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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草不仅是我国最常用的药材之一，而且在制药、食品、化工和印染等方面都有广

泛应用。同时甘草也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固沙和绿化植物，有重要的生态价值。为引起

人们对甘草生态价值的重视，同时指导人们正确利用甘草资源，本文对甘草的生态价值、

资源状况和药用特点进行了简要论述，并对甘草的使用和替代药物的研究提出建议，以促

进科学利用甘草，保护我国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药材资源，实现甘草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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