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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要 车文概避珍贵植物药在 中国三大 自然区域分布的一般生志学特性．探讨 了地域性分布 

'

瘴z及 ．长7-’ ／ 
／ 1 地对药材质量

、疗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南方山势螋峭，气候韫 暖多交．植物药资源种类多于北方；北方 山 

体高大 ，山势平缓．气候寒冷、多干燥 t植物群落单一，~1iilI量多于南方 列表详述 30种典型中国珍贵植 

物药的地理分布 生态环境，及其资源分布 。本研究对 丁解中国珍贵 植物药 自然资源分布现状 ．维护其生 

态平衡 ，发展中药材生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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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generalized the ec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precious plant crude drugs 

distributed in three large natural climate regions and inquired into their‘distribution and effects 

on quality and curative effect of Chinese medicina1
．materials．The stnd y showes the veriety 

number of plant drug resources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 of China is more than that in the 

north，but the stock in the south is much 1ess than that in the north，because there isre manv 

mountains anti rivers in the south but the climate is warm and changeable，while the moun— 

tains in the north is tall and big，the climate is frigid and dry。and  the phytocommunity is 

more simpler．This paper studie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ecotope of 30 typical precious 

plant crude drugs，appllied figurs and tables to present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This study is of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to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precious plant crude drugs in China， protecting their ecological balance， devel— 

oping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med icinal materials． 

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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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 ，气候、自然生态环境复杂 ，植被类型繁多．天然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据 中 

药资源普查统计，我国的药用植物种类有 1]]46种(包括 9933种和 1 213种下单位)，约占全部中药资源种 

类 (12807种)的 87 。其中药用藻类、菌类 、地衣类低等植物有 459种 ．分属 91科．188属 }药甩苔藓类、 

蕨类、种子植物类高等植物t有]0687种，分属 292科，2121属“叫] 
、 

我国丰富的植物药资源为我国独特的中医药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研究珍贵植物的生态分布的 

地域性和地遭产区，对保护、开发和利用药用植物资源，确保物种的质量与药效的延续性具有重要的实际 

意义 a 

珍贵植物药的生态和产地研究．萌芽 于 20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 ．在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车 

草经 j中就有“人参生上党及远东山各 t“甘草生河西积炒山及山郡”．“黄连生蜀郡川答”，“菖 蒲生池泽” 

等记载。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了植物药地域性分布理论：“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南朝 ·陶弘 

景日)．“用药必依土地 ，所以诊治十愈八九{今知采药时节，至于生产土地，所以治病十不得五也 ，(唐 

· 孙思邈言)=。动植形生．因地舛性．⋯⋯离其本土 ，则质同而效异”(明 ·李 时珍云)。并由此揭示 了一 

个共同的客观规律，即植物药 的质量、疗效与其产地、生境息息相关 天时、地利是形成地道植物药材不可 

映少 的自然因素。现代研究亦证 明，地道植物药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优质品种 、生 态环境、物种资源和 

栽培条件影响药材品质 如珍贵植物药甘草(Glycyrrhiza ural~nsis Fischer)为钙硅土壤的指示植物，它的 

分布基本上限于北纬 40 的平行线两边 ，东起我国东北 、内蒙古 ，西至地中海裙 岸 ，我 国以 内蒙古 的杭锦 

旗、阿拉善旗等 地所产者为上乘。叉如 我国西北的土壤中含有软丰富的硒 ，从而使 富硒黄 芪(Astrag⋯t 

6rd 删 (Fiseh，)Bunge)成为西北地区地道植物药材 。再如天麻(Gastradia etata．Blume)产区贵卅I、 

四川的土壤中富含铷 、锰 ，使得高含量 的铷、锰成为优质天麻的中药特征。长期的药材生产实践证 明，通 

过人工恢复的方法可以改善植物生长的生态环境 ，培育出与野生植物药品质相当的优 良品种 我 国学者 

根据野生人参与栽培人参的差别在于野生人参细胞合成和积累了大量的有机锗化台物(Ge C⋯H O )、双 

乙基香芹酪酸锗倍半氧物，在栽培人参土壤中喷植 6种不同浓度的锗液，结果不但提高了人参的含锗 

量和抗病抗寒能力，而且植锗的 5个不同浓度的产量随施锗 量增加而提高m 

我国独特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是形成我国植物药资源种类繁多，蕴藏量丰富的主要因素．概括起 

来有以下3点：①东部季风区受太平洋季风影响．自北向南掏成了跨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 

的不同气候带和植物群落 。如在云南西双版纳、河 口等地以及广东南部 ，海南岛和台湾南部有热带雨林分 

布；海南岛、广东、福建及台湾沿海有红树林分布；针叶木本群落分布于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夏绿干燥草 

