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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色季拉山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

资源优先保护序列研究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基金项目］　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西藏自治区中（藏）药资源普查项目（２０１２０７１６－５４０００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０８６００２６）
　［作者简介］　费文群（１９９２－），女，四川泸州人，在读本科生，主要从事药用植物资源研究。Ｅ－ｍａｉｌ：ｆｅｉｗｅｎｑｕｎ＠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　罗　建（１９７３－），男，重庆人，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植物分类和植物生态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ｕｏｊｉａｎ－ｓｈ＠ｓｏｈｕ．ｃｏｍ

兰小中（１９７３－），男，四川大竹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药用植物资源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ａｎｘ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费文群１，饶　月１，罗　建１，兰小中１，２

（１西藏农牧学院 西藏农牧特色资源研发协同创新中心，西藏 林芝８６００００；

２西藏农牧学院－西南大学药用植物联合研发中心，西藏 林芝８６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调查西藏色季拉山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并对其进行保护等级划分，确定其优先保护序

列，为色季拉山野生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及开发利用提供依据。【方法】在色季拉山设置样方６３套，每套样

方 中设１个１０ｍ×１０ｍ的乔木样方、１个５ｍ×５ｍ的灌木藤本样方和４个２ｍ×２ｍ的草本样方，调查记录其海拔、

经纬度、坡度、坡向等地理信息以及样地内每 个 物 种 的 高 度、盖 度、株 数 等 生 物 学 信 息。计 算 珍 稀 濒 危 药 用 植 物 的 名

录现状系数（Ｌ）、蕴藏系数（Ｄ）、濒危价值系数（Ｅ）、遗传价值系数（Ｇ）、利用价值系数（Ｕ）、保护现状系数（Ｃ）和繁殖难

易系数（Ｒ），对这７个系数赋予不同的权重，得出每种药用植物的优先保护值（Ｖ），确定其保护等级，并对 不 同 药 效 和

药用部位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保护级别进行分析。【结果】色季拉山需保护的药用植物资源分属２７科５７属，其有

８３种，占色季拉山药用植物总科数、总属数、总种数 的２５．９６％，１６．２９％和１２．８３％。处 于Ⅰ级 保 护 的 药 用 植 物 资 源

有６科１０属１１种；处于Ⅱ级保护的药用植物资源有１４科１９属２６种；处于Ⅲ级保护的药用植物资源有２２科３５属

４６种。从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药效来看，在１７种补虚药、１５种清热药、１４种祛风湿药、８种活血化瘀药及２９种 其 他 功

效药用植物中，需Ⅰ级保护的植物分别有１，０，２，２和８种，需Ⅱ级保护的植物分别有８，５，５，１和５种，需Ⅲ级保护的

植物分别有８，１０，７，５和１６种；根据药用部位统计，在４３种使用根与根茎，１５种使用全草，１３种使用枝 叶、皮 或 藤 及

１２种使用花、果实或种子的药用植物中，需Ⅰ级保护的植物分别有５，３，２和１种，需Ⅱ级保护的植物分别有１３，３，３
和７种，需Ⅲ级保护的植物分别有２５，９，８和４种。【结论】西藏色季拉山中需要保护的药用植物种类较多，其中以具

有补虚药效的植物种类最多；用药部位为根与根茎类药用植物占色季拉山需保护植物的大半数。分析了西藏色季拉

山药用植物至濒的原因和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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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Ｓｈｅｇｙｌａ　Ｍｏｕ－
ｎｔａｉｎｓ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升，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程度亦日益提高，世界范

围内“回归自然”的呼声日益增强［１］。这种趋势将造

成对医疗、保健等相关中药材的需求量增多，导致对

野生药用植物需求量急剧增加［２］。而我国药材市场

上销售的常用药材，绝大多数为采挖的野生药用植

物资源，由于长期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物种处于

灭绝或濒危的境地，野生药用植物多样性下降，这将

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对野生濒危

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亟需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３－４］。
青藏高原自然生态条件独特且 复 杂 多 样，孕 育

