源［２］。为了“解决”中药资源供不应求

的问题，许多厂商不惜滥用植物激素、化学制剂来处

理中药材。

此外，受人类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中药材

的生长环境发生恶化，导致中药材的质量和产量很

难得到保证，中药的传统文化精髓也随之逐渐流

失［３］。鉴于此，我们分析了我国中药资源的开发现

状，并提出了几点应用建议，以期能对中药资源的可

持续发展有所帮助。

１　中药资源现状
近年来，中药产业迅速发展壮大，消费市场需求

对中药材的需求量剧增，中药资源储量随之减少、分

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我国的中药材年消

耗量超过了 ４０万吨，其中主要消耗的是野生中药
材，而对野生中药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导

致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中药资源趋于枯竭、药用珍惜

濒危物种持续增加、中药材不断出现质量问题［４］。

科学家、相关领域研究者、学者都正在为解决上述问

题而投入大量的精力开展研究工作，现已取得了部

分理论层次的成果，为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可靠的理论基础［５６］。

１１　天然中药资源调查研究　我国开展过３次大
型的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活动，其中的一次是１９８３—
１９８７年由中国药材公司领导的第３次中药资源普
查。当时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现存有的中药资源种

类达到了 １２８０７种［７］。然而经过了 ３０多年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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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药材野生资源、人工养殖产量、中药材种类等

情况都不容乐观。自１９８５年以来，我国新开发的中
成药多达 ８０００余种，导致中药资源进一步减少。
例如，野生甘草只用了５０年的时间就从２００多万吨
的年产量减少到了３５万吨左右的年产量；麝香减少
了整体产量的７０％左右；野生冬虫夏草、杜仲等名
贵药材资源被消耗的相当严重，还有一些珍贵药材

品种几乎消失［８］。中国中医药事业正处于发展瓶颈

时期，主要的障碍包括：资源监测系统不完善、中药

资源被过度利用等。我们建议，组织开展下一次全

国中药材资源普查时着重解决资源家底不清问题，

这将为进一步完善中药资源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

提供依据，帮助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推动中药产业

走向国家化［９］。

１２　有关道地药材的形成机制研究　道地药材泛
指以道地药材作为载体的各类信息，通常指特定的

药材商品［１０］。它是经过创造性劳动所获取的，并具

有原创性和标志性的信息，也代表着群体创造性、共

有性、多样性、地域性、信息无形性以及知识延续性

等。道地药材商品承载着上述特征，再加上其集中

化生产、拥有专业的栽培技术和采收加工技术，使得

它相比于其他地区同种药材的质量更高、疗效更明

显。一方面，道地药材与其他品种之间最明显的区

别在于化学物质基础上。科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员试

验分析了不同产区的苍术根茎中的苍术挥发泊、黄

岑中的各种化学成分等，结果都表明在化学成分上

道地药材与其他非道地药材存在差别［１１］。后期利

用多组分化学指纹图谱技术、近红外光谱技术等先

进分析方法分析证实了道地药材化学成分的巨大优

势［１２］。另一方面，科学家和研究者对道地药材的遗

传特点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詹志来等［１３］专门研究

了道地药材的遗传分化和地理变异，结果发现遗传

分化与道地性成正比。

２　中药资源发展困境的原因
２１　长期过度开发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大量的
野生药用动植物被滥捕乱猎、过度采挖，甚至导致一

些野生药用动植物濒临灭绝。例如云南黄连、紫斑

杜丹、黄牡丹、四川牡丹、雪莲、新疆贝母等，都已成

为濒危珍惜野生中药材。曾经盛产冬虫夏草、麝香

等名贵中药材的西藏，也遭到了掠夺性的开发，大量

名贵中药材的开发陷入“越挖越少、越少越贵、越贵

越挖”的恶性循环。例如，麝香是一种名贵的中药，

当前全国有２９５个中成药品种会用到麝香，我国的
麝香产量占全世界的７０％～９０％，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全国约有各种类麝２５０万只，麝香年产量２０００ｋｇ，
而经过近几十年的疯狂捕杀，我国２０１５年各种类麝
仅剩约６０万头，麝香这味中药材正变得越来越珍
稀。