率群落在我国境内包括东北平原、黄土高原、内蒙古以及宁夏和甘肃 的中北部地区．连成一条连续而宽大 

的草原地带。夏季从海洋欢向太陆潮湿空气 ，使东部和西南部雨水充沛 {冬季西南部 受印度洋季风的影 

响，西北风盛行 ，大部分地区寒冷干燥。植物群落呈现多元化。@ 内陆、沿海地势西高东低 。根据离海远 

近和降水量的多少，气候区呈明显的分界：自东北山地到太行山东北部为半湿润气候区；青藏高原东南部 

和西部山地、平原为湿润气候区}内蒙古、甘肃西部、新疆、青悔部分地区为干旱气候区．分布有抄拐枣、锁 

阳、肉苁蓉 、柽柳等我国砂地荒漠的典型植物 。⑧ 山地丘陵面积广尢．山脉纵横．气候垂直变化显著．植 

被、土壤分异明显。如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脉北段多为河流切割的高 山峡谷．植物和土壤呈 明显的垂直 

分布带谱；东北平原不仅有森林草原黑土地带，而且有草甸草原黑钙土地带；大兴安岭山地南、北、中三 

部分土壤分异明显．北部为亮针叶林一棕色灰化土地带，中部为半湿润草原黑土地带和南部为干草原暗栗 

钙土地带。 

据文献考证 ，在古代车草中记载的约 205种地道药材 中，约半数以上为我国特产的珍贵植物药 它们 

嵌据各自的生态习性 ．择其适宜 的气候条件、土壤和植被类型，自然分 布或栽培于我国 3大 自然区域内， 

逐渐形成了中国地域特色的关药、北药、浙药、怀药、南药、川药、云药、贵药、广药、西药等地道药材产区=我 

国珍贵植物药生态分布与 自然 区划 ‘~ 有着相对的一致性 。 

1 东酆季风大区 

本区南端为南沙群 岛的曾母 暗沙，北至漠诃 附近黑龙江 主航道 ，南北跨纬度约 50。，占全 国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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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4 ；区域内大部分在海拔 500 m 以下，地势平坦 ，有广阔的堆积平原 。气候特点是湿润程度较高 ．特 

别 是东南部湿润程度更高 。由于夏季 东南季风影响形成雨热 阿季 ，非常有利于植物 药的生长发育 在湿 

涧条件下 ，天然植被 以森林为主 ，在热带为雨林 、季雨林 ·亚热带为常绿闹叶林和松杉针叶林 ；暖温带为 

落叶阔叶林；寒温带为落叶针叶林。区域内热量分布南北差异显著，植物药资谭呈纬向地带性分布，可分 

6个 自然地 区 

1．1 寒温带 区 

本带区占我国面积的极小部分．它位于大兴安岭北部黑龙江漠河附近 ，为明亮针叶林湿润地带。山 

地 气候寒冷 ，药用植物种类较步，但蕴藏量大 ，有开发潜力，如红景天 、龙胆、细叶杜香、越桔 、小檗、山杏、 

安百里香、草藏蓉等。 

1．2 中温带区 

本带区包括了东北 的大部分地区 ，分湿润、半干旱和干旱地带。 

1．2．1 中温带湿润地带 依植被类型分为 3个亚地带(见表 1)。 

表 1 东部季风区中温带湿润地带区划 

Table 1 The moist middle-temperale ZO~Le 0t"the mOiLqO0~l region in the east 

自然地带 Natural zone 类 型 Patte~ 

中温带针叶阔升程交林湿润地带 

中温带森林草原湿润地带 

中温带湿草原亚湿润地带 

三江平原、东北东部山地 

东北末部山前平原 

末北平原中部、太 安岭中部和三河 山前平原丘陵地带 

该带区内森林茂密，气候玲凉湿润，分布药用植物约1700种左右 多为耐寒、喜湿、喜肥、忌烈日的多 

年生种类 ，且珍贵、稀有种类 多，蕴藏量和产量较大 分布的珍贵植物药有人参、刺五加 、关黄柏、北五味 

子、辽细辛、北苍术、关苍术、关术通、平贝母、黄芩、赤芍、桔梗、刺人参、满山红等 

1．2．2 中温带半干旱地带 依植被类型分为 2个亚地带(见表 2)。 

表 2 东部季风大区中逼带半干旱地带区划 

． Table 2 The shne-ar'~middle-temoer~te zolle 0f the m 舯oⅡr嘈 札 in the east 

自然地带 Natural加耻 分布区域 Distribut,~[re ∞ 

中温带草原地带暗粟钙土亚地带 

中温带草原地带幔粟铸土亚地带 

东北平原西南部、大兴安岭南部、呼伦贝尔一多伦高平原丘陵和 

雁北问山盆地 

锡林郭勒中部一大青山北麓高平原 、前套一鄂尔多斯 东掷高平原 

1．3 暖温带 区 

本带区包括辽东、山东低山丘睦、华北平原、冀北山地和黄土高原 分湿润、亚湿润和半干旱地带(见表 

3) 

