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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技术要求，基于江苏省中药资源分布区域的实际现状，从
调查背景地域的生态变化情况、区域中药资源的分布特点、县域普查方案的调整制定以及普查技术规范的补充完善

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探索性地提出了适宜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水生、耐盐特色中药资源调查方法技术，为我

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为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技术规范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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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是中医药事业和中药产业赖以生存发

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为

全面掌握我国中药资源家底，促进中药资源的可持

续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２０１１年起分批组织实
施了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１］。江苏、

浙江、山东、福建、辽宁、广东等东部沿海省份在

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 “我国水生、耐盐中药资源的

合理利用研究”的支持下，于２０１４年启动了沿海６
省１０９个县的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

水生、耐盐类药用生物资源因其生长所处环境独

特，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极富生态特点的药材种

类［２］，但以往专门针对该类药材资源调查研究及其报

道较少［３４］。随着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的全面深入，

将会有更多的东部沿海省份及水域面积较大的中西部

地区面临该生态区域的资源本底调查和资源产业发展

与合理布局问题。为了充分发挥普查试点工作的实践

意义，满足江苏省及相关地区普查工作的实际需求，

前期在应用常规生物资源调查方法的过程中，呈现出

调查区域零散难统计、样地设置困难、调查目的难以

实现等方法技术问题。因此，项目组在实施江苏省第

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暨我国水生、耐盐中药资源

的合理利用研究专项工作的过程中，围绕水生、耐盐

类药用生物资源的生态区域特点开展调查研究与具体

实践，探索性地提出了适宜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水

生、耐盐特色中药资源调查方法技术，为我国第四次

中药资源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为进一步修订完

善相关技术规范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　江苏省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生态区域背景及
资源类群分布特点

１１江苏省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生态区域背景
概况

　　江苏省跨江滨海，平原辽阔，水网密布，湖泊
众多。省内海岸线９５４ｋｍ，长江横穿东西４２５ｋｍ，
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 ７１８ｋｍ。有淮、沂、沭、泗、
秦淮河、苏北灌溉总渠等大小河流２９００多条。全国
五大淡水湖，江苏得其二，太湖居第三，洪泽湖居

第四，此外还有高邮湖、邵伯胡、骆马湖、微山湖

等大小湖泊２９０多个，其中 ５０ｋｍ２以上的湖泊 １２
个，水域面积达１７％，比例之高居全国首位。平原
面积占６９％，由黄淮平原、江淮平原、滨海平原和
长江三角洲平原组成。

同时，江苏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土地利用率

高，尤其伴随着多年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发展迅

速的城镇化进程，江苏境内的自然景观已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江苏省平原及丘陵地区土地增值迅速，

土地开发利用率较高；淡水水域围网养殖业发展迅

速，湖泊、河流堤岸化程度较高［５］；沿海滩涂围垦

改造工作推进较快，区域内鱼塘、良田面积不断扩

大［６］。江苏省地域生态背景及多元生态系统分布见

图１。江苏省生态环境的较大变化，给项目组在调
查方案制定和实施带来了较大困难。

１２江苏省湿地概况与水生、耐盐生物资源分布现状

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分布的生态环境主要

为湖泊、河流、沼泽等淡水水域及其洲滩地区、沿

海滩涂地区，这些区域从生态属性来看，均属于湿

地生态系统范畴。因此，要做好水生、耐盐药用生

物资源的调查，必须有机地结合湿地调查的相关基

础与经验开展。江苏省作为全国首批开展湿地资源

调查的省份之一，于２００９年组织完成了全省的湿地
调查工作。根据江苏省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的相关

资料显示（２００９年）［７］：江苏省有湿地 ５类 １６型，
其中自然湿地有近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

湿地、沼泽湿地４类１２型，人工湿地有库塘、运河
和输水河、水产养殖场、盐田４型。同时，根据江
苏省农业部门２００８年数据，江苏省还有水稻田湿地
类型面积 ２２３２５万 ｈｍ２。将江苏省湿地概况与水
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分布的生态特点作一汇总，

