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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江苏省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物种调查成果,发现江苏省域中药资源种类2173种,与第三次普查结果相比超

出715种,发现植物新种1个,新分布及新引种资源植物5种。通过将江苏省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与第四次资源普查工作调

查中药资源种数变化进行比较分析,探究了江苏省域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品种大幅度增加及减少的成因,并从服务地方产业

发展、提升科研能力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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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资源是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

高度重视中药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工作。2020
年1月2日,《自然》杂志发表专题报道,详细介绍了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取得的重要成果及其对促

进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贡

献[1]。

1983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联合国家

农牧渔业部、卫生部、对外经济贸易部、林业部、中国

科学院、国家统计局共同发出《关于开展全国中药资

源普查的通知》,拉开了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

作的序幕。1984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统一

部署和要求,率先在宜兴、溧阳两县开展中药资源普

查试点工作,继而扩大至盱眙、吴县、铜山、句容等

26个县(市),至1986年已在全省范围全面铺开,并
于1987年完成普查[2]。

2011年启动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

工作[3],2013年起,根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领导小组和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的统一安排,江苏

省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分批组织实施[35]。2014年4
月,依托国家中医药公益性行业专项“我国水生、耐
盐中药资源的合理利用研究”,我省启动首批20个

县的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2017-2019年,又以

中医药公共卫生专项的方式连续支持,以实现对江

苏省辖区内96个县、区、市的调查全覆盖。目前已

顺利完成前三批普查项目验收,预计将于2020年底

完成全部四批普查任务。

历时八年,着眼于服务“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和

江苏省中医药事业和中药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围
绕着中医药行业、大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

求,立足于江苏区域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特点,在全

体参与单位及普查队员的共同努力下,我省通过对

江苏区域中药资源调查全覆盖,基本摸清了96个县

域中药资源家底,为江苏发展中药资源经济产业与

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 按要求高质量完成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基
本摸清江苏省域中药资源家底

1.1 江苏省域中药资源种类大幅增加

此次普查发现江苏省域中药资源种类2173
种,与第三次普查结果相比超出715种,其中水生、
耐盐、动物、矿物种类大幅度增加。截至2020年8
月,本次江苏省中药资源普查结果统计发现我省现

有药用植物资源种类共1711种,分布涉及164科、

646属,超过了第三次普查1384种的数量,其中水

生药用植物220种,耐盐药用植物116种;江苏省域

发现和记录药用动物资源394种,其中多孔动物门

1种、腔肠动物门3种、环节动物门10种、软体动物

门60种、节肢动物门91种、棘皮动物门13种、脊索

动物门216种,其中鱼纲93种、两栖纲11种、爬行

纲25种、鸟纲52种、哺乳纲35种,与第三次普查的

110种相比显著增加;江苏记录和发现药用矿物资

源68种,显著多于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的23种。
见表1。

表1 江苏省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与第四次资源普查工作调查中药资源种数变化统计表

基原类型 第三次资源普查种类数 第四次资源普查种类数 种数变化

藻类植物 9 0 -9
菌类植物 25 5 -20
地衣植物 0 0 0
苔藓植物 5 3 -2
蕨类植物 71 54 -17
裸子植物 21 36 +15

被子植物(双子叶植物) 1060 1447 +390
被子植物(单子叶植物) 193 223 +32

药用动物 110 394 +284
药用矿物 23 68 +45
其他类 3 0 -3
合计 1520 2173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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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物种、新分布的发现丰富了我省药用生物种

质库

本次江苏省域的中药资源调查发现植物新种1
个,新分布植物种4个、新引种资源植物1种。这些

新物种、新分布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省药用生物

种质库。在2008-2013年间省内学者对我省境内

的植物进行专题调查整理[6],并连续发表40种江苏

省维管植物分布新记录的背景下,本次中药资源普

查过程中仍然有一批新发现,具体见表2。值得一

提的是在南京老山地区发现一伞形科岩风属植物新

种:老山岩风Libanotislaoshanensis W.ZhouetQ.
X.Liu。模式植物采于江苏南京江浦老山林场,该
植物为多年生草本,生于海拔约400~600m的山坡

林下或林缘草丛,在省内南京等地有分布[7]。
表2 江苏省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发现的药用植物资源新种、新记录