表 3 束部季风大区暖温带区划 

Table 3 The wRrm temperate zone of the IlDDSO011 region in the east 

自 然 地 带 Nature z．on~ 类 型 Pattern 

暖温带落叶闻叶林湿润地带 

暖温带半干性落叶闻叶林 

亚 湿 润地带 

暖温带草原半干旱地带 

辽东山地丘陵、腔末 山地丘 陵 

辽河下楫平原、冀北山地 、 

华北平原、鲁中山地和晋南关中盆地 

晋中陕北陇东高原丘陵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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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带区内气候特征是冬季较冷 ，夏季较长，水热条件比较好。区内平原广阔，农业生产潜力很大 。全 

区分布有药用植物 1700余种 华北地区药用植物多为耐干旱、喜阳光的品种 。珍贵的野生植物药有防风 、 

远志 、知母 、酸枣仁、马兜锋、祁州漏芦等；家种的珍贵植物药有地黄 、山药、牛膝 、北抄参 、菊花、金银花、紫 

蔸 、板蓝根等： 

地处亚湿润地 带的华北平原是全 国家种药材主要产区，以河北 省安 国县为倒，境 内种植药材 200多 

种 ，年产量达 2×10 ～5×10 kg以上 。冀北山地分布一些耐寒和耐旱的野生珍贵植物药 ，如术贼麻黄、草 

麻黄 、黄芪、防风、黄芩 、升麻 、知母、北苍术 、闯剂等 

地处半干旱地带的晋中陕北 陇东高原丘陵盆地的中药资源种类相对较少 ，但产量大 中药材家野兼 

有 ，大黄、连翘 、党参 、九节菖蒲 、麻黄 、甘草 、枸杞、银柴胡、瑞香狼毒、苦参、酸枣仁等是主要品种 

1．4 亚热带区 

本带区包括长江中下游流域，浙江全省 +福建大部分和两广北部。区内既有丘陵山地 ，又有平原和湖 

泊 、滩涂 华中亚热带 区，气候适宜，物产丰富，是一块宝地 药用资源种类繁多，其 中药用植物约 2400 

种 ，本区是我国湖泊密度最大的地区，分布大量水生、湿生药用植物 ，如菖蒲 、石菖蒲 、芦苇 、水烛、香蒲、黑 

三棱、菰、慈茹、各精草、半边莲、薄荷、鱼腥草等 湿生、水生栽培药材有泽泻、芡实，以及食药兼用的莲、 

菱 、荸荠等 依植被不同分 2个地带。 

1．4．1 凉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 阔叶林湿润地带 本带地 处江汉中下游盆地平原、大别山地和授中盆 

地 。分布了一些量大 、质优的植物药，如 明党参、土茯苓、益母草、葛根 、虎杖 、夏枯草、白花前胡、乌药、淡竹 

叶、女贞子、沙参、百部、瓜蒌、桔梗、白前、太子参、夏天无、马兜铃、射干、台欢、乌梅等。 

江南山地丘陵分布的植物药基本上为亚热带种类 ，并有少量野生和栽培的热带种类 。野 生植物药面 

广量大，栽培药材质优量多 如江苏的茅苍术、苏薄荷、太子参、明党参；浙江的渐八昧(浙贝母、麦冬、玄 

参 、白术、白芍、菊花、延胡索、温郁金){安徽 的 4大皖药(菊 花、白芍 、茯苓、牡丹皮)、霍山石斛 、宣城术瓜 

等 江西的枳壳、枳实、鸡血藤、荆芥、香薷等；福建的泽泻、厚朴；湖北的黄连、获苓、独活、厚朴等 

1 4．2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湿润地带 本地带植被多为中亚热带类型 ，依地理位置不 同分江南一南岭山 

地丘陵盆地亚热带区和西南山地亚热带区= 

1 4．2．1 江南一南岭山地丘陵盆地亚热带区 奉地带为江南山地丘陵，分布的珍贵植物药具有从中亚热 

带向南亚热带交汇过渡的显著特征。代表性种类有钩藤、红大戟、走马胎、蓖子三尖杉、金毛拘脊、巴戟天、 

广东升麻(华麻 花头)、五倍子 、山姜、零陵香 、槲蕨 、沙椤、广防己、金耳环、桃金娘、两面针、使君子、半枫荷 、 

马蓝 、罗汉果、薯莨、了哥王、铁包金、巴豆等 。 

1．4．2．2 西南山地亚热带区 本区包括大 巴山南坡、四JIl盆地丘陵、贵州高原山地和滇 中北高原 山地 。位 

于jI．、云、贵 3省及嵌西、甘肃南部地区。这一 区域地貌类型复杂 ，山地、丘陵、高原、平原 、盆地、河答交错 

分布 。区内跨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气候带 ，南部和北部热量差异较大 ，东部 、西部湿度不同。由于地 