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设计调查方案，详细数据见表１。
根据 《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试行）》，

全省划为７４个湿地区，其中单独区划湿地区１２个，
零星湿地区６２个。在单独区划的湿地区中湿地面积
最大的是盐城滨海湿地区，南通滨海湿地区次之，

第三为太湖湿地区。近海与海岸湿地主要分布在连

云港滨海湿地区、南通滨海湿地区和盐城滨海湿地

区；河流湿地面积最大的湿地区主要为长江湿地区；

湖泊湿地主要集中于太湖湿地区、洪泽湖湿地区、

高宝邵伯湖湿地区、石臼湖湿地区、蟢湖湿地区、

白马湖湿地区几个单独区划湿地区当中；沼泽湿地

主要集中于太湖湿地区、长江湿地区以及高宝邵伯

湖湿地区中；人工湿地在各个湿地区当中皆有分布，

其中盐城滨海湿地区分布面积最大。江苏省中药资

源普查２０个试点区县均涉及１至数个湿地区，江苏
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区域涉及相关湿地概况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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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江苏省地域生态背景及多元生态系统分布图

表１　江苏省湿地概况与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分布对应表

湿地类 湿地型 湿地型面积／ｈｍ２ 湿地型比例／％ 湿地类面积／ｈｍ２ 湿地类比例／％ 代表性药用生物资源类型

近海与海岸湿地 浅海水域 ４４４８７５６２ １５７７ ９９２１７５８９ ３５１６ 耐盐类

岩石海岸 １８８４５ ００１ 耐盐类

沙石海滩 １５１０９６４ ０５４ 耐盐类

淤泥质海滩 ４１８６２２１２ １４８３ 耐盐类

潮间盐水沼泽 ４１９５８５９ １４９ 耐盐类

河口水域 ４７６５５４０ １６９ 水生类／耐盐类

三角洲（沙洲、沙岛） ２３７６６０７ ０８４ 水生类／耐盐类

河流湿地 永久性河流 ３５３６６８１８ １２５３ ３８９２９４０２ １３８０ 水生类

洪泛平原湿地 ３５６２５８４ １２６ 水生类

湖泊湿地 永久性淡水湖 ５３６５０５８７ １９０１ ５３６５０５８７ １９０１ 水生类

沼泽湿地 草本沼泽 ２７７６３９９ ０９８ ２７９５７３５ ０９９ 水生类／耐盐类

森林沼泽 １９３３６ ００１ 水生类

人工湿地 库塘 ４４４５７７７ １５８ ８７５９２８２５ ３１０４ 水生类

运河和输水河 ２４４２９０８８ ８６６ 水生类

水产养殖场 ４８２７８７６４ １７１１ 水生类／耐盐类

盐田 １０４３９１９６ ３７０ 耐盐类

·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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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江苏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区域相关湿地区域概况

序号 湿地区名　 主要湿地类型　 湿地面积／ｈｍ２ 相关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区域

