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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及环境保护策略

韩建萍)!!!张文生)!!!孟繁蕴)!!!李喜悦)!!!王永炎)!!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资源药物与中药资源研究所!北京!)++B"A#!&中药资源保护与开发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B"A$

摘!要!内蒙古草原土地沙化日趋严重!种植农作物产量低!经济效益低!乱垦乱挖及不合理的耕 作 方 式

加剧了草场的退化%规范化种植药用植物!由于冬季覆盖地表!有效阻止了风沙流动!对于恢 复 干 旱 半 干

旱荒漠地区生态平衡!防止土壤荒漠 化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干 旱 的 环 境 条 件 下 有 利 于 植 物 次 生 代 谢 物 的 累 积!

有利于品质的提高!经济效益可观%该 文 阐 述 了 药 用 植 物 资 源 的 分 布 现 状 及 其 在 干 旱 荒 漠 区 的 生 态 作 用!

旨在为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调整及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内蒙古!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开发!环境保护

收稿日期&!++A*+B*)+!韩建萍为博士生!张文生为副教授!孟繁蕴为讲师!李喜悦为硕士研究生!王永炎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 内蒙古科技厅项目 "!++)$&(内蒙古药用资源开发与中蒙药产业发展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土地沙化日趋严重!退耕还林还草’保护草原’阻止沙化!已成当今的首要任务%内蒙

古的药用植物资源丰富!但是破坏较为严重!没有实现可持续利用!更为严重的是无节制的乱采乱挖造成

土地沙化!沙尘暴频繁暴发!环境恶化较为严重%特别是进入!+世纪B+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转暖和

干旱化’沙化发展越来越强烈!土地沙漠化的速度逐年增加!沙尘暴也愈来愈频繁%据统计!从)CA!!
)CC,年我国西北地区共计发生大的沙尘暴,+余次!其中!+世纪A+年代A次!,+年代B次!"+年代)@
次!B+年代)-次!C+年代!@次!仅!+++年京津地区出现沙尘暴及大的浮尘天气)!次!!++)年)!A月

间达)B次!沙尘暴的频繁出现给沙区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
另外!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我国加入 _[X后!内蒙古的医药产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药

材的供求矛盾’有限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该文分析了自治区的自然气候条件及草

原退化的原因!强调了种植药用植物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期望为该区的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

环境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内蒙古药用植物资源及生态效益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药用植物资源丰富!分布于该区的药用植物有沙棘’小茴香’芫荽’文冠木’杜松’麻

黄’枸杞’甘草’黄芪’防风’圆枝卷柏’问荆’华北大黄’王不 留 行’土 三 七’内 蒙 黄 芪’白 鲜’柴

胡’远志’角蒿’华北蓝盆花’党参’艾蒿’牛蒡’知母’黄精’玉竹’肉苁蓉等%,内蒙古植物药志-*!+

记载!在!"B)种高等植物中!有))CB种可供开发利用的药用植物!其中草本植物占B+D以上%以麻黄

产量最大!位居首位!占全区总产量的A"&,D#其次是黄芪!位居第二!占B&+D#桔梗占+&"D#防风

占+&@D#其它占!"&CD%从蕴藏量来看!主要地产植物药材)-+多种!总蕴藏量约为)!亿F:%其中蕴

藏量在)亿F:以上的有甘草’麻黄’苦豆根’苍术等-种#)+++万!)亿F:的有赤芍’黄芩’狼毒等

)A种#)++万!)+++万F:的有黄芪’桔梗’防风等@+多种#)+万!)++万F:的有枸杞’肉苁蓉’银柴

胡等@"种#)+万以 下 的 有 枣 仁’罗 布 麻 等-A种%从 种 类 上 看!内 蒙 古 重 点 药 材 种 类 占 全 国@!!种 的

@+D%从销售来看!以)CB-年为例!出口))+万F:!出区)!!!万F:!开发利用药材)@+种左右!其中

甘草’麻黄’肉苁蓉’黄芪’防风’黄芩等主要地道药材产量均居全国前几位%甘草’党参’枸 杞’黄

芩’桔梗’肉苁蓉’黄芪’远志’防风等!+多个品种多年出口量达)!+万!@++万F:%
#一$甘草

 



甘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耐寒"耐旱"喜光!能在G@+!G-+f的低温及夏季酷热的荒漠"半荒漠地