了十分丰富的植物资源，但是由于具体物种的资源

储存量有限、种群更新速度较慢，资源采挖后难以恢

复等原因［５］，导致某些具有较高药用价值、野外储藏

量低、数量稀少或青藏高原特有的药用植物出现濒

危现象。有效保护药用植物资源是中医药学能否持

续发展的前提［６］，其中加强对珍稀濒 危 药 用 植 物 资

源的优先保护序列研究已成为药用植物保护的重要

内容。全国第四次中（藏）药资源普查发现，西藏色

季拉山药用植 物 资 源 非 常 丰 富，共 有 药 用 植 物１０４

科３５０属６４７种，其 中 不 乏 药 用 价 值 极 高、西 藏 特

有、稀有的药用植物［７－１５］。而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在

该区分布的部分药用植物因药用价值较高，遭到人

们的大量采挖，已经较为罕见，现存量十分稀少。因

此，对西藏色季拉山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

优先保护序列进行探究，明确需要优先保护的珍稀

濒危野生植物资，对该区药用植物保护具有重要意

义。本研究对西藏色季拉山珍稀频危野生药物植物

资源的优先保护序列进行了探究，以期为制定科学

的保护措施 及 合 理 开 发 利 用 这 些 优 质 资 源 提 供 依

据，并为做好珍稀濒危且有较高开发应用价值的药

用植物资源相关工作（如迁地保护、引种栽培、人工

繁育、中（藏）药材ＧＡＰ基地建设）乃至新药研发等

奠定基础。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色季拉山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西藏自治区林

芝县，地理位置９４°２５′－９４°４５′Ｅ，２９°３５′－２９°５７′Ｎ，
地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西北侧、念青唐古拉山向南

延伸余脉的位置，并和喜马拉雅山东段向北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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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系 相 接，山 体 走 向 以 西 北 至 东 南 为 主，最 高 海 拔

５　２００ｍ［１６－１７］。受西北 部 青 藏 高 原 内 陆 大 气 环 流 及

东南部由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水汽通道北上的双重影

响，色季拉山处于湿润气候与半湿润气候的过渡地

带，发育了完整的山地垂直生态系统，属于东喜马拉

雅北翼山地森林及高山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孕育

了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是我国植物多样性最丰富

的山地之一［１８－２０］。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调查方法

样地调查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第四次中

药资源普查标准的要求，结合山区实际地理、植被群

落分布设置样方套，每个样方套内设１个１０ｍ×１０
ｍ的乔木样方、１个５ｍ×５ｍ的灌木藤本样方和４
个２ｍ×２ｍ的 草 本 样 方，调 查 记 录 海 拔、经 纬 度、
坡度、坡向等地理信息以及样地内每个物种的高度、
盖度、株数 等 生 物 学 信 息。在 样 地 外，海 拔 每 上 升

２００ｍ设置相同 规 格 的 辅 助 样 地 进 行 补 充 调 查；样

地内外普遍调查采集植物标本，记录采集信息，拍摄

植株及其特征、生境照片。每个样地的样方 套 设 置

３个重复，共设置样方６３套。普查野外采集记录的

植物物种，结合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 标 本 室（ＸＺＥ）
收藏的在该区采集的植物标本，将此次调查采集植