１ 连云港滨海湿地区 近海与海岸湿地 １１２４７９０１ 连云区

２ 南通滨海湿地区 近海与海岸湿地 ３７８００９５２ 如东县、海门市、启东市

３ 盐城滨海湿地区 近海与海岸湿地 ６３５３１３０３ 东台市、大丰市、射阳县

４ 长江湿地区 河流湿地 １６８４３１０１ 江宁区、浦口区、句容市、海门市、启东市

５ 太湖湿地区 湖泊湿地 ２４６０５３０３ 吴中区、宜兴市

６ 洪泽湖湿地区 湖泊湿地 １７０８１９２３ 洪泽县、泗洪县、盱眙县

７ 高宝邵伯湖湿地区 湖泊湿地 ８９１５２１６ 宝应县

８ 石臼湖湿地区 湖泊湿地 １１９３４１９ 溧水区、高淳区

９ 白马湖湿地区 湖泊湿地 １０８７０８０ 洪泽县

１０ 蟢湖湿地区 湖泊湿地 ２５６５７５３ 宜兴市

１１ 宝应县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２０２１６０３ 宝应县

１２ 大丰市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１９４３２５３ 大丰市

１３ 东台市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１７９３６８９ 东台市

１４ 高淳县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２５２０６７８ 高淳区

１５ 海门市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４１６７８１ 海门市

１６ 洪泽县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７９８２５６ 洪泽县

１７ 句容市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７７８０１９ 句容市

１８ 溧水县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６７７９００ 溧水区

１９ 溧阳市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２０１０９０７ 溧阳市

２０ 连云港市市辖区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３２０５４６７ 连云区

２１ 南京市市辖区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２７４８３２５ 江宁区、浦口区

２２ 启东市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４００７５７ 启东市

２３ 如东县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１３９０８０３ 如东县

２４ 射阳县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１９７５５７０ 射阳县

２５ 泗洪县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１５５５６９１ 泗洪县

２６ 苏州市市辖区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２１１７９３１ 吴中区

２７ 铜山县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１２９６２９５ 铜山区

２８ 兴化市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６０４５３７５ 兴化市

２９ 盱眙县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２７４４５５５ 盱眙县

３０ 宜兴市零星湿地区 零星湿地 １８９０４０７ 宜兴市

２　江苏省水生、耐盐中药资源调查实践及取得的
经验

２１利用现有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统（Ｖ２）进行
普查方案制定时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有关水生、耐盐药材资源调查的专
题报道较少，而现有的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系统

及野外调查技术规范是主要侧重于陆生中药资源的通

用性规范［８］，如直接应用于水生、耐盐类药材资源调

查过程时，因其调查对象分布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将

难以实现既定目标，主要体现在几个主要方面：

２１１现有信息系统中水域部分未被纳入代表性调
查区域　在样地生成时，系统无法给出包含水生、
耐盐药用生物资源所处环境的样地。对主要生长在

水体或沿海滩涂环境下的重点调查品种，如芡实、

三棱、半边莲、泽泻、木贼、水红花子、北沙参、

海藻、蔓荆子等，难以获得真实可信的蕴藏量数据。

２１２系统现有植被类型地图数据资料较为陈旧　
·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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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资料与当前江苏省植被类型实际现状差异较大，

不少系统预设样地已由天然植被转变为人工植被。

同时，江苏省县域土地面积较小，自然植被区域较

少，系统自动生成样地数目严重不足，甚至出现部

分试点区域系统无法预设样地。江苏省中药资源普

查试点区域系统预设样地情况见表３。
２１３缺少近年来沿海滩涂消长变化的资料　江苏
省是我国海岸滩涂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且大部分