序号 种中文名 种拉丁名 科中文名 类别

1 老山岩风 LibanotislaoshanensisW.ZhouetQ.X.Liu 伞形科 新种

2 野木瓜 SμluntoniafhinensisDc. 木通科 新分布种

3 细叶沙参 AdenophorapaniculataNannf 桔梗科 新分布种

4 野凤仙花 ImpatienstextoriMiq. 凤仙花科 新分布种

5 小果白刺 NitrariasibiricaPall. 蒺藜科 新分布种

6 美丽月见草 OenotheraspecioseNutt. 柳叶菜科 新引种资源

  目前已从老山岩风分离鉴定出了16个化合物,
并从植物化学分类学角度探讨了其潜在药用价值,
有助于进一步对Libanotis属进行植物化学和化学

分类学研究提供参考[8]。岩风属多种植物具有药用

记载和化学物质基础研究。如陕西太白“七药”之一

的长春七(长虫七),即为岩风属植物岩风L.buch-
tormensis(Fisch.)DC.[SeseligiraldiDiels]、条叶岩

风 L.lancifolia K.T.Fu 和 灰 毛 岩 风 L.
spodotrichomaK.T.Fu的干燥根,具有疏风散寒、
祛风除湿、活络止痛的功效,常用于风寒感冒,周身

疼痛,关节肿胀,跌打损伤,风湿筋骨疼痛等疾病的

治疗。有学者对长春七药材化学成分研究表明[9],
其含有香豆素类、甾醇类、有机酸类等多类型化学物

质。其石油醚萃取部位可分离出4个香豆素类化合

物,分别为Sesibrcin、异欧芹素乙(Isoimperatorin)、
蛇床子素(Osthol)和7羟基8异戊烯二醇基香豆

素。但老山岩风的药用价值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报

道,本团队正在开展对老山岩风资源性化学物质的

生物效应评价,以期更好地揭示其药用价值并服务

于健康需求。

1.3 江苏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结果与第三次普查

记载结果显示了巨大的物种分布差异

基于江苏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结果与20世纪

80年代第三次江苏中药资源普查记载的对比分析

表明:①本次发现记录江苏省域药用植物1711种,
而第三次普查为1384种,总数增加了327种;②两

次普查的共有品种为1092种,其余的619种为本

次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记录品种;③第三次普查1384
种的组成中尚有292种在本次普查中未被发现。两

次普查时隔近40年,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笔者

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分析,试图阐释其消长变

化的可能原因,共同道们指正和参考。见图1。

图1 江苏省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与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

植物品种对比分析

2 江苏省域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大幅度新增品种

的成因分析

2.1 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与创新应用,有效地扩大

了调查区域,提高了覆盖度

本次资源普查过程中普遍运用了空间信息技术

等现代技术方法[1012],如县级普查方案中中药资源

普查样地的调查全部基于ArcGIS随机预设的方式

生成,需要根据各普查县不同自然植被类型的面积

大小,随机生成36个1km ×1km的样地栅格,同
时要求采用GPS轨迹记录仪校对校验位点的一致

性和记录样线轨迹,以确保样地调查和样线调查的

完成质量,这和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相比,在覆盖面

的要求上有了明显提高,为野外采集物种、发现新物

种创造了前提条件。

2.2 首次系统开展水生/耐盐药用生物资源调查,
发现记录一批适生特色资源类群

江苏省域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水体

资源,为水生、耐盐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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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着丰富的植动物资源。特别是近些年来,江苏沿

海老海堤以外的滩涂浅海区因淤积而使得土地资源

不断增加,并随着沿海滩涂围垦和人为开发利用程

度的不断提高,整个区域自然生态环境中野生药用

植动物资源类群逐渐繁盛和扩大。同时,人们利用

滩涂荒地积极发展菊苣、甜叶菊、海蓬子、盐地碱蓬、
单叶蔓荆、盐角草等耐盐经济植物的栽培生产,不仅

可抑制土壤返盐、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土地资源

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又可增加该区域的经济收入。
通过本次专项调查发现记录到的水生药用植物220
种、耐盐药用植物116种,大幅度增加了江苏中药资

源种类数。

2.3 全球性气候变暖趋势对江苏省域生态环境及

植被类型产生明显影响

有研究显示[13],江苏省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
北亚热带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带和中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之间的北界发生变化,落叶阔叶林带、落叶
常绿阔叶混交林带在江苏省分布范围不断扩大。落

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带在江苏省主要分布在宜兴、溧
阳以北的北亚热带地区,常绿阔叶林分布在该线以

南的中亚热带地区。调查中发现气候变化对药用植

物物种分布的影响较为明显,蓼科植物拳参Polyg-
onumbistortaL.等以往少见的北方植物区系品种

在江苏省内已多见分布。

2.4 经济发展及物流方式的全球化,大幅度提升和

促进了区域间的物种交流

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江苏在农林、草
业、绿植、花卉及药用等生物资源领域的种质引进、
品种创新、交流交换等科学研究呈现空前活跃状态,
相关领域的资源产业、商贸物流以及经济发展模式