物鉴 定 到 种。查 阅 相 关 药 用 植 物 的 各 种 文 献 资

料［７－１５］，参考相关评价方法［２１－２２］，定量评价调查的野

生药用植物，建立色季拉山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

保护名录，分析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药效、用药部位

以及濒危形成的原因。

２．２　评价指标计算

在药用 植 物 资 源 调 查 基 础 上，参 考 文 献［２１－
２２］，以名录现状系数（Ｌ）、蕴藏系数（Ｄ）、濒危 价 值

系数（Ｅ）、遗传价值系数（Ｇ）、利用价值系数（Ｕ）、保

护现状系数（Ｃ）及繁殖难易系数（Ｒ）７项指标，对色

季拉山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进行定量评价，计算

各药用植物的优先保护值，比较各药用植物需保护

的缓急程度，确定需要保护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

源。

２．２．１　名录现状系数　Ｌ表示目 前 该 野 生 药 用 植

物被《中国 物 种 红 色 名 录（第 一 卷）》［２３］记 录 的 濒 危

程度和在汪书丽等［１８］研究中记录的保护程度。

Ｌ＝Ｘ／３。
式中：Ｘ为某野生药用植物资源被收录和记录的实

际得分，分 为１～３分，３分：被 国 家 收 录 为 保 护 植

物；２分：在文献［１８］中记录为保护植物；１分：表示

未被任何文献收录为保护的植物。

２．２．２　蕴藏系数　Ｄ 为野生药用植物蕴藏量的评

价指标。

Ｄ＝Ｘ／５。
式中：Ｘ为某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在蕴藏量中 的实际

得分，分为１～５分，５分：野生数量稀少；４分：野生

资源数量少；３分：野生资源数量较少；２分：野生资

源数量较多；１分：野生资源数量多。

２．２．３　濒危价值系数　Ｅ表示野生药用植物受威

胁的程度。

Ｅ＝Ｘ／４。
式中：Ｘ为某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濒危程度的实际得

分，分为１～４分，４分：濒危种（或极危种）；３分：渐

危种；２分：稀有种（或易危、近危种）；１分：安全种。

２．２．４　遗传价值系数　Ｇ是对野生药用植物潜在

遗传 价 值 的 定 量 评 价，主 要 考 虑 如 下 指 标：种 型 情

况、特有情况及古老孑遗情况。

Ｇ＝Ｘ／１２。
式中：Ｘ为某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在遗传价值评估中

包括３种情况的实际积累得分，１２分为最高分。遗

传价值评估中，种型情况是根据珍稀种所在科的种

的数量来评分，分为１～５分，５分：单 型 种 科（所 在

科仅有１属１种）；４分：少 型 科 种（所 在 科 有２～３
种）；３分：单型属种（所在属仅有１种）；２分：少型属

种（所在属有２～３种）；１分：多型属种（所在属有４
种以上）。特有情况是根据特有种的特有分布程度

而评分，分 为１～５分，５分：区 特 有；４分：省 特 有；

３分：区域特有（２～４省连续分布）；２分：中国特有；

１分：非中国 特 有。古 老 孑 遗 情 况 是 根 据 种 的 发 生

质地年代而评分，分为１～２分，２分：第三纪孑遗植

物；１分：第三纪后的孑遗植物。

２．２．５　利用价值系数　Ｕ 表示野生药用植物被利

用的情况及药用价值的大小。

Ｕ＝Ｘ／３。
式中：Ｘ为某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利用评估中的实际

得分，分为１～３分，３分：传统的重要中药；２分：《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西藏自治区藏药材标准》收

录种；１分：民间草药。

２．２．６　保护现状系数　Ｃ表示 目 前 人 类 对 受 威 胁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保护的程度。

Ｃ＝Ｘ／３。
式中：Ｘ为某野生药用植物保护现状评估中的实际

得分，分 为１～３分，３分：未 保 护：２分：已 保 护；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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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保护成功。

２．２．７　繁殖难易系数　Ｒ表示珍稀濒危野生药用

植物迁地保护繁殖的难易程度。

Ｒ＝Ｘ／３。
式中：Ｘ为某药用植物资源 繁殖难易程度评估中的

实际得分，分为１～３分，３分：难繁 殖（主 要 指 播 种

繁殖难，发芽率不超过５０％，且中扦插、嫁接繁殖很

难 成 活）；２分：繁 殖 难 度 中 等（发 芽 率 一 般 低 于

８０％，扦插、嫁接 难 度 中 等）；１分：各 种 繁 殖 方 法 都

较容易，成活率高。

２．３　优先保护植物缓急程度的计算

根据上述各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确定其权

重，参考周繇［２１］的评价体系，权重分配分别为：名录

现状 系 数 １０％，蕴 藏 系 数 １０％，濒 危 价 值 系 数

２５％，遗传价值系数２０％，利用价值系数１５％，保护

现状系数１０％，繁殖难易系数１０％。
最后计算各濒危植物的优先保护值Ｖ。

Ｖ＝１０％Ｌ＋１０％Ｄ＋２５％Ｅ＋２０％Ｇ＋　
１５％Ｕ＋１０％Ｃ＋１０％Ｒ。

Ｖ＞０．７，急 需 保 护，保 护 等 级Ⅰ级；０．７≥Ｖ＞
０．６，需要保护，保护等级Ⅱ级；０．６≥Ｖ＞０．５，适当

保护，保护等级Ⅲ级；Ｖ≤０．５，无需保护。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色季拉山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分布现状

调查 结 果 表 明，西 藏 色 季 拉 山 药 用 植 物 有１０４
科３５０属６４７种，依据２．２节方法，对其进行初步评

价，现将需要保 护（Ｖ＞０．５）的８３种 药 用 植 物 列 于

表１。

表１　西藏色季拉山８３种野生濒危药用植物的评价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８３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ｗｉｌ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ｅｇｙ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Ｔｉｂｅｔ

科Ｆａｍｉｌｙ 属Ｇｅｎｅｒａ 种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　 Ｄ　 Ｅ　 Ｇ　 Ｕ　 Ｃ　 Ｒ　 Ｖ
保护等级