是属于淤涨型滩涂，是我国东部地区潜力最大、重

要的后备土地资源。但受数据库陈旧及保密安全等

因素影响，现有基础地图中无法反映出近１０年来沿
海滩涂消长变化后的现状，系统无法在这些区域生

成样地。同时，因代表性自然区域背景不足，还导

致已有系统预设样地集中在岸线，成条带排列，分

布均匀性较差。

２１４滩涂自然植被遭到破坏　经长期生产实践［９］，

江苏沿海滩涂地区已形成了农渔复合的盐土高效利

用与改土模式，有效降低了围垦区的土壤盐分。但

在滩涂改造过程中，大面积地挖沟养鱼、种植耐盐

作物，在提高滩涂土地可利用度的同时，高度的人

工干预，也破坏了滩涂自然植被，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样地的预设工作。

２１５众多河网面积难以被系统识别　江苏地区河
网纵横，但是其中较大部分属于三级及三级支流以

下的河、港、汊、渠，其数量众多、面积破碎，且

与村庄、城镇交错分布，难以被系统识别。但这些

区域也是传统水生药材自然分布及生产种植（养殖）

的重要地域，应该纳入到调查区域内。

２２探索性开展江苏省水生、耐盐生态区域中药资
源调查实践

２２１增加水体矢量数据，形成基于水生、耐盐药
用生物资源分布生态特点的代表性调查样地

为实现水生、耐盐中药资源的调查目标，对接

现有中药资源国家普查信息系统，在中药资源国家

普查办技术专家的支持下，调查区域数据库增加了

江苏省第二次湿地调查所用湿地矢量数据，在此基

础上，形成新的调查区域背景区域，随机生成基于

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分布生态特点的调查样地。

表３　江苏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区域系统预设样地情况

调查区域号 调查区域
调查地区不同植被类型样地数

阔叶林 针叶林 草丛 灌丛 沼泽 草甸
系统预设样地数 经实地踏查确认可用样地数

３２０１１１ 浦口区 １４ ２７ １ ４２ ３６

３２０１１５ 江宁区 ２ ３８ ４０ ３６

３２０１２４ 溧水县 ７ ３４ ４１ ３６

３２０１２５ 高淳县 ５ ５ ５

３２０２８２ 宜兴市 １９ ２０ ４ ４３ ３６

３２０３２３ 铜山县 ７ ２７ １０ ４４ ２７

３２０４８１ 溧阳市 ２６ １２ ６ ４４ ３６

３２０５０６ 吴中区 ５ ２５ １２ ４２ ３６

３２０６８１ 启东市 ３８ ３８ ４

３２０６８４ 海门市 ５ ５ ３

３２０７０３ 连云区 ３ ３３ ５ ４ ４５ ３６

３２０８２９ 洪泽县 ０ ０

３２０８３０ 盱眙县 １３ ７ １８ ８ ３８ ３６

３２０９２４ 射阳县 ４ １６ ２４ ４４ １６

３２０９８１ 东台市 ２ ３８ ４０ ３４

３２０９８２ 大丰市 ７ ９ ２７ ４３ ３６

３２１０２３ 宝应县 ０ ０

３２１１８３ 句容县 １４ ２５ ４ ４３ ３０

３２１２８１ 兴化市 １９ １９ ５

３２１３２４ 泗洪县 ３８ ３８ ０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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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可以解决缺少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分布区

域的问题，有助于获得水生、耐盐中药资源的蕴藏

量；同时也解决了系统预设样地不足的困难。

生态类型分析表明［１０］，江苏湖泊全属于浅水

湖，多数湖泊的平均水深不到２ｍ，个别湖泊的平
均水深不到１ｍ，仅骆马湖、太湖和阳澄湖３个湖泊
的平均水深在２ｍ以上，以试点区域所涉及湖泊面
积大于２０ｋｍ２的主要湖泊为例，其中，除太湖平均
水深为２１２ｍ外，其余湖泊的平均水深都在２ｍ以
下，见表４。