形复杂，形成不少垂直气候带，植被也发生垂直变化 ，中药资源极其丰富。全区有中药资源种类 5000种 

以上 ，其中药用植物 4800种。西南 区是全 国药材的主要产 区，药材年产量占垒国 1／3 上 。地道药材产 

量 高，质量好 ，如“云药”中的三七、云术香、云当归等 ；“贵药”中的天麻、杜仲、石斛、吴茉萸等 ；“．1lI药 ’中 

的JIl芎、，Il黄连、川附子、JIl独活等品种均闻名国内外。 

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天然分界处，又是暖温带与热带植被的交壤地带和过援地带 ，药用植物兼有 

南北所长．所以秦岭和大巴山区素有“巴山药 专”之称。秦巴山区的植物药资源种类达 1400多种 。秦岭 主 

峰太 白山就有近 1060个品种 太白贝母、太 自米 、凤凰草、枇杷 、独叶草、祖师麻、黄瑞香、太白美花草 、手掌 

参、太自乌头 、太 自黄连、朱砂莲个是太 白山特有珍稀药用植物 。秦巴山区栽培植物药材约 1O0种 ，著名的 

有当归、天麻、杜仲、党参、独活、大黄、厚朴、红芪等。 

四jIl盆地土地肥沃，农区面积广阔，是种植业高度集中的区域 ，也是全 国著名的植物药材产区。栽培 

的珍贵植物药有川芎、麦冬、附子 、郁金 、泽泻、白芍 、白芷 、』Il明党、朴骨脂 、巴豆 、使君子、JIl楝子、石斛 、杜 

仲、厚朴 、黄柏、喜树 、棕桐 、枳壳、陈皮、佛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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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 高原 以高原、山地为主 ，属亚 热带一热带高原湿 润气候 ，立体垂 直变化显著 。有药用植 物资源 