Ｃｌａｓｓ

松科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落叶松属Ｌａｒｉｘ 西藏红杉Ｌ．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ａｎａ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６４ Ⅱ
松属Ｐｉｎｕｓ 乔松Ｐ．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３１ Ⅱ

高山松Ｐ．ｄｅｎｓａｔａ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４１７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２３ Ⅲ
华山松Ｐ．ａｒｍａｎｄｉ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０６ Ⅲ

柏科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圆柏属Ｓａｂｉｎａ 垂枝柏Ｓ．ｒｅｃｕｒｖａ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０２ Ⅱ
滇藏方柏枝Ｓ．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０２ Ⅱ
高山柏Ｓ．ｓｑｕａｍａｔａ　 ０．６６７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６８ Ⅲ
香柏Ｓ．ｐｉｎｇｉｉ　ｖａｒ．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０．６６７　０．４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６１ Ⅲ
方枝柏Ｓ．ｓａｌｔｕａｒｉａ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５２ Ⅲ

胡桃科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胡桃属Ｊｕｇｌａｎｓ 核桃Ｊ．ｒｅｇｉａ　 ０．３３３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３５ Ⅲ
蛇菰科Ｂａｌａｎｏｐｈｏｒａｃｅａｅ 蛇菰属Ｂａｌａｎｏｐｈｏｒａ 筒鞘蛇菰Ｂ．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ｅ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６８ Ⅲ
马兜铃科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细辛属Ａｓａｒｕｍ 石南七Ａ．ｈｉｍａｌａｉｃｕｍ　 ０．３３３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８１ Ⅲ
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大黄属Ｒｈｅｕｍ 塔黄Ｒ．ｎｏｂｉｌｅ　 ０．３３３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８１ Ⅲ

荞麦属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金荞麦Ｆ．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０．６６７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１８ Ⅲ
商陆科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ｃｅａｅ 商陆属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商陆Ｐ．ａｃｉｎｏｓａ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５５ Ⅲ
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芍药属Ｐａｅｏｎｉａ 大花黄牡丹Ｐ．ｌｕｄｌｏｗｉｉ　 １．０００ 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４１７　０．６６７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７８０ Ⅰ

滇牡丹Ｐ．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４１７　０．６６７　０．６６７　０．６６７　０．７６７ Ⅰ
乌头属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毛瓣美丽乌头

Ａ．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ｎ　ｖａｒ．ｈｉｓｐｉｄｕｍ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４１７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７１ Ⅱ

露蕊乌头Ａ．ｇｙｍｎａｎｄｒｕｍ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１８ Ⅱ
长裂乌头Ａ．ｌｏｎｇｉｌｏｂｕｍ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５８３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０１ Ⅱ
等叶花葶乌头

Ａ．ｓｃａｐｏｓｕｍｖａｒ．ｈｕｐｅｈａｎｕｍ ０．３３３　０．６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５８３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０６ Ⅲ

展喙乌头Ａ．ｎｏｖｏｌｕｒｉｄｕｍ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０５ Ⅲ
小檗科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八角莲属Ｄｙｓｏｓｍａ 西藏八角莲Ｄ．ｓａｙｕｅｎｓｉ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００ Ⅰ

桃儿七属

Ｓｉｎｏ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桃儿七Ｓ．ｈｅｘａｎｄｒｕｍ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８５ Ⅱ

小檗属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腰果小檗Ｂ．ｊｏｈａｎｎｉｓ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４１７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４８ Ⅱ
十大功劳属Ｍａｈｏｎｉａ 尼泊尔十大功劳Ｍ．ｎａｐａｕｌｅｎｓｉｓ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３４ Ⅲ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木兰属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滇藏木兰Ｍ．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ｉｉ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７００ Ⅱ
五味子科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ｅａｅ
五味子属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滇藏五味子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ａ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０４ Ⅱ

茅膏菜科Ｄｒｏｓｅｒａｃｅａｅ 茅膏菜属Ｄｒｏｓｅｒａ 茅膏菜Ｄ．ｐｅｌｔａｔａｖａｒ．ｌｕｎａｔａ　 ０．３３３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３１ Ⅱ

３８１第４期 费文群，等：西藏色季拉山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资源优先保护序列研究



表１（续）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１

科Ｆａｍｉｌｙ 属Ｇｅｎｅｒａ 种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　 Ｄ　 Ｅ　 Ｇ　 Ｕ　 Ｃ　 Ｒ　 Ｖ
保护等级