表４　江苏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区域主要湖泊分布
及其背景信息

序号
湖泊

名称

湖泊面积

／ｋｍ２
平均水深

／ｍ
相关中药资源

普查试点区域

１ 太湖　　 ２４２５ ２１２ 吴中区、宜兴市

２ 洪泽湖　 １９６０ １７７ 泗洪县、盱眙县、洪泽县

３ 高邮湖　 ６７４７ １４４ 宝应县

４ 石臼湖　 ２１０４ ４０８ 高淳区、溧水区

５ 蟢湖　　 １４６５ １１９ 宜兴市

６ 白马湖　 １０８０ ０９７ 洪泽县、宝应县

７ 洮湖　　 ８９０ １１０ 溧阳市

８ 宝应湖　 ４２８ １１３ 金湖县、宝应县

９ 斗湖　　 ３４０ １０５ 盱眙县

１０ 大纵湖　 ２８０ １０２ 兴化市

１１ 固城湖　 ２４５ １５６ 高淳区

１２ 宜兴三碄 ２３２ １８５ 宜兴市

将江苏省湿地调查中所涉及湖泊、湿地、沼泽、

河流等区域增加入普查信息系统中代表性调查区域

范围时，结合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分布生态特

点，对其进行归类合并，小型湖泊或池塘、湿地、

沼泽、河流等归为一类，与陆地背景区域同类处理。

一般大型湖泊中央湖区水深超过２ｍ时，药用水生
植物分布较少［１１］，考虑到芡实等重点调查品种的分

布水深范围一般在１５～２ｍ以内，大型湖泊样地调
查区域需进行扣除湖心深水区技术处理。

考虑到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分布的特殊性，

在实地踏查过程中，将已人工开发利用的区域从代

表性样地背景中标记并去除；将江苏省内的运河及

渠道化河流等不满足样方调查的区域标记并去除；

对于大中型湖泊矢量数据进行修订处理，结合江苏

省湖泊的构造特点和项目组湿地踏查结果，参照大

型湖泊等深线［１２］，在基础矢量底图上，只保留距离

河岸１ｋｍ的湖面范围作为代表性区域。同时，考虑
到水位涨落对三棱、木贼、泽泻等湿生及挺水植物

分布的季节性影响，将调查区域拓展到河岸线以内

１００ｍ范围内。
２２１１以宝应县为示范的水生中药资源的样方设
置　宝应县境内河湖密布，主要有潼河、朱马河、
宝射河等４２条河流，总长约６５２ｋｍ。面积较大的湖
荡有白马湖、范光湖、射阳湖、广洋湖、和平荡、

獐狮荡等，约２５７６９ｋｍ２，是代表性的水生中药资
源分布区域，芡实、莲子、荷叶、水蛭等分布广、

产量大、质量优。

原有系统数据库条件下，宝应县预设样地数为

０。在增加了水体矢量数据后，宝应县在中药资源普
查信息系统中可自动生成４６个样地，其中永久性淡
水湖１７个，运河３个，永久性河流２９个。结合实
地踏查结果，初步考虑选择湖泊湿地样方１４个，河
流及零星湿地２２个。见图２。

图２　增加水体背景数据后的宝应县系统样地设置示意图

２２１２以大丰市为示范的耐盐中药资源的样方设
置　大丰市地处江苏省东部沿海地区，东临黄海，
有１１２ｋｍ海岸线，沿海滩涂面积列全国之最，全市
拥有滩涂面积超过１０００ｋｍ２，大丰市的蒲黄、三棱、
水蛭、蔓荆子、罗布麻、菊苣等水生、耐盐中药资

源等均较为丰富，此外，还有麋鹿等珍稀保护动物。

在增加了水体矢量数据后，系统中可自动生成

５４个样地，其中草甸样地 １７个，潮前盐水沼泽 ９
个，洪泛平原湿地 ２个，阔叶林 ４个，盐田 ３个，
永久性河流１２个，沼泽５个，大大丰富了调查的代
表性区域。结合实地踏查结果，初步考虑选择草甸

样地１１个，潮前盐水沼泽 ６个，洪泛平原湿地 ２
个，阔叶林３个，盐田３个，永久性河流８个，沼
泽３个。见图３。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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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增加水体背景数据后的大丰市系统样地设置示意图