4200种，珍贵的有三七、当归、黄连、木香、茯苓、天麻等 ；稀有的有珠子参、三尖杉 、冬虫夏草 、盒铁镇、雷公 

藤、川贝母、重楼等 

1．5 暖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湿润地带 

本带位于台湾北部 山地 ，台湾 中北部平原 ，闽、粤、桂丘陵平原和文 山一保山山地丘陵 。本地带气候温 

暖，雨量充沛 植物 以桃金娘科 、樟科、龙脑香料、肉豆蔻科、棕橱科植物为多。 

1．6 热带 区 

本区位于我国的最南部，是世界热带的最北界 。植物区系成为以马来西亚成分为主亦有少量中国、日 

本成分分布 。依植被型的不同可分为热带雨林 、季雨林湿润地带和热带赤道雨林湿润地带 

获国的热带雨林、季雨林湿润地带分布在台南一高雄平原．粤南平原，滇南问山盆地t末沙、西沙、中抄 

诸岛和海南北部 ；热带赤道雨林湿润地带分 布于南沙群岛 我 国的热带雨林属于印度一马来雨林系统，以 

云南西双版纳、河口荨地最为典型 

本带区属华南热带 区。这一带 区长夏无冬 ，植物药资源以热带种类为主 著名的有阳春砂、白豆蔻、 

草果、草豆蔻、肉桂、儿茶、马钱子、丁香 、广藿香、荜茇 、胡搬 、石斛、八角茴香 、苏木 、诃子、余甘子 、鸦胆子等 

品种 。此外，尚种植有木蝴蝶、高良姜、化_州橘红 、新会陈皮 、巴戟天、云木香 、葛根 、德庆何首乌等地道植物 

药 

海南岛是全国著名的“南药”产区，分布着约 2500种药用植物。槟榔、益智是其中最典型的珍贵植物 

药品种 。台湾约有药用植物 1000种 ，珍稀品种有台湾马兜铃、散血草、龙葵、钉地螟蚣、成丰草、天芥菜 、左 

手香 、八角莲、菊 花木等。西双版纳是全国第二个南药产区，植物药资源 丰富。并引种 i00多种热带植物 

药 ，如 儿茶、瓜哇白豆蔻、云南萝美术、瓜哇白豆蔻、擅香 、苏木、美登术、毒毛旋花子、羊角拗 、金鸡纳以及胖 

大海、番泻叶、广藿香 、吐根、非洲血竭、印度萝美术 、印度马 钱、古柯等国外品种。 

2 蒙新高原大医 

本 区位于我国西北部，占全 国总面积的 35．2 ，境 内有几条高大山系及其分割成的盆地和高原。地 

处中温带和暖温带 ．热量情况较好 ，由于远离海洋，具大陆内部特缸 ，常与大陆干旱中 t-相联 系，其地带 

谱具有荒漠一草原特征。自东 向西 ，由半干旱草原区进入干旱荒漠草原区以至极端干旱荒漠区，地带特点 

以经 向地带性为主 。在行政区划上包括新疆 、宁夏和 内蒙古 s个 自治区的全部 ，以及甘肃、青海、陕西、山 

西、河北等省的部分地 区。本 区植物药资源较为丰富 ，仅新疆就分布有药用植物 2014种 ，具有资源种群 

大 ，品种较单一的特征 。如甘草 (Glycyrrhiza urale~sis Fischer)蕴藏量占全 国的 go 以上 t麻黄的蕴藏量 

占全 国的 8O 以上。本区内真旱生灌木、半灌木荒漠分布的耐干旱植物 ．叶片缩小．或成细剌 ，或变为肉 

质茎积蓄水分，镇阳、肉苁蓉即是沙漠旱生珍贵植物药之代表。依热量和水分条件分蒙新中温带干旱地带 

和暖温带荒漠干旱地带。 

2．1 蒙新中温带干旱地带 依植被类型分为 2个亚地带(见表 4)。 

表 4 荣新高原大区中温带干旱地带区划 

Table 4 The middle-temperate zoⅡe of the plateau reg n in Mengolh·XinJ~  

自然地带 Natural za2rlle 类 型 Distrlbut~on and pattern 

中温带半荒漠 

干 旱地带 

中温带黄漠 

干 旱地带 

位于乌兰察布西北部．阴山狼山北坡高平原丘瞳、 

河套一鄂尔多斯西部高平原、兰州一河西东部平原丘馥、阿尔泰山地、额尔齐斯河． 

准噶尔北部平原丘瞳、塔城盆地和伊犁盆地 

阿拉善．颤济纳高平原、马鬃山一诺明戈壁、 

准噶尔盆地南部祁天山北坡及山前平原 

本地带为旱生的多年生植物组 成的草原 ：有药用植物约 1200种 。 喜阳光、耐旱、耐寒的种类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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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根系发达的中旱生植物。珍稀植物药有甘草、麻黄、防风、黄芪 、柴 胡、赤芍、北苍术 、玉竹 、黄精 、辽藁 

本 、黄芩、郁金 、款冬花、银柴胡 、远志 、知母等 ．均属于干草原的代表性种类 

2．2 暖温带荒漠干旱地带 

本地带位于东疆 间山盆地，天山南坡及山麓平原和塔里术盘地：包括 内蒙古高原西部 ，河西走廊和 

新疆 。本地带深处内陆腹地 ，是我 国气候极端干旱 、荒漠土壤 集中分布的地 区，多旱生型种类。本 区分布 

药用植物约 1200种．珍稀品种有甘草、麻黄、枸杞子、肉苁蓉、新疆软紫草、银柴胡、锁阳、秦艽、雪莲花、龙 

胆 、列当等 

3 青蘸高原大区 

本区占全国总面积的 20 。自第三圮末期以来 ，青藏高原不断隆起 ，形成海拔 4000 m 上的高原和 

高大 山系，有“世界屋脊”之称 区内气候高寒，温度过低限制了水分的作用 ，高原寒玲、干燥 ，自然条件 

严酷 本区内的西藏自治区有药用植物 1460种，青藏高原植物药资源多为耐寒、耐旱的高原特有种类。珍 

贵的野生植物药材约 50种 ，如川 贝母、冬虫夏草 、胡黄连 、大黄、天麻、黄连、秦艽、龙胆、羌活、雪莲花、珠子 

参、甘松、甘西属尾、岩白菜等。本 区傲植被、地貌 气候的差异分青 藏东南部区、青藏中部区和青藏西北部 

区。 

3．1 青藏东南部 区 

本区内有青藏高原常绿阉叶林和青藏高原针叶林与草甸 2个湿润地带和 1十青藏高原草甸亚湿润地 

带。前二者分别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和横断山脉北部。后者位于阿坝一玉树一黑河区。本 区多为河流切 

割的高山峡答，植物和土壤的垂直分布带谱十分明显。植被类型多样，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以阿坝藏族自 