Ｃｌａｓｓ
景天科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红景天属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云南红景天Ｒ．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８１７ Ⅰ

圆齿红景天Ｒ．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ａ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９７ Ⅲ
线萼 红 景 天 Ｒ．ｏｖａｔｉｓｅｐａｌ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ｇｉｉ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４１７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６８ Ⅲ

异色红景天Ｒ．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３４ Ⅲ
喜马红景天Ｒ．ｈｉｍａｌｅｎｓｉｓ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３４ Ⅲ
窄叶红景天Ｒ．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３４ Ⅲ
四叶红景天Ｒ．ｑｕａｄｒｉｆｉｄａ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３４ Ⅲ
长鞭红景天Ｒ．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ｔａ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１８ Ⅲ

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木瓜属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ｅｓ 西藏木瓜Ｃ．ｔｈｉｂｅｔｉｃａ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４１７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７１７ Ⅰ
毛叶木瓜Ｃ．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３３ Ⅱ

苹果属Ｍａｌｕｓ 丽江山荆子Ｍ．ｒｏｃｋｉｉ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８５ Ⅲ
扁核木属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 青刺尖Ｐ．ｕｔｉｌｉｓ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３４ Ⅲ

芸香科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花椒属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花椒Ｚ．ｂｕｎｇｅａｎｕｍ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００ Ⅱ
尖叶花椒Ｚ．ｏｘｙｐｈｙｌｌｕｍ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１ Ⅱ

五加科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人参属Ｐａｎａｘ
疙瘩七Ｐ．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ｖａｒ．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ｕｓ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５４ Ⅱ

珠子参Ｐ．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ｖａｒ．ｍａｊｏｒ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５４ Ⅱ
五加属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ｘ 康定五加Ａ．ｌａｓｉｏｇｙｎｅ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４１７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６８ Ⅲ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当归属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阿坝当归Ａ．ａｐａｅｎｓｉｓ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４１７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６８ Ⅲ
羌活属Ｎｏｔ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羌活Ｎ．ｉｎｃｉｓｕｍ　 １．０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４１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４９ Ⅲ

山茱萸科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 梾木属Ｃｏｒｎｕｓ 灯台树Ｃ．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ａ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３４ Ⅲ
青荚叶属Ｈｅｌｗｉｎｇｉａ 青荚叶Ｈ．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３４ Ⅲ

夹竹桃科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络石属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络石Ｔ．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０．３３３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５２ Ⅲ
萝藦科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吊灯花属Ｃｅｒｏｐｅｇｉａ 西藏吊灯花Ｃ．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０．３３３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１８ Ⅲ
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枸杞属Ｌｙｃｉｕｍ 枸杞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３３ Ⅱ
败酱科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甘松属Ｎａｒｄ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甘松Ｎ．ｊａｔａｍａｎｓｉ　 ０．３３３　０．２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１６ Ⅲ

葫芦科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波棱瓜属

Ｈｅｒｐｅｔ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波棱瓜Ｈ．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ｏｓｕｍ　 ０．３３３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４１７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１８ Ⅲ

桔梗科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党参属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
辐冠党 参Ｃ．ｃｏｎｏ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ｓｕｂ－
ｓｐ．ｖｉｎｃｉｆｌｏｒａ ０．３３３　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４１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８５ Ⅲ

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风毛菊属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苞叶雪莲Ｓ．ｏｂｖａｌｌａｔａ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６８１ Ⅱ
星状雪兔子Ｓ．ｓｔｅｌｌａ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３４ Ⅲ
奇形风毛菊Ｓ．ｆａｓｔｕｏｓａ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３４ Ⅲ

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贝母属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川贝母Ｆ．ｃｉｒｒｈｏｓａ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８３ Ⅰ
重楼属Ｐａｒｉｓ 花叶重楼Ｐ．ｖｉｏｌａｃｅａ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３８ Ⅱ

七叶一枝花Ｐ．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５５５ Ⅲ
百合属Ｌｉｌｉｕｍ 卓巴百合Ｌ．ｗａｒｄｉｉ　 ０．３３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５０　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３　０．５５１ Ⅲ

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天麻属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天麻Ｇ．ｅｌａｔａ　 ０．６６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２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６７　０．７５０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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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西藏色季拉山中，目前受到