２２　生态环境破坏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工农业生产、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随之而来的是

人们对森林、草原、土地的利用也越来越多，导致一

些野生药用动植物的栖息地、生长环境遭到破坏，生

态平衡的失调也直接导致一些药用动植物面临着灾

难性后果。例如，篦子三尖杉、桃儿七、延龄草、见血

封喉、新疆阿魏等中药材目前都面临着生长环境不

断缩小，种群数量逐年减少的困境。以内蒙古地区

的肉苁蓉为例，肉苁蓉完全来源于野生，近几十年

来，肉苁蓉的寄主———梭梭林的面积不断缩减，从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占森林面积的３０％～４０％下
降至如今的不足２０％，个别地区下降至５％以下，很
多寄主根部已经没有肉苁蓉产生。目前，内蒙古地

区的肉苁蓉蕴藏量约为４０万 ｋｇ，仅相当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一年的采购量，其市场占有量逐渐被新疆管
花苁蓉所代替［１４］。可以说，我国很多的野生中药资

源已经面临枯竭的困境。

２３　不合理的采收方式　部分中药材的药用部位
是根皮、茎皮，或是茎秆，这就使得药材的采收必然

会导致植株死亡，还有更多的动物性药材，其采收必

然引起动物死亡，这就导致野生中药材资源急剧减

少。例如杜仲、刺五加、黄牡丹、剑叶龙血树等全草

中药材的采收期恰好是植物花期，采收会对植物的

繁殖产生影响。又比如一些采药者在采集冬麻时不

注意回填土坑，使得天麻的繁殖系数不断降低。

此外，部分中药材自身的特性也是中药材资源

匮乏的成因。部分中药材生长缓慢、自然分布区域

狭窄，结实困难，物种自我更新难度大，即使将这些

物种划入自然保护区内，其种群数量的恢复也颇具

难度。再次，除草剂、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工业废水

废气的排放也使很多中药材失去生长环境，甚至成

为稀缺资源。

３　小结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是我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

智慧结晶，造福世界人民，为医学界解决了许多疑难

杂症。但是随着人们对中医药学的信赖和选择的大

幅度提升，中药材资源迅速变得紧张，许多珍贵的药

用植物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为了满足市场消费需

求开始大规模种植生产药用植物，然而传统的技术

不仅不能保证药材的质量，还对种植环境提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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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在加强中

药野生资源保护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结

合“道地药材“生物合成技术”“定向培养”“不种而

获”等技术实现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４　讨论
经过实际操作证明，较有效的保护中药资源的

方法是：不断研究培育新品种、搜集并保护濒危中药

品种、寻找珍惜品种的替代品、适当应用合成生物学

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样的方法有明显的效果，

但是它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有耐心经营，才能取得

成效。根据目前的市场形势和人们对中药资源的需

求程度，我们建议在继续坚持开展野生中药资源品

种保护工作的同时，发展以“道地”作为基础的定点

栽培和加工，将“有效成分”作为中药工业原料发展

的目标并向应用生物学方法合成活性成分的方向发

展，逐步改变传统的用药方式，实现中药资源“在保

护中合理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１５］。

４１　不断推进野生中药材资源的保护工作　人们
对中药材野生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生态平衡遭到破