２２２基于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特点补充完善
相关普查技术规范

２２２１代表性样地选择及样方套设置　在同一水
体中，水生植物在湖泊水体自沿岸带向深水区基本

呈同心圆式分布，各生活型带间是连续的，水生植

物分布呈一定规律，自沿岸带向深水区各呈连续分

布态，依次为挺水植物—浮叶植物—漂浮植物—沉

水植物［１３］。但在传统水生植物调查中，生物蕴藏量

计算主要采用估算的方法，可参考的资料极少［１４１５］。

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各样地中样方套设置时，为

便于和中药资源普查系统样方数据库对接，实现计

算重点品种蕴藏量的目的，项目组目前调查过程中

主要参照现行技术规范中的操作方法及计数方法［８］。

在预设样地范围内，实际操作时注意控制相邻样方

套间隔１００ｍ以上的前提下，酌情选择沿岸植被较
为丰富的区域，合理设置样方套。

２２２２样线设置　湿地植被分区，应依据不同地
域背景下的地貌类型和植物群系特点为依据，尤其

是受地形变化引起的水热状况再分配的迭加影响，

特别是各地水文状况不同，导致不同地区湿地类型

的差异性，在同一湿地类型中，也可能受自然及人

为影响导致植被分布差异显著［１６］。在制定调查方案

时，要充分考虑湿地植被分区差异，设计合理路线，

以免遗漏。如洪泽湖东侧堤岸化严重，湖泊西侧水

生植被生境保存较为完整，可作为重点调查区域。

基于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的分布特点，结

合水生生物调查的经验，通常小型湿地可采取与陆

地区域一样处理，大型湖泊可采取环湖随机采样调

查［１７］、断面采样调查［１８］、或复合采样调查的方

法［１９］，以保证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样线调查的

代表性和全面性。

２２２３调查时间的选择　水生植物为１年生或多年
生，其萌发、生长、生殖、死亡都是在１年内完成。
植株在生长后期，全部或大部分死亡。次年的生长

将从上一年的种子或无性繁殖体的萌发开始。虽然

有萌发开始的时间早晚和生活周期长短的不同，但

季节生长一般以春秋型为主。因此调查采样一般在

３～１１月逐月进行或按季节多次进行［２０］。以江苏为

例，江苏省水域、滩涂范围内所分布多数植物的花

果期或生物量最大时期在６～１０月份，此阶段为植
物标本采集的关键时间，外业调查工作集中在这段

时间完成。水生植物常以无性繁殖为主，对无性繁

殖体的调查一般宜选择在冬季或枯水位时进行，药

材的采集调查工作一般也在此时间段进行［４］。

２２２４调查资料的收集、调查工具与设备的选择、
水体环境作业相关安全教育　为满足水生、耐盐药
用生物资源调查的需求，需注意收集当地区域内的

湖泊、水文背景等资料，结合普查试点区域的湿地

背景情况，为合理制定普查方案提供参考。

因湿地区域的特殊生态环境，为保证人员安全，

应尽量避开汛期开展外业调查，避免在大型湖泊河

湾淤泥汇集处作业。增加乘坐船舶的安全教育，留

意避免水蛭、钉螺、蜱虫等有害生物附着。上船调

查人员装备救生衣，选择适宜的交通工具，确保

安全。

为满足水体作业的需求，通常需租赁汽艇、木

船、水泥船等交通工具，如需至深水区开展调查工

作时，一般建议选择吨位较大的木船、水泥船或轮

船，以保证安全。除配备一般陆生植物调查的工具

外，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还需另外配备一些常

用的专用器具：如带网采草器、水下镰刀、采泥器、

直尺（或软尺）、水草袋、透明度盘、水草耙等。与

此同时，还需为外业人员购买或租赁救生衣、连体

雨裤等装备。

２２２５水生、耐盐中药资源名录确定　随着湿地
生态学等应用生态学实践的发展，一些具有陆生特

征的植物在水生态系统中得到应用和发展，使得水

生植物的范围也有所扩展。基于水生、耐盐药用生

物资源的生态学及生物学特点，为体现其应用特点，

采用了广义的水生植物概念，即包含湿生植物、挺

水植物、浮叶植物、漂浮植物、沉水植物［２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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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调查过程中对水生、耐盐中药资源种质基原的

确定，常参考 《中国湿地植被》［１６］ 《中国水生高等

植物图说》［２２］ 《中国水生维管束植物图谱》［２３］ 《中

国水生杂草》［２４］ 《中国水生植物》［２５］ 《中国淡水藻

类：系统、分类及生态》［２６］ 《中国盐生植物》［２７］

《中国盐生植物资源》［２８］ 《中华海洋本草》［２９］及地方

植物志、地方湖泊志等著作；水生、耐盐药用动物

资源参考 《中国动物志》《中华海洋本草》等著作，

作为该特殊类群分类和基原鉴定的重要依据。

３　对我国东部沿海区域水生、耐盐中药资源调查方
法技术的若干建议

３１补充更新现有国家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系统数据
库资料

　　现有国家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系统数据库（Ｖ２）是
以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为基础构