生存威胁的药用植物共有２７科５７属８３种，分别占

该区药 用 植 物 总 科 数、总 属 数、总 种 数 的２５．９６％，

１６．２９％和１２．８３％。其中急需保护的药用植物（保

护等级Ⅰ级）有６科１０属１１种，分别占珍稀濒危药

用植物科、属、种的２２．２２％，１７．５４％和１３．２５％，代
表种类有云南红景天、川贝母、大花黄牡丹 等；需 要

保护的药用植物（保护等级Ⅱ级）有１４科１９属２６
种，代表种类有苞叶雪莲、珠子参、枸杞等；需适当保

护的药用植物（保护等级Ⅲ级）有２２科３５属４６种，
代表种类有辐冠党参、甘松、等叶花葶乌头等。

３．２　西藏色季拉山不同药用功能保护植物的保护

级别分析

在西藏色季拉山需要保护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中，具有补虚功效的药用植物最多，共１７种，占濒危

药用植物总种 数 的２０．４８％，其 中 需Ⅰ级 保 护 的 植

物有１种，为 卵 叶 贝 母 兰；需Ⅱ级 保 护 的 植 物 有８
种，包括短距手参、珠子参、疙瘩七、西南手参、枸杞、
手参、长距玉凤花、广布红门兰；需Ⅲ级保护的植物

有８种，包括辐冠党参、裂瓣角盘兰、筒鞘蛇菰、凸孔

阔蕊兰、核桃、四叶红景天、绶草、缘毛鸟足兰。其次

为具清热功效的药用植物，共有１５种，占珍稀濒危

药用植物总种 数 的１８．０７％，其 中 没 有 需Ⅰ级 保 护

的植物，需Ⅱ级 保 护 的 植 物 有５种，分 别 为 腰 果 小

檗、花叶重楼、长裂乌头、尖叶花椒、沼兰；需Ⅲ级保

护的植物有１０种，包括石南七、小 斑 叶 兰、高 山 柏、
线萼红 景 天、香 柏、七 叶 一 枝 花、窄 叶 红 景 天、青 荚

叶、星状雪 兔 子、金 荞 麦。祛 风 湿 的 药 用 植 物 共 有

１４种，占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１６．８７％，其中需Ⅰ级

保护的植物有２种，即云南红景天和三棱虾脊兰；需

Ⅱ级保护的植物有５种，即桃儿七、苞叶雪莲、西藏

红杉、露蕊乌头、滇藏方柏枝；需Ⅲ级保护的植物有

７种，包括康 定 五 加、方 枝 柏、络 石、奇 形 风 毛 菊、高

山松、华山松、展喙乌头。具活血化瘀药效的需保护

药用植物共有８种，占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总种数的

９．６４％，其中需Ⅰ级保护的植物有２种，即西藏八角

莲和狭叶鸢尾兰；需Ⅱ级保护的植物只有毛瓣美丽

乌头；需三级保护的植物有５种，包括丽江山荆子、
青刺尖、灯台树、兜被兰、等叶花葶乌头。另外，还有

其他药用功能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２９种，占珍稀濒

危药用植物 总 种 数 的３４．９４％，其 中 需 一 级 保 护 的

植物有８种，包 括 川 贝 母、大 花 黄 牡 丹、滇 牡 丹、天

麻、西藏木瓜、大花杓兰、花椒、滇藏木兰；需Ⅱ级保

护的植物有５种，即毛叶木瓜、乔松、茅膏菜、滇藏五

味子、垂枝柏；需Ⅲ级保护的植物有１６种，包括大叶

火烧兰、圆齿红景天、塔黄、阿坝当 归、商 陆、卓 巴 百

合、羌 活、尼 泊 尔 十 大 功 劳、异 色 红 景 天、喜 马 红 景

天、长鞭红景天、甘松、西藏吊灯花、波棱瓜、羊耳蒜、
二叶舌唇兰。

３．３　西藏色季拉山不同用药部位珍稀濒危药用植

物的保护级别分析

在西藏色季拉山珍稀濒危药用 植 物 中，使 用 根

与根茎类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最多，共有４３种，占

珍稀濒危药 用 植 物 总 种 数 比 例 达５１．８１％，其 中 需

Ⅰ级保护的植物有５种，即西藏八角莲、川贝母、天

麻、三棱虾脊兰、大花杓兰；需Ⅱ级保护的植物有１３
种，包括桃儿七、短距手参、毛瓣美 丽 乌 头、珠 子 参、
疙瘩七、西南手参、腰果小檗、花叶 重 楼、手 参、长 距