带生长#甘草地下根状茎繁殖力强!再生能力旺盛!以其深长根系和纵横网状的地下强大根状茎适应干旱

环境#生长在沙化环境的甘草植株随沙层覆盖度的增加!可形成@!-层根状茎层!是重要的沙生药用植

物资源#具有防风"固沙固土的作用!是干旱半干旱荒漠地区优良生态先锋植物$@%#
野生甘草资源基本分布在牧区干旱荒漠草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大量采挖对草场破坏十分严重!每

年造成十几万公顷草场沙化!给畜牧业生产带来一定危害!药牧矛盾突出#长期以来甘草只挖不养!过度

放牧!超量采挖!这种掠夺甘草资源而恶性循环的方式!使野生甘草资源不堪重负#甘草产区水土流失严

重!侵蚀模数为-+++<&7&FE!!属强侵蚀区#由于甘草的根和须生长在)E以下的土层中!挖取时须深翻

土地!挖取后每公顷土地上留下数千个大坑!导致地面其它植物也随之被破坏!土壤肥力下降!水土流失

加剧!直接影响到甘草的生长发育#我国甘草蕴藏量建国初期约为!++万!!A+万<!目前已下降到A+万

!"+万<$-%#
!二"麻黄

麻黄的天然分布仅限于我国北方和印度"蒙古的一些干旱"半干旱地区#麻黄属于荒漠旱生灌木植

物!是冬春草场上的中等牧草!也是传统的中草药#麻黄具有较高的药用"饲用等经济和社会价值$A%#麻

黄是一种适应性较强的植物!在平原荒漠中生长的麻黄!土壤条件相当恶劣!除了砾石质外就是细沙和石

膏!有机质含量不超过)D#大多数植物在这种环境中无法生长!而麻黄由于组织结构的特殊性!非常适

于在干旱"风沙的气候条件下生长#麻黄资源在风沙干旱区沙丘沙地草场生态系统和水土流失区生态系统

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自然条件下!麻黄种子很难萌发#植株一旦成活!生命力极强!地上部分可连续多年

进行开发利用#但一旦植被连同根部遭到破坏!是很难恢复的#每年因采收麻黄而遭破坏的草场面积达@
!++/E!#由于多年来人们对麻黄的滥采乱挖!野生麻黄的分布面积缩减!质量急剧下降!处于枯竭的危

境#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CB@年拥有麻黄-+万/E!!麻黄蕴藏量C!)!万F:!而)CC"年蕴藏量为A"A+
万F:!减少@"&,D’从收 购 量 来 看!)CB+年 收 购 麻 黄)+++万F:!而)CCC年 只 有A++万F:!减 少

A+D#由于不合理开发利用!影响了麻黄的生长发育!使麻黄逐渐退化!表现出植株低矮!枝条细弱!生

活力差!不能开花结实或结实率降低#麻黄现已被列入第二批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和 (中国农

业部门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
!三"肉苁蓉

肉苁蓉在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分布于阿拉善盟和巴彦淖尔盟北部等地#肉苁蓉属专性避旱多年生寄生草

本植物!寄生于梭梭的根上!肉苁蓉生长在条件恶劣的荒漠中!生产周期长!繁殖能力弱!野生资源稀

少#长期以来!自然和人为过度放牧!不合理采挖!不但造成沙漠"荒漠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也使

得肉苁蓉及其寄主梭梭处于濒 危 境 地!现 为 国 家 二 级 保 护 植 物!被 列 入 (中 国 植 物 红 皮 书)!并 被 收 入

(国家野生植物保护名录)$,%#其寄主梭梭是荒漠地区骆驼的主要饲料!近年来由于人为不合理利用和掠夺

式挖掘肉苁蓉!梭梭正常的生理活动受到威胁!退化残废现象十分严重#阿拉善盟梭梭林建国初期有))@
万/E!!现在仅存@B&"万/E!$"%#

上述由于乱采乱挖药材引起的土地沙化的事实!充分体现了药用植物在防风固沙"水土保持上的生态

效益#这几年北方地区的沙尘暴频繁!与甘草"麻黄和肉苁蓉等野生资源的破坏造成生态坏境恶化具有直

接关系#

!!二#内蒙古种植药用植物经济效益分析

种植甘草"麻黄等药用植物属多年生草本!由于冬季覆盖地表!不仅具有防风固沙和改善小气候的功

能!而且对沙地土壤水热条件的改变"沙地土壤的微生物活动都产生有益的影响!从而提高土壤肥力#另

外!种植药用植物具有保护性耕作的优点!种植农作物连年的翻耕土地造成土地沙化严重!种植多年生药

用植物几年翻耕土地一次或无需翻耕!对药用植物施行保护性耕作!使之处于半野生状态!有利于有效成

分的累积!有利于优质药材的生产#研究表明!植物的次生代谢是植物在长期进化中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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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次生代谢产物在植物提高自身保护和生存竞争能力"协调与环境关系上充当重要的角色!其产生和变