建而成，是将国家行政区划矢量信息、生态区地理

信息、中药资源分布信息、重点中药资源分布区等

加以标准化及空间化整合，可实现不同尺度、不同

空间下多源中药资源与环境数据的展布，较为便利

地展现中药资源普查成果的共享应用和专题数据信

息的提取和输出［３０］。在普查试点过程中发现，现有

系统中部分试点省区生态区地理信息与实际现状不

一致，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由于经济发展和大规

模城镇化建设，原先的野生植被区域缩减较为明显，

这就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数据库加以补充、更新。

尤其是这些省份拥有大面积的湖泊、河流、沼泽、

滩涂等湿地类型，是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的分

布区域，为获得水生、耐盐类重点调查药材的蕴藏

量信息，迫切需要在数据库中补充矢量数据，并在

实地踏查的基础上，加入到代表性区域进行提取

抽样。

在各省份获取的矢量数据其来源不同，可能要

对地形图、数字栅格地图、航片影像、卫星遥感影

像等不同来源数据进行整合，同时其坐标系、高程

基准等参数也会存在差异，数据库合并时，应充分

考虑其来源的差异并加以修正和统一，以实现后台

空间矢量数据的有机融合。

３２建立完善适宜于我国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
调查相关技术规范

　　目前尚处于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的试点阶段，
对不同试点区域在实践过程中反馈的具体问题应积

极予以解决，并逐步完善规范，以便为普查工作的

全面铺开奠定技术基础。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药资源

普查试点过程中，已有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反映

代表性样地不足、现有技术规范难以满足普查实际

需求等问题，因普查试点区域通常都是中药资源分

布相对较为丰富的地区，后续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全

面开始后，自然植被区域不足或变化显著的现象将

更为常见。因此，迫切需要国家普查办牵头或委托

有关单位组织技术专家进行研讨。

在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调查相关技术规范

讨论过程中，我国湖泊类型多样、性质各异，湿地

的生态类型也十分丰富，应考虑到不同生态环境下

药用生物资源分布的特殊性及开发利用价值。以东

部沿海普查试点地区为例，辽宁省山区湖泊的成湖

背景及湖泊特征与以江苏省为代表的东部平原湖泊

就存在较大差异，在水深、矿质含量、植被分布等

方面存在较大差异［１０］。另外，江苏沿海的泥质滩涂

与辽宁、山东、浙江等省的岩滩、砂滩，以及福建、

广东以红树林为代表的生物滩等在滩涂基质性质、

植被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３１］，在制定规范时应予以

充分考虑。同时，对现有数据库进行微调，以满足

水生、耐盐中药资源普查信息录入的需求；在普查

记录表中增加与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生长和分

布规律关系密切的生态因子，如：水分、盐度、水

体化学特征等，以及与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分

布与后续产业规划影响较大的相关水文资料［３２３３］。

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普查相关技术规范的完善，

可使其成为国家中药资源普查技术规范的必要补充，

并在适宜区域加以推广应用。

３３重视水生、耐盐药用生物种质资源保存及相关
研究工作

　　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是我国中药资源的
组成部分，其疗效独具特色，不可替代。同时，

因其分布的生态区域较为特殊，且分布区域相对

狭窄，容易受到自然气候及人为活动破坏，许多

珍贵的资源种质濒临丧失的危险状况，应设立专

门的保护场所，对普查过程中采集的种质资源加

以保存，为后续种质创新及相关基础性研究工作

提供珍贵原始材料。注重将中药资源普查成果服

务于地方经济。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富有区

域特色，如江苏地区的芡、莲等品种，具有重要

的综合开发价值［３４］。各地资源普查过程中，可结

·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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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科研人员前期研究基础，与地方经济发展规划

有机整合，协同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基地，实

现相关产业的延伸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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