玉凤花、露蕊乌头、长裂乌头、广布红门兰；需Ⅲ级保

护的植物有２５种，包括大叶火烧兰、圆齿红景天、丽
江山荆 子、塔 黄、裂 瓣 角 盘 兰、阿 坝 当 归、线 萼 红 景

天、商陆、七叶一枝花、凸孔阔蕊兰、卓巴百合、羌活、
尼泊尔十大功劳、异色红景天、喜马红景天、窄 叶 红

景天、四叶红景天、青荚叶、长鞭红 景 天、甘 松、西 藏

吊灯花、缘毛鸟足兰、二叶舌唇兰、金荞麦、等叶花葶

乌头。其次为使用全草的药用植 物，共 有１５种，占

色季拉山珍 稀 濒 危 药 用 植 物 总 种 数 的１８．０７％，其

中需Ⅰ级保护的植物有３种，即云南红景天、狭叶鸢

尾兰、卵叶贝母兰；需Ⅱ级保护的植物有３种，即苞

叶雪莲、茅膏菜、沼兰；需Ⅲ级保护的植物有９种，包
括石南七、小斑叶兰、筒鞘蛇菰、星状雪兔子、奇形风

毛菊、兜被兰、羊耳蒜、绶 草、展 喙 乌 头。使 用 枝 叶、
皮、藤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共有１３种，占总种数的

１５．６６％，其中需Ⅰ级保护的植物有２种，即大花黄

牡丹和滇牡丹；需Ⅱ级保护的植物有３种，即西藏红

杉、乔松、方枝柏；需Ⅲ级保护的植物有８种，包括高

山柏、康定 五 加、香 柏、络 石、青 刺 尖、灯 台 树、高 山

松、华山松。使用花、果实、种子的珍 稀 濒 危 药 用 植

物共有１２种，占 总 种 数 的１４．４６％，其 中 需Ⅰ级 保

护的植物有３种，即西藏木瓜、花椒、滇藏木兰；需Ⅱ
级保护的植物有５种，包括毛叶木瓜、枸杞、滇藏五

味子、滇藏方柏枝、尖叶花椒；需Ⅲ级保护的植物有

４种，即辐冠党参、方枝柏、核桃、波棱瓜。

４　讨论与结论

西藏色季拉山中需要保护的植 物 种 类 较 多，共

有２７科５７属８３种，占其药用植物科、属、种总数的

２５．９６％，１６．２９％和１２．８３％，占色季拉山植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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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科 ５１０ 属 １　４１３ 种 的 ２０．７７％，１１．１８％ 和

５．８７％。从色季拉山保护药 用 植 物 的 药 效 分 析，在

１７种补虚药、１５种清热药、１４种祛风湿药、８种活血

化瘀药及２９种其他功效药用植物中，需Ⅰ级保护的

植物分别有１，０，２，２和８种，需Ⅱ级保护的植物分

别有８，５，５，１和５种，需Ⅲ级保护的植物分别有８，

１０，７，５和１６种，其 中 具 有 补 虚 药 效 的 保 护 植 物 种

类最 多，占 濒 危 药 用 植 物 总 数 的２０．４８％。根 据 药

用部位统 计，在４３种 使 用 根 与 根 茎，１５种 使 用 全

草，１３种使用 枝 叶、皮 或 藤 及１２种 使 用 花、果 实 或

种子的药用植物中，需Ⅰ级保护的植物分别有５，３，

２和１种，需Ⅱ级 保 护 的 植 物 分 别 有１３，３，３和７
种，需Ⅲ级保护的植物分别有２５，９，８和４种，其中

用药部位为根与根茎类的药用植物占西藏色季拉山

药用保护植物的大半数，比例达５１．８１％。
基于调查得出的结果，笔者就西 藏 色 季 拉 山 药

用植物致濒的原因及应做的保护措施有如下思考，
期望对该区濒危药用植物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提

供参考。

４．１　西藏色季拉山药用植物致濒的原因

４．１．１　长期过度采挖　随着经济和医疗保健事业

的发展，中药 资 源 的 需 求 空 前 增 长［２４］，其 中 具 有 保

健功效的补虚类药用植物的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大，
且由于某些药用植物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采药者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对这些药用植物进行无节制