治州为倒t有药用植物 1232种 ．其 中地道珍贵植物药有黄连 、天麻、羌活、金铁锁 、岩 白菜、山岭麻黄、雪灵 

芝、JIl黄芩、珠子七 蒙自藜芦、独一味、川藏抄参、红毛五加、JIl赤芍、鸡蛋参、佛手参、独蒜兰、鹿含草、滇紫 

草、多种红景天 、马先蒿、石斛 、雪茶等 

3．2 青藏中部区 

本区分布有青藏高原草甸、草原、森林半干旱地带 ，青藏高原高寒草原 半干旱地带和青藏高原草甸、草 

原半干旱地带。包括了祁连山东部一黄河上辨 区，念青唐古拉山地，雅鲁藏部江区和羌塘高原 。本区特征 

是草原面积大，资源丰富，还分布有大面积原始森林。草甸和灌木丛繁茂，植被覆盖较大 固此．植物药 

资源种类较多，蕴藏量也大。本 区有植物药资源 600多种 ，其 中野生种类 有 300多种 ，珍稀的有冬虫夏 

草、川贝母 、黄芪、秦艽 、赤芍、龙胆、大黄 、甘西 鼠尾、党参等 

3．3 青藏西北部 区 

本区为青藏高原荒漠 、半荒漠干旱地带。包括祁连 山西部一哈梅尔山区 ，柴达术盆地和昆仑一阿尔盒山 

地。本区平均海拔 4000~5000 ITI，气候极为寒冷干旱，冬春多大风 ，土壤瘠薄 植被类型为高寒荒摸。本 

区分布植物药约 150多种 ，珍稀的有膜荚麻黄、山岭麻黄 、高 山唐松草、瑞香狼毒、水母雪莲花、异叶青兰、 

火缄草、二裂委 陵菜、青海刺参、珠 芽蓼、小叶棘豆、马勃、马尿泡 、 及大黄届、龙胆属 、虎耳草属、报春 花 

属、红景天属多种药用植物 

综上所述 ，我国珍贵植物药 的分布与 自然生态、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从地理分布 

上看 ，无论是种类 ，还是蕴藏量，高原山地多于丘陵岗地，丘陵岗地又多于平原 南方名山大川，山势峻 

峭，气候温和多变 ，植物药资源种类多于北方 ，而资源数量鞍少 =北方山体高大 ，山势平缓 ，气候寒冷、多 

干燥，植物群落单一，种类少于南方，而蕴藏量较多。植物药资源自东北向西南，品种数逐渐增多。如东 

北 、华北 各省区约在 1500种左右，西南各省区约在 3000~5000种左右 ；植物药资源蕴藏量以北方的新 

疆 、黑龙江 、内蒙古等省区为最大 ，其 中常用野 生植物药蕴藏量均在 10。 “上，占全 国的 1／3。地处东南 

沿海的江苏 、江西、山东、河北南部 、广东、广西植物药资源蕴藏量则相对较少 = 

就生态分布而言，大 安岭、小兴戋岭、长白山、中条山、大别山、伏牛山、神农架、大巴山、秦岭、天山、 

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南岭山地野生植物药资源丰富。我国 400 mm等雨线和干湿分界线的东部、东南部 

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 ，珠江流域 ，四JIf盆地、杭嘉期乎原，长 白山区为家生药材主产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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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珍贵植物药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 保持和发挥中医药传统优势的中药的生物工程 为了加强 

对野生珍贵植物药的保护、利用和更新，满足社 会医疗卫生保健的需要，现将 30种典强中国珍贵植物药 

的资源及地理生态分布汇编成表(见表 5)，供植枕 药生态研究作参考 。 

表 5 30种中国玲A 植物药地理生态分布 

Table s The g帅graphic蜘 ec0logh l distrlbat~Mn 0f 30 preclo~ 蜘 r晰 pl̂Ⅱt drug~in chhn 

檀袖药名 

Name uf plant drugs 

地理分布和主产地 生 态 环 境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rm main thabitats Ecotope 