坏，从而中药材野生品种更难从遭到破坏的生态环

境中生长，最终形成了很难逆转的恶性循环。针对

这一问题，相关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应加强社会生态

文明建设，通过大力宣传中药野生资源的重要性和

各种保护性政策来帮助人们树立起生态荣辱观。此

外，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强立法，从法律上对重要野生

资源提供最根本、最有效的保护。

４２　以“道地”为基础的定点种植和加工　优秀的
种植基地是培养质量良好的中药材的根本保障。因

此，选择种植基地时应考虑的条件有：光照时间、昼

夜温差、土壤、空气湿度以及海拔等。专家建议，不

同的中药材植株需要按照其习性分区域定点种植，

建立起中药材规范种植基地，由政府部门亲自规划、

指导和管理，对药材的种植、生长、采收全过程进行

监控，全面确保中药材质量达标［１６１７］。

４３　以“有效成分”为目标的定向栽培　不少中药
材除了具有药用价值之外，还可以添加到食品、化妆

品、化学制剂中［１８１９］。因此，应统计社会各方面对中

药材种类的需求，根据数据进行栽培种植，这样一

来，既能提高中药材的品质，又能促进对中药材的合

理利用。目前，这种定向栽培的种植技术已经在部

分地区的农业种植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种植酿

酒葡萄。质量高的中草药材必须具备有效成分多的

特点，根据农作物种植时应用的“成分育种”方式，

部分以提取有效成分为目的的中药材可以利用此方

式进行定向栽培。

４４　中药活性成分“不种而获”的合成生物学研究
　　目前，我国仍是以传统的栽培技术培育药用植
物的途径来获取中药成分，这种方法不仅很难控制

定向生产，还很难寻找适应的气候、土壤等条件，为

此，传统的栽培技术应尽快被新型栽培技术所取代。

“不种而获”是根据合成生物学的知识理论来实现

的。许多示范基地采用了此种栽培方法，其优势相

当突出，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逐渐成为促进中药资

源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推动力。但同时需要引起人们

注意的是，在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实现产业化的过程

中仍然有很多棘手的问题［２０２１］。例如，目前还不能

透彻地了解微生物的基因组，从而导致合成后的目

标物不一定能按照预期功能发挥效应。怎样寻找更

多的生物合成过程中的关键生物元件来合成更多的

药用活性成分以及怎样在临床上实现生物合成药用

活性成分的安全应用，都是相关专家面临的挑战性

问题，其中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伦理问题、产

品认证问题和科学监管问题［２２］。与此同时，国家正

在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这方面来，尽可能地为实现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国内相关领域科学

工作者也正在为此不懈努力着，关于“中药资源普

查”“研究道地药材形成机制”“培育中药材新品种”

“寻找濒危物种可替代品”等工作正在进一步筹划、

施行着。在将来，我们不难预见，传统的中药植株栽

培技术将会被新兴定向培养技术和生物合成技术所

取代，有朝一日定会实现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形

成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４５　提高中药材利用的科技含量　现代科学技术
尤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生命科学的各

个领域都带来了十分着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在中药

领域亦不例外，如一些野生濒危中药材物种的繁衍

和保护就得到了分子生物技术的有力支持。具体地

说，现代科技在中药材领域的应用有以下几种。

一是组织细胞培养技术。该技术以离体培养的

方式对植物分生组织进行培育，促使其分化得到新

的植株，这在部分濒危中药材的保护、增殖中已经得

到了应用。近几年，已有许多报道中提到了利用该

技术进行的大规模培养试验［２３］，包括百合、兰花、草

菇等中药材都取得了很好的试验结果，为中药繁殖

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是药用动植物基因及转基因技术。该技术在

中药领域的主要用途有 ２个。１）研究代谢途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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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发现与中药植物有效成分合成相关的“关键

酶”，然后利用特定载体及受体的适当部位，择取合

适时机进行表达。２）将转基因生物作为反应器，以
获取干扰素、胰岛素等药用成分。而随着转基因技

术表达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加之受体范围的不断扩

大，今后有望为传统中药材物种增加新的遗传特性，

以此提升抗病能力、增加药用功能等。

三是分子标记育种。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

及基因工程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关

于遗传图谱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积累，为作物育种

技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２４］。当前，作物育种技术已

经走出了传统的表型选择阶段，开始向基因直接选

择的高精领域迈进，逐渐发展出了一种新型育种方

法—早代回交 ＱＴＬ法。以药用植物传统育种为基
础，通过ＲＦＬＰ、ＲＡＰＤ技术建立关键中药材物种遗
传连锁图，进行关键中药材 ＱＴＬ研究与实践［２５］；利

用野生植株筛选所需优质基因，对中药材物种进行

杂交强优组合，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药植物育种

研究的重要趋势。

四是中药材信息管理系统。濒危中药材保护是

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面对数量庞大的待保护对

象，传统保护手段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建立濒

危中药材物种保护信息管理系统刻不容缓［２６］。该

系统能够为中药材保护提供准确、全面的信息支持，

实现对中药材物种的动态监测，同时对政府制定中

药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也极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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