和生产方式等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与提升,有
力地推动了生物资源种类的主动引进和频繁交流,
导致不同区系物种的逆境转移和经济生物种类的集

聚增加。例如:无锡地区的曼地亚红豆杉Taxus
mediaRehder、南京地区的美丽月见草Oenothera
specioseNutt.等都属于近年引种的经济植物品种。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伴随着国内外商

贸物流及交通运输方式的多样化和频繁程度的空前

提高,为区域间生物物种被动交流和相互置换提供

了便利途径,导致大量的外来物种进入江苏乃至蔓

延全国。例如,本次调查中发现的三裂叶薯Ipo-
moeatrilobaL.等新的外来入侵植物[14],它们或将

对本地物种及区域生态构成潜在威胁,或被人们利

用并成为新的归化物种,以丰富人们的生产与生活。

3 江苏省域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大幅度减少品种

的成因分析

3.1 经济社会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药用生物资源

生态空间不断被蚕食或丧失

近些年来,随着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城镇化建设范围逐年扩大,交通

路网纵横交错。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苏产

道地药材传统区域的江南低山丘陵地带,除却稀有

点状的自然生态保护区外,大部分地域已被开发利

用,原生态不复存在[15]。例如,南京江宁吉山地区

过去记载有蕨类药用植物瓶尔小草Ophioglossum
vulgatumL.的分布,但本次普查难觅踪影。江苏镇

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镇痛要药元胡(茅山延胡索)、
道家养生佳品茅苍术等的自然分布区和道地产地,
品质上乘,世所公认,今已成稀少资源。又如浙贝

母,今主产于浙江磐安、东阳一带,为浙江道地药材,
而江苏南通等地却作为浙贝母种苗的生产基地长期

供应,保证了浙贝母的品质和稳定生产。本草考证

表明,古润州(今镇江茅山及周边地区)应为浙贝母

的历史道地产地。
此外,江苏丘陵山区一些优势品种受生态环境

破坏造成资源蕴藏量的大幅度下降[1617],例如,徐长

卿、七叶一枝花、春柴胡、明党参等。黑三棱科植物

黑三棱SparganiumstoloniferumBuch.Ham.为破

血化瘀要药,江苏是其道地产地,历史上主产于南京

浦口,20世纪50年代中期蕴藏量不低于10万kg,
但由于大面积垦荒造田使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现
处于濒危状态;典型沙生耐盐药用植物珊瑚菜Gle-
hnialittoralisF.SchmidtexMiq.的干燥根为江苏

道地药材北沙参,原为苏北海滩沙生植物群落的建

群种,由于沿海滩涂开发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
现仅东西连岛沙滩尚有残存,处于濒危状态[18]。

3.2 在市场经济杠杆调节和生产力诸要素共同作

用下,道地药材传统产地调整和迁移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药材生产过程中生

产力诸要素的投入成本及其价值规律作用,苏薄荷、
太子参、宜兴百合、茅苍术、泰半夏等道地药材丧失

或被迫放弃了原有适宜的生产基地,导致江苏区域

传统的道地药材生产面积不断萎缩,供给能力锐减。
例如,苏薄荷道地产地原为苏州及其周边地域,但随

着苏州区域经济发展,薄荷产地迁移到了南通地区,
继而转入盐城东台。迄今江苏薄荷种植面积不足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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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主产地已离开江苏进入安徽、山东等地。同样,
江苏道地药材太子参的主产地已迁移到福建柘荣、
贵州施秉,虽其种子种苗确源于江苏。宜兴百合号

称太湖人参,世人青睐,但受太湖流域环境整治影

响,原先环太湖渎区大量栽培的兴盛情形已不复存

在,而今百合药食两用,却以湖南、安徽、湖北产者为

盛。

3.3 气候因素主导的生态环境改变,对区域生物资

源种群构成带来严峻挑战

科学研究表明,常绿阔叶林区域的物种丰富度

和生物多样性较高,但江苏省域常绿阔叶林多数属

于被更替后的次生类型,更新能力较原生类型更弱,
更易受到气候因素影响而发生种群退化,改变原有

生态群落结构,特别是被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更替

后则很难恢复。本次调查发现,过去常见于常绿阔

叶林的木兰科药用植物华中五味子 Schisandra
sphenantheraRehd.etWils.种群,现已散见于落叶
常绿阔叶混交林中,且较难见到正常开花结果植株,
呈现出种群衰退状态。