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苗 

C~dvceps en曲 

(Berk．)S c 

的子座和虫体 

耋生于律水良好的高郭 山区、草原、河答， 

草丛中·其拌生的植}盘群种主要为蝙蝠蛾 

分布于四川、青{卑、西 藏、甘肃、云南等省 呸， 尾幼虫喜食的蓼科戡 物璩芽蓼及莎草科蒿 

海拔 3000～5000 m 的高 山峡备中上段及 草属、禾车科、毛蓖 科 、龙胆科等高 山草甸 

藏高原二台地区的山原地带。 植物-分布区的 气候特点是气温低 ．昼夜 

我国传统出口药材 ． 温 差尤，无姥对 无霜期 ，冻土时间长 ．日雕 

足，紫外线 点 土壤质松．粗糙，富音硅、 

铝、铁m ． 

分布于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湖北、胡 茯苓苗 随喜生在砂质土壤、气候凉爽、千 

⋯

wok[~

一  · 

中国特产 为中生代白垩纪时期孑遗的珍贵 

树剥!．栽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南至广州，北 

至辽宁，隶起江、浙，西遮陕、甘，西南到四 

JIl、云南、贵州等省区 其中 江苏豢兴栽植 

白果 的面积最大，数量最多 野生极少，仅见于浙 

银 杳Gi~go L_的果 江天 日山一带 药材主产于广西兴安、临挂， 

实、叶 四JIl温江、涪陵、乐山、南JIl，河南信阳、南阳、 

许 昌．山南泰安、临沂、莱芜、郏城，湖北黄岗、 

孝感，辽宁盖平、庄河、风城。习惯以广西产品 

为佳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麻 黄 

． 草麻黄 

Ephedra si*dca St印f 

b．中席黄 

E ／mermed-'~ 

Schr~ k etC．A．M ey 

c．木眺麻黄 

E．q Bunge 

的草质茎 

分布区在北纬 35～49。之间。草麻黄分布于 

吉林，辽宁、河北 、河南 、山西、内蒙古、陕西、 

宁夏 、甘肃、新疆等省区 主产于河北、山西 、 

新疆、内蒙古 ，中麻黄分布于吉林、辽宁、 可 

北、山东，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 

{薛、新疆等省 区。主产于甘肃 ，青海、内蒙 占、 

航班 生于海拔lO6 下的低山带 本碱 

席黄分布于河北、山西、内蒙 古，胰西 、宁夏、 

甘肃、青海、新疆 、四川等宥区 生产于河北 、 

山西、甘肃、陕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 洼  

于海拔 1500m的中山带 

生于海拔 5Uo～1000 131酸性黄壤．排水良 

好地 带的夭然林中，为喜光村种 宜温暖向 

阳环 境，适 于探厚肥沃，疏松而排水 良好 

} 砂 质壤土栽种llc]。 

麻黄适应性根强．喜生于干旱或半干旱沙 

质土壤 ，阳光充足的草原和半荒漠地区。在 

内蒙古东部科尔沁草原可形成延绵几十公 

里的大面积群落 依分布地区的土壤及气 

候条件的不葡 ，麻黄 的群落组成分下列 3 

种 一1．麻黄-油蒿群落：在内蒙古鄂尔多斯 

高原西南部的残层爱沙的棕钙土上 2 冷 

蒿+百里香+槽隐于草群落：在内蒙古辽 

西蟹 土丘陵上 3．针茅+{勾叶羊茅草群 

落 ．在新疆天 山北坡和雇噶尔西部山地的 

姨粟钙土上，地表多碎石l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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蓑R．tangu量雾 增咭⋯ 未 ： ： 匾 一 ⋯ 潲船 ’西藏 口 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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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景天 

库 叶红景天 

⋯ A B 月 

J再多种植物的根 

主要分布在东北 华北、西北及西南等省区t 

海拔 1500~4000m的高山区 西北和西南 

地区种类较多 ，蕴藏量较大 据统计，西藏产 

33种，云南产28种，四川产26种，新疆产 l3 

种 库叶红 景天 主要分布于吉林省长白山 

1800~2300 m 的岳桦林带厦高山冻原带、抚 

橙安图、长白县，黑龙江省海林、尚志、和宁安 

县，内蒙古呼伦皿尔盟布特暗旗 。 

生 长地土壤多为山地苔原土及 生草森林 

土 ，上层较浅，砂石较多 ．pH5～6，年平均 

气温一5～2℃，年降水量 800～1200 mm， 

终年积雪根厚 ，无霜期 70～100 d 伴生植 

物主要为各种苔藓类、地表类的矮小草本 

植物，少数为木本植物白山粤粟、牛皮杜鹃 

等 [1l】2l。 

甘草 分 

⋯

=  

、 淼 
uro／ ~ Fise

⋯

h． 

． ， 

拼

3 6~ 48

宁夏： 、 墨  。～
是龙扛西曼 内 古 ：!兰 ； 碱 ； 

．甘 ～  兰 _拉 西]c 望 罴 ～
。

篓兰篓篓 蓉燕 的根厦根茎 尤 内蒙古杭锦旗、鄂托克前旗所产药材质 ： ： ： 量
苎好t甘 酸 竺高 。2： 北按嫩草原砂岗地和草甸地的 

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 甘草群落
。 3．新疆 天山北麓平 原、玛纳斯 

． ． ． ． ． 膜荚黄芪主要分布于黑龙江、青韩、辽宁、内 

． ． ：． 蒙古、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 

6协  海、新疆，四川及云 等省! 商品主 ! 喜L上LT_长在向I阳垃地上．开闫稀疏的灌木 “̂rd 删 【删P 晋 仨仕 阳坡 —Lt丌罔怖目 l 嘴小 
(F B"lsch．)tJge． 于黑龙江、青林1内蒙古1甘肃和宁苎 妻 林中及{句边及林间草地上 多为散生．在 

