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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从２００９年开始筹备，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先后分３批在全国２２个省
（区、市）启动了６５５个县的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共有８０００多名来自不同学科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普查队，按照全
国统一普查技术规范和进度要求，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外业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普查基础数据。前期启动的１０个
省（区、市）已完成７０％以上的普查试点任务。据统计，截至到２０１３年５月底，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数据库收集到资
源调查样方套３万个，涉及药用物种９０００种，其中普查重点品种４２９种，采集标本４７６６５份、药材样品２９４４份，
拍摄药用植物形态及生态照片５４万张，收集民间和民族传统医药知识５００条。

［关键词］　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外业调查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从２００９年开
始筹备，以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专项和公益性行业

科研专项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先后
分三批在全国２２个省（区、市）启动了６５５个县的
中药资源普查试点，组织了８０００名来自不同学科
专业的技术人员普查队，按照全国统一普查技术规

范和进度要求，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外业实地调

查［１２］，获得了大量普查基础数据，前期启动的 １０
个试点省（区、市）已经完成了７０％以上的普查任
务，其他各省（区）的外业调查工作也在顺利进行，

普查试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１　普查外业调查的进展情况

根据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数据库统计，截至２０１３
年５月，前期启动的１０个省（区、市）已经完成了
７０％以上的普查试点任务，共计调查样方套３万多
个，涉及药材品种９０００种，其中全国普查重点品种
４２９种。采集标本４７６６５份、药材样品２９４４份，拍

摄药用植物形态及生态照片５４万张，收集民间和民
族传统医药知识５００条。发现了如清水河枸杞等新
资源和新分布，有的已经鉴定有的正在进行鉴定中。

１０个试点省（区、市）外业调查数据统计

省
试点县

（个）

样方套

（个）

调查品种

（种）

重点品种

（种）

照片

（张）

吉林 ４０ ３６４１ １０５８ １２６ ４１８８０

安徽 ２０ ３７８３ ２３９５ １２０ １８１３２

湖北 １８ ４７５ ２３００ １５０ １３２９

湖南 ２５ ５５２４ ３１３７ ２３３ １９２３６９

海南 １８ １６６９ １８３７ ５８ ２８２９

重庆 ３０ ３３２４ １９２２ １５５ ９５９３０

四川 ２５ ４６２５ ２３６５ ２３２ ５３４３４

云南 ２５ ４６０３ ４４８１ １８４ ８７１０４

甘肃 ３８ ３５６８ ８９６ １３６ ６３４３

新疆 ２０ ３５１７ ４９ ３４ ４９９３５

合计 ２５９ ３４７２９ ≈９０００ ４２９ ５４９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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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启动了 ５个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
项目

　　按照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整体工作部署，为更好
地服务中药材产业发展，在 ２０１１年工作基础上，
２０１２年先后启动了吉林、江西、海南、四川和甘肃
５个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项目，按照国
家统一建设目标和基本要求，组成了产学研结合的

专家技术组和项目建设实施工作组，通过该项目建

成种子（种苗）繁育生产基地；制定种子（种苗）生

产技术标准和技术规程；完成规定区域内收集到的

种子（种苗）的妥善保存；开展繁育困难的中药材

品种的繁育技术研究；建立产学研用结合的运行机

制，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包括中药材种子（种

苗）检测、评价、标准制定、种子（种苗）产业化

服务、中药材种业人才培训等。

３　启动了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

　　为提升中药材产业信息化服务水平，提升对国
家基本药物中药原料的资源动态监测和信息服务能

力，研究制定了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和信息服务体系

建设总体规划。在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的基

础上，建立国家级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和信息服务中

心；在２２个试点省（区、市）选择大宗常用中药材
主产区和中药材集散地，建立５３个动态监测与信息
服务站；在已开展普查的６５５个县，建立中药资源
动态监测点。通过监测点、监测站和中心平台的双

向信息传送，初步构建成基本覆盖全国的中药资源

动态监测和信息服务网络，收集中药资源信息，监

测分析中药资源动态变化趋势，及时向国家有关部

门报送和向社会发布中药材资源产量、流通量、质

量和价格信息。

４　构建国家级中药资源研究开发体系

为研究解决制约中药材行业发展的关键科学技

术问题，推广应用中药资源普查成果，建立健全国

家中药资源战略管理的长效机制，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１８日成立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基础上，
筹备组建国家级中药资源研究开发网络体系，为中

药材产业发展提供专业化的技术服务。依托中药资

源普查技术队伍，开展与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

课题，包括以中药材质量和指导县域中药材生产为

目标的中药材生产区划研究，中药材的区域质量特

征及商品规格研究，中药材种子（种苗）相关标准

的研究，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功能基因挖掘

研究，中药资源调查中具有创新性、简便实用技术

研究等。

５　新技术新方法在普查试点过程中得到验证和认可

在本次普查试点过程中，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安

排，有重点地开展了普查新技术和新方法的试验工

作［３６］。如应用地理信息技术、ＧＰＳ定位技术、遥感
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在普查路线和样带（方）

设置、普查原始数据直接进入国家数据库、网络化

标本鉴定系统、普查人员信息库等方面的试用中得

到验证和认可，为以后的全面推广应用打下坚实

基础。

６　下一步工作重点

按照２０１３年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要点，
完成外业调查的县将转入内业整理阶段，尚未完成

外业调查的县必须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外业调查，确

保获得完整、准确的普查基础数据和资料。

加强中药资源科研和服务体系建设。以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为依托，构建国家级中药资

源科研平台。以各试点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的

技术骨干单位为主体，吸收地方主要产区相关单位

的技术人员筹建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大队。

加大支持力度，基本建成由中心平台、监测站

和监测点组成的国家基本药物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和

信息服务体系。

制定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标准，

将达到标准的基地作为 “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

科技示范基地”，给予相应的支持。

建立国家和省级中药资源实物标本馆，收集保

存好各地采集的药用植物标本、药材样品、影像资

料等原始普查资料。

开展一批与中药资源普查相关的科技项目，重

视与中药资源普查相关的关键技术的科学研究。

充分发挥国家和省级专家委员会的技术指导

作用，吸收行业内外的专家参与中药资源普查工

作，特别是发挥分类鉴定专家的作用，确保普查

质量。

边普查、边总结、边应用。为国家中药产业发

展布局、中药国际贸易政策、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等提出建议，为地方政府制订和完善中药材产业发

展规划与合理布局提供决策依据，为国家和地方经

济发展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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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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