化与环境有着强的相关性和对应性#BGC$%当今!药用植物栽培的热点是施行逆境栽培!一些药用植物在恶

劣的野生或半野生环境下!没有连作现象!而长期栽培后连作现象严重%究其原因是栽培环境下!一些植

物间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形成的相生相克关系被打破!从而破坏了药用植物的原生境%要解决这一问题就

要通过各种措施恢复因连作而受到破坏的土壤微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根本上解决连作病害问题#)+$%另外!
多数野生药材的品质优于家种药材的品质!如甘草等#))$%

种植药用植物经济效益平均比农田种粮高!&+!@&A倍%试验结果表明!采用规范化栽培技术在有灌

溉条件的灌淤土!@年生甘草鲜根产量可达)&)"万!)&A万F:&/E!!商品根占,BD以上!产值-&A万元

&/E!!-年生产值可达,&@万元&/E!以上%在风沙土种植@年生鲜根产量达+&C万!)&!万F:&/E!!商

品根占"+D以上!产值@&,万元&/E! 以上!-年生甘草比@年生甘草效益更好%甘草的地上部分粗蛋白"
粗脂肪含量高!粗纤维含量较低!饲喂效果与紫花苜蓿相似!产出报酬高于紫花苜蓿!为一种优良的豆科

牧草!具有其它牧草所不具有的双重功效%甘草粗蛋白含量可达)-D#)!$%诸如甘草类的豆科植物多为优

良牧草和饲料草种!比其它常见的禾本科牧草含有较高的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不但可以作为鲜饲料用!
亦可以加工成粉料%大多豆科作物生长迅速!枝叶茂密!可以迅速形成被覆!铺盖裸露地表!遮挡降雨!
避免雨滴直接落击地表#)@$%麻黄种植基地建成后%)+年内可收割麻黄草)+&A万F:&/E! 以上!年均可提

供)&A万F:&/E! 麻黄原料!缓解了制药企业原料严重不足的困难%综合经济效益非常可观!种植)/E!

麻黄可带来综合经济效益在!&!A万元以上#)-$%

!!三!内蒙古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开发与规范化基地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药用资源丰富!且地道药材品种多!目前药材生产和基地建设的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还

很低!与国际市场和中药现代化的要求相差甚远!大量药用资源尚待开发利用!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甘草

B+D来自于野生!!+D来源于栽培%野生药源越来越少!许多家种药材种植技术多靠传统经验!生产技术

落后!影响药材质量和生产发展%另外!内蒙古许多地道药材!生长慢!人工大面积采挖后很难在短期内

恢复!需要对地道药材深入研究!为生产 ’安全"有效"可控"稳定(的药材!建立规范化种植基地%在

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优质药材生产和示范基地!’十一五(期间选定)+!)A个品种建设一批以优质地道药材

品种为骨干的生产示范基地!在伊盟建立甘草种植基地!在呼市建立麻黄种植基地!在包头建立黄芪种植

基地!在阿拉善盟建立肉苁蓉种植基地!使药用植物资源得到可持续的开发和利用!这将为自治区创造更

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A$%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 )中医药事业 ’十五(计划*中指出!要 ’加强重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重

点开展中药材规范化"产业化种植研究!积极支持濒危药材的繁育研究和珍稀药材的替代品研究!开展中

药材野生变家种家养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重视中药材种植资源的保护!加强生态效益显著的中药材研究与

技术推广!发挥中草药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为此加大了对中草药的管理力度!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制定了 )甘草和麻黄草采集管理办法*#),$!国家经贸委制定和发布了 )关于保护甘

草麻黄草药用资源!组织实施专营和许可证制度的通知*!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 )甘草麻黄草专营和许可

证管理办法*#)"$%有效地阻止了对野生资源的乱采乱挖%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哲里木盟"奈曼旗"伊克

昭盟"杭锦旗和鄂托克等地对甘草资源进行围栏护育!有效地保护了甘草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应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机遇!实施医药工业产业化"现代化!以市场为导

向!以产品为龙头!加快体制"技术"管理创新步伐!大力发展中草药的生产!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

术提升传统中草药的产业水平!加快发展规范化种植基地!逐步使医药工业发展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支柱

产业!是内蒙古自治区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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