本次普查还发现,江苏北部沿海滩涂区域因气

温升高和干旱少雨,导致生态荒漠化和群落结构发

生较大的变化,在中国西北荒漠区系分布的建群种

蒺藜科白刺属植物西伯利亚白刺Nitraliasibolia、
蒺藜属植物蒺藜Tribulusterrencus等类群已在部

分片区形成优势种群。

3.4 20世纪80年代中草药种植运动造成的引种品

种已被自然法则和品质评价所淘汰

20世纪80年代,江苏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大

力推行 “南药北移”“北药南移”引种发展药材生产

运动。本次的调查结果与第三次江苏中药资源普查

记录比较分析表明,江苏省域栽培生产药用植物物

种构成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近40种引自我国南北

各地的药用生物资源品种,由于难以适应江苏区域

物候诸因子相互作用,或是其生产的药用部位达不

到相应药材的品质要求而被淘汰。例如,从中国北

方 引 入 的 乌 拉 尔 甘 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蒙古黄芪AstragalusmongholicusBunge.、
党参Codonopsispilosula (Franch.)Nanaf.等,以
及从南方引进的雷公藤 Tripterygium wilfordii
Hook.f、佛 手Citrusmedica L.var.sarcodatylis
(Noot.)Swingle等。

4 展望

4.1 总结分析规律,凝练普查成果,积极服务地方

产业发展

随着世界各地对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需求的不

断增加及中医药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中药资源的需

求量 也 不 断 增 加,中 药 资 源 状 况 发 生 了 巨 大 变

化[1921]。江苏省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数据与第三次

普查数据比对分析结果,反映了近四十年来,受区域

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等影响因素综合驱动下的变化

规律。这里呈现出对生态环境的任意改变带来的道

地药材不敷应用,展示了气候诸因子变化趋势导致

区域生态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重大改变。环境改

造生物,生物适应环境。近四十年间演绎出如此令

人目不暇接的变化,发人深思。以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资源学科为核心的技术团队,在对普查结果认

真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省级及县级中药资源管

理、保护及开发利用的总体规划建议,建立可持续运

行的江苏省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与技术服务体系。后

续将加紧中药资源普查成果转化,提高服务“健康江

苏”的能力,为促进江苏省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中

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4.2 积极开展新技术、新方法在中药资源普查中应

用探索,提升中药资源科研能力

在中药资源普查过程中运用了空间信息技术等

现代技术方法,如手机APP、个人数字助理(PDA)、
轨迹记录仪、数码相机等,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大
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开发了中药资源普查信

息管理系统,建立了江苏省中药资源普查数据库,为
深度开发利用中药资源提供重要基础。同时南京中

医药大学技术团队积极尝试将新技术、新方法引入

到省域中药资源研究中,结合区域自然生态特点,积
极开展资源普查方法学探索[2225];利用遥感、地理信

息系统等空间信息技术,对江苏省高邮湖地区芡实

资源进行监测[26];也将形态学与分子生药学的方法

相结合,发现了一批新物种和新分布,这些发现从一

个角度反映了中药资源普查的质量,也使人们对物

种多样性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为挖掘新物种的潜在

药用价值及后续开展专题研究提供了机会。

4.3 加强中药资源相关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中药

学”一流学科建设

历时八年的第四次江苏省中药资源普查过程

中,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为技术牵头单位,联合江苏省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等单位,以及各县区中医院、民
间爱好者,先后有上千人参与中药资源普查外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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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内业整理工作。在前期普查试点工作中,江苏

省采用不同单位混合组队的方式组建十支普查队,
使中医药学、农业、生物学、林业等不同专业背景人

员能经常交流、有效协作。通过举办普查技术培训

班,介绍资源保护理论、调查方法和技术、植物分类

知识、中药资源产业发展方向等,使中青年老师和学

生的专业技能得到提升,意志品质得到了锻炼,部分

中青年普查技术骨干已经成长为区域内中药资源的

专家,一批学生也因此走上中药资源专业研究等相

关工作岗位。八年间南京中医药大学先后有300余

名在校学生参与普查,人才培养方面成效显著,《“研
融于教”,面向国家战略的中药资源人才培养体系的

构建与实现》获得了2017年江苏省教育教学成果二

等奖,为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一流学科建设提

供了有力支撑。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已进入“提质增

效”的收官阶段,全体中医药人应不懈努力,总结经

验,梳理成果,进一步发挥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在提升

专业内涵建设、人才培养质量、产业服务水平及社会

影响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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