的、长期持续的采挖，导致植物不能及时更 新，从 而

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

４．１．２　采收方式原始　采药者对野生药用植物多

只注重一味全部索取，不考虑保留幼苗、幼 株；不 考

虑保留使种群正常持续发展的足够数量；采集不考

虑采 集 季 节，不 等 药 用 植 物 种 子 成 熟 散 播 即 采 挖。
另外，在西藏色季拉山急需保护的１１种珍稀濒危药

用植物中，有６种植物的药用部位为根与根茎，有２
种为树皮，２种为全草，１种为果实，其他等级的濒危

药用植物也皆有类似的情况。这些药用部位及采药

者的采收方式对于植物的生长发育及繁殖来说都是

破坏性的，采集程度一旦严重，甚至会直接导致植株

死亡或种群失去更新能力，如根与根茎类药用植物

的用药部位对植物而言就是毁灭性的伤害，会导致

植物直接死亡，种群的正常繁衍被严重破坏。

４．１．３　农牧民缺乏对珍稀濒危植物的认识　采集

药用植物的主要群体是农牧民，其受到的关于植物

保护的宣传教育普遍较少，对珍稀濒危植物没有认

识，更没有主动去保护这些珍稀濒危植物的意识；或

者部分农牧 民 对 珍 稀 濒 危 植 物 需 要 受 到 保 护 有 认

识，但却不知道哪些植物属于珍稀濒危植物，应该受

到保护。当然，这种对药用植物保护认识的缺乏，在
其他各 类 人 员 里 或 多 或 少 也 存 在。在 他 们 的 意 识

里，只知道这些植物都是大自然的产物，甚至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并不明确采集不当可能对这

些植物造成的影响。

４．２　色季拉山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保护

４．２．１　根据蕴藏量适当采收、合理开发利用　控制

对野生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采收量，遏制由于对药

用植物无节制收购而盲目采挖。应根据珍稀濒危药

用植物蕴藏量来确定合理的采收量，确保采收量在

其更新、恢复速率承受能力以内，根据各珍稀濒危药

用植物的分布特点及生活习性等，进行有计划的、合
理的开发利用。

４．２．２　建立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自然保护区　在珍

稀濒危药用植物的原适生地建立自然保护区，进行

就地保护，是保护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有效手段之

一［２５］。在保护区尤其是核心区内，禁止对需要保护

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种类进行采集甚至研究，使其

在无人为干扰的环境下重新自然恢复种群，以达到

部分恢复其天然分布的效果，并在实验区进行繁育

研究，人工促进其种群的尽快恢复。

４．２．３　加强法制建设和教育宣传　通过新闻媒介

和政府部门、专业人士的教育宣传，使农牧民充分认

识到濒危药用植物的存在价值及意义，提高他们对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保护意识；举办图片展览、知识

讲座等，使农牧民对具体的珍稀濒危植物有直观认

识，对亟需保护的物种更要加深农牧民的熟悉程度；
同时不断加强有关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保护的法制建

设，加大执法力度，以减缓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急剧减

少的趋势。

４．２．４　进行珍稀濒危野生药用植物的引种和驯化

　对重要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种类进行系统、全面

的调查和研究，掌握野生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引种

驯化和栽培技术，是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珍稀濒危

药用植物的关 键［２６］，如 对 川 贝 母、手 参 等 药 用 价 值

较高、发展潜力较大、有市场优势的珍稀濒危药用植

物，应积极进行引种和驯化，摸索采种育苗扩繁的方

法，以 增 加 它 们 的 数 量，达 到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的 目

的；同时还可应用现代先进手段为制定科学合理的

保护措施提 供 资 料 和 技 术 支 持，如 使 用ＤＮＡ分 子

标记技术对珍稀濒危药用植物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

构进行检测，以对这些植物的迁地保护、引种栽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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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的规划等有所启发。

４．２．５　加强对药用植物的野生抚育研究　药用植

物的野生抚育在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２７］。对于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在其适宜生长的

野外环境或原有环境下，进行野生抚育，在其天然更

新的同时进行人工促进更新，并通过相关研究找出

适合药用植 物 生 长 特 别 是 有 效 部 位 生 长 的 环 境 因

子，获得与天然药用植物基本一致的药材，以兼顾对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保护拯救和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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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Ｂａｋｅｒ　Ｄ　Ｊ，Ｗｕｅｎｓｃｈｅｕ　Ｇ，Ｘｉａ　Ｌ，ｅｔ　ａｌ．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ｅｘ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

ｐａｉ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ＤＮＡ－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ｍ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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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９２－２２６０４．

８８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４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