⋯  

分 

。 删  产区在山西浑源、繁峙应县、代县、广灵 ，黑龙 1巾征 f阀”f琨卫 午u糖凸甲 

：。 廿g e’ 啪。江宁安、依兰，内蒙古武川、卓资等地 
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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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柏 

黄 皮 树 m 

吐 抑抛 sch呻 ．的树皮。 

药材商品称。【Il黄柏 。h， 

黄檗 尸．由彻r棚卵Rupr．的 

树皮。药材商 品称 关黄 

柏 

苎 ： 登竺为 性树种。在海拔60㈣ 的天然 篓
、

兰曼 华 竺 以 阔 好。适生长 ； 苎竺 竺 ； ： 

荨曹·艏拍主产干吉林’ 至 
辽宁等省· 二 。。。 。。。 。’。‘。。。。 
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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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苁蓉 

C／mmch~de 陂  

Y．C．M山的肉质茎 

分布于北纬 36～37 范 日内的乌兰布和沙 

漠、庸格里抄漠，巴丹吉抄漠、河西走廊抄地、 

培克拉玛干抄漠和古 尔班通古特睁漠。东西 

横跨内蒙古 陕西、甘肃、宁夏、及新疆等 5省 

区。其中内蒙古的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和新 

疆的和田、喀什和克孜勒苏为商品内苁蓉的 

主产 区 

国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 

为生长 在荒漠草原带和荒漠区的寄 生植 

物．多生 于抄 丘或 洪 积 扇 冲地 的 琐琐 

(Holaxylon ammadendron)荒漠中。其生长 

环境，气候楹端干旱，日照强烈，年 降水量 

少于 250mm，拎热变化剧烈 ．风太沙多， 

土壤发育不良，土层薄、质地粗砾而缺乏有 

机质 群落分癌木和草本 2层 ．灌木层的建 

群种为寄生植物琐琐 ，草本层有抄竹、抄米 

等[ ： 

分布于黑龙江 、吉林 、辽宁、河南、山西、内蒙 

⋯  古、甘肃、青海、四J rl西部等地区 西党主产于 
党参 c onops lglosuta 甘肃文县

、岷县、舟曲、武都、临潭、四川南坪、 生于山林灌术丛中及林缘，喜温和凉爽气 
(F㈣ h·)N— f的根 平武

、松潘、若 尔盖，陕 西汉中、安康、商雒等 候，较耐寒．根部在土壤中越冬．喜生于地 

地 。东党主产于黑龙江五常、尚志、宾县，吉林 势平坦、土层睬厚、排水 良好，土质疏橙音 

廷边州、通化 ，辽宁风城、宽甸等地。路党主产 腐殖质丰富的砂质壤土 申【州。 

于山西平顺、长治、壶关、晋城、黎城厦河南新 

多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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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喑紫见母分布手四川若尔盖高原植被 区，川 暗紫贝母生于海拔 3ZO0~4500 m的草地 

紫 。 曩 
? ■， ： ：于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和西藏南部至东莉 280o～44oo|n的灌木丛中或草地上。梭 

：’曲 。 n h 甘肃曲、岷县，青海东 和南部，四川甘孜、炉霍的岩石缝隙中。野生暗紫见母在绣线菊 

： ⋯  扎 

一 ： 船 南 浙江宁波 ： 喜温和气候和湿润环境．适生于光照充足、 

z1 5 23

(Lout C Chert 嚣 剑叶龙血树 主要分布在北纬 ～ 范围内的云南： ： ： 三 D『 m口 c 埘̂ 南部的勐连、抢源、勐睹、景菩等县，广西南 “ 二 ’ 。 ．) ． 的根和部的龙州、宁明、大新等县。广西多生于海拔= =，I二 ： 。 茎本部中的树瞻 2。0
～40om云南多生于海拔900～l2o0 m =：： 。_： 一，二 二 ：三 

(注：国产血竭) 二l二 ： 二二 ：． ： ：：．二 

elata BL f,gla~ca S．

／／,vAda 釜 瑟瑟 黄 卧黄河厦长 域堵省舾甫至刺 分地 i 荔 f
．  i h。 红天麻 区·绿天麻分布于西南厦东北诸省，常与鸟天 越南： 。。‘ 。 。 
G BL elnta绿天麻 麻或红天麻混生 多生于海拔 6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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