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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植物资源保护任重道远 

－－第九届国际传统药物学大会综述 

(2006-09-04 11:48:30)

传统中草药药用植物资源有30%已灭绝或处于濒危状态 

科学时报记者 贺根生 

    近10年来，我国天然药物的需求已翻了三番，国内中药材需求正以15%的年均增长率递增。然而，过度无序开采导

致中药材资源质量性紧缺，中药资源产地植被大面积被毁，野生资源逐年减少，许多珍稀药材物种濒临灭绝。“加强中草

药、传统药用植物资源保护”，成为8月23日～25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九届国际传统药物学大会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共同

关注的话题。  

    中医药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  

    本届大会共有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参加，其中境外代表200多名。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

间，围绕“传统药物学与天然健康产品”的主题，在大会与四个分会上共有102个会议报告、420多篇论文摘要，反映出与

会专家对传统药物特别是中药发展的关注。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全世界大约65%的人参与了他们自己的初级形态卫生保

健，发展中国家约有35亿人依赖传统植物药作为初级卫生保健。  

    在传统药物升温的同时，中医药受到世界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到2002年，我国已与60多个国家签订了有关中医药领

域的合作协议，其中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43个。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医学院教授、国际药学会主席霍顿（J.Houghton)在大

会开幕式上，以他去年在广西考察期间品尝中国食疗食品的感受，对中医药予以极大的赞赏。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通过互相交流和实地考察，进一步增进了解，不少海外代表对中医药有了更深的认识。  

    中医药是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医药  

    中医药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欢迎，不仅因为中医药具有悠久的历史，更在于它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医药。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陈士林研究员在大会报告中说：“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财富，它以

独特的视角认识生命和疾病现象，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抵御疾病、维护健康的有效方法和手段，是目前保存最完整、影

响力最大，使用人口最多的传统医药。”  

    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全国拥有中医医院2868所，床位28万余张，中医执业人员(含助理医师)27万余人，此外，有95%

的综合医院设有中医科；89%的社会卫生服务中心和50%的社区服务站能提供中医服务，每年全国中医与中西医结合门诊医

疗约13亿人次，占总就诊量的32.6%。  



    我国中医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药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说：“以药用植物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药物包括中药、民族药及草药，已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

加上中国自然环境条件与生物多样性，药用植物资源丰富。最近的一次全国药源普查，发现全国药用植物资源已达11118

种。”  

    中医药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对世界传统药物学的巨大贡献。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给

大会的贺电中指出，传统药物学“是全人类在和疾病作斗争中留下的宝贵财富，中国也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到了20

世纪，受现代医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推进，传统药物学得到迅速发展，有关传统药物药理性的研究，已深入到微观层

次，产生了以现代研究手段为主的草药学，为人类更好地保护、利用和管理传统动植物药物资源提供了革命性的手段”。  

    德国格拉茨大学药学院教授波尔(Rudolf Bauer)说，20年来，中国与欧洲在传统药物及中医药方面的合作不断增强。

现在，人们都意识到，中国的中药材和传统药物是很宝贵的财富，如果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评估，可从中获得很大的利

益，并可从中研制出现代新药。欧洲各国政府对与中国在中医药方面的合作也越来越感兴趣，相信这次大会能将这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推向新的高峰。  

    加强资源保护 推进中医药发展  

    不少代表在发言中指出，随着传统医药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提速，药用植物资源正在受到破坏。  

    肖培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61年，他到西藏考察时，一盒4角钱的香烟便可换当地牧民从山上采集的一包约1公斤

的冬虫夏草。而2006年，1公斤的冬虫夏草在国际上已卖到了4万元。“物以稀为贵”，也同时说明许多珍贵传统药用植物

资源正在枯竭。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学会药用植物保育委员会主席陈士林对我国中药植物资源的现状更为焦虑。他说，传统药物的升温

已导致世界20%的药用植物濒危与灭绝。中国是传统中草药药用植物大国，比例更大，专家估计已达到30%。过去，中药材

大都是在药店销售，消耗的量远不及现在的工业化生产。政府尽管采取了一些人工栽培措施，但很有限。中国的药用植物

有11000多种，我们现在人工栽培有一定规模的药用植物不到200种，中药生产70%～80%的原料还是来自野生药用植物。如

果掌握不好就会造成更多的物种灭绝。现在有许多物种已找不到一株野生的了。  

    与会专家认为，生物种质资源是人类和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近现代文明进步史已充分证明，种质资源的保护和

开发领域的每一个突破，往往都会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提高，对科学技术的创新、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经济

文化的进步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在科技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生物种质资源是以遗传多样性

为基础的未来绿色时代的财富源泉，是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陈士林认为，中药材资源作为一种生物资源,还要兼顾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平衡。中药产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

很强，需要引进先进的繁育、种植、保护、动态监测以及预警的方法和技术，以促进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广西植物园主任缪剑华博士提出，应建立药用植物安全的管理系统，以系统论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先

进的现代化技术（计算机网络、多媒体、虚拟技术等）为手段，以群落学、分类学、生态学、统计学为基础，通过对药用

植物资源的调查、分析与评估，为政府和企业、科研单位规划、预测、调控、决策提供支撑，以解决药用植物资源开发与

保护及可持续发展中的矛盾。 

(来源：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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