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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
和优势药用植物资源调查

徐艳琴,胡生福,刘 勇,赖学文,刘庆华,葛 菲
*

(江西中医学院 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6)

摘要:通过深入赣江源自然保护区实地考察,结合标本采集、物种鉴定和资料查阅整理,对赣江源保护区药用植

物资源种类和分布特点进行调查和分析, 为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调查结果显

示,赣江源自然保护区药用维管植物资源丰富,共计 183科 604属 1 398种, 其中,蕨类植物 33科 55属 82种 ;

裸子植物 8科 13属 13种;被子植物 142科 536属 1 303种。调查还发现,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23科 28种, 优势

药用植物资源丰富,并重点介绍极具开发价值的优势药用植物 7科 7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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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 rder to prov 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protect ion and ut ilization o fmed icina l plant resources o f

Ganjiang R iver Source Nature Reserve, field investigation on the m edic inal plant resources of this nature re

serve w as conducted, and the survey information inc luded spec ies, d istribut ion characterst ics and current ut ili

zation status and so on. A fter spec imen co llect ion and taxonom ic iden tif ication, rich resources o f vascu larm e

dicina l p lants, .i e. A total o f 1 398 species from 183 fam ilies and 604 generaw ere ident ified in the investiga

t ion, among wh ich 82 spec ies of 55 genera in 33 fam ilies belong to P teridophytes, 13 spec ies o f 13 genera in

8 fam ilies be long to Gymnosperms and 1 303 spec ies o f 536 genera in 142 fam ilies belong to Ang iosperm s.

Furthermore, it w as also found that there w ere 28 spec ies of 23 fam ilies of rare and endangered medicina l

plants and an abundance of r ich med icina l plan ts. 7 spec ies of 7 fam ilies from richm edic inal plants are em

phat ically introduced, wh ich have g reat po tentia l for deve lopm ent and exp lo 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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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赣江源自然保护区位于赣州市东部,属武夷山脉西坡南段, 由石城县和瑞金市赣江源自然保

护区合并而成,总面积为 1. 61万 hm
2
,是构成武夷山脉完整自然保护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保护区。地

理坐标为东经 25 56 30!~ 26 7 42!,北纬 116 15 1!~ 116 29 06!,属亚热带季风湿润区,四季分明,温和

湿润, 年平均气温 15~ 18 ∀ , 年降水量 1 698~ 1 750mm,无霜期平均 284 d。赣江源自然保护区属中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达 95% ,区内垂直气候带明显,最高峰鸡公岽海拔 1 389. 9m,

具有良好的气候和地形环境,适宜不同药用植物生长。温和的气候和充沛的雨量成就了其 #中国烟叶

之乡∃和 #中国白莲之乡∃的美誉。且江西省最大的河流 % % % 赣江发源于该保护区, 赣江源每年为赣江
和长江提供国家 I类质量标准水资源 1. 4亿 m

3
,是实现建设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战略目标的保障之

一。同时,对调节长江中下游水源和生态系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具有巨大的生态安全保护价值。

尽管我省药用植物资源调查已有大量且卓有成效的工作, 调查包括井冈山、九连山、官山和庐山等多个

自然保护区
[ 1- 4]

,但对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的调查尚属空白,为保护、合理开发和利用赣江源自然保护区

药用植物资源,笔者经 2008% 2009年实地考察,结合室内标本鉴定和资料整理,对区内主要药用维管植

物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

1 调查研究范围、对象及方法

调查研究范围: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包括赣江源核心区和鸡公岽核心区 )、缓冲区 (包括赣

江源缓冲区和鸡公岽缓冲区 )、实验区和周边居民区。

调查研究对象:分布在调查范围区域内药用维管植物的植物名、地方名、分布范围、资源量和使用情

况等。各物种均采集并制作腊叶标本以进行物种鉴定, 所有标本存放于江西中医学院实验标本室。

调查研究方法:采用野外实地考察为主,结合访问调查、室内标本鉴定及文献查阅和整理的方法,对

研究区域内的药用植物进行统计、分析和归类。

2 结果与分析

2. 1 药用植物种类统计和组成

经统计整理,赣江源保护区药用维管植物共计 183科 604属 1 398种, 其中, 蕨类植物 33科 55属

82种;裸子植物 8科 13属 13种;被子植物 142科 536属 1 303种。其种类组成绝大多数是被子植物,

占赣江源自然保护区总种数的 93. 20%, 与我国药用植物的种类组成一致。

2. 2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参考&中国重点保护植物名录 (第一批 ) ∋[ 5] , 赣江源自然保护区天然分布的国家级重点保护药用植
物有 16种, 隶属 15科, 其中蕨类植物 1科 1种, 裸子植物 3科 3种,被子植物 11科 12种。(级保护的

药用植物有南方红豆杉、伯乐树和银杏 3种, )级保护的有金毛狗脊、福建柏和伞花木等 13种 (表 1)。

载入&中国植物红皮书∋[ 6]的药用植物种类 21种, 其中,濒危 1种, 渐危 8种,稀有 12种 (表 2)。将两名

录综合起来,保护区内共有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28种,隶属 23科。

2. 3 优势药用植物

保护区内药用植物种类繁多,掌握各物种的资源量及开发利用价值是药用植物资源调查的重要内

容之一,可为保护区的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综合各物种资源分布范围、资源量调查及药

用开发价值评估,笔者选择资源丰富并极具开发潜力的主要药用植物:

草珊瑚 [ Sarcandra g labra ( Thunb. ) Naka i], 别名肿节风、九节茶、接骨莲和满山香等,金粟兰科草

珊瑚属植物,在保护区全境内均有分布,资源丰富。草珊瑚全草含黄酮、香豆素、内酯、挥发油、有机酸、

酚类和鞣质等
[ 7- 8]

,民间常用于跌打损伤和风湿性关节炎等疾患的治疗。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草珊瑚具

有抗菌消炎、通经接骨、舒缓压力、提高免疫力及抗溃疡等多种活性
[ 9- 10]
。此外,草珊瑚对多种恶性肿瘤,

如胰腺癌、食道癌、直肠癌和肝癌等也具有潜在抑制作用
[ 11 ]
,具有广阔开发前景,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医

药、保健、食品和日用化工等方面。江西省在草珊瑚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以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医药企业开发了一系列以草珊瑚为主要原料的产品,如草珊瑚含片、

草珊瑚注射液、血康口服液、肿节风片剂 /针剂和草珊瑚牙膏等。此外, 草珊瑚注射液对治疗家禽流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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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赣江源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保护 (第(批 )药用植物

Tab. 1 L ist of national key conservative w ild med icina l p lan ts in Ganjiang R iver Source Na ture Reserve

物种名 Spec ies 科名 Fam ily 保护级别 P rotected c lass

银杏 G inkgo b iloba L. 银杏科 (

南方红豆杉 Taxus chinensis ( P ilge r)

Rehd. va r. mairei ( L em e e t L v .l ) S. Y. H u
红豆杉科 (

伯乐树 B retschneid era sinensis H em s.l 伯乐树科 (

金毛狗脊 Cibo tium barometz ( L. ) J. Sm. 蚌壳蕨科 )

福建柏 Fok ienia hodg ins ii ( Dunn) A. H enry et Thom as 柏科 )

卵叶桂 (卵叶樟 )Cinnam omum rig id issim um H. T. Chang 樟科 )

樟树 C. camphora ( L. ) P resl 樟科 )

华南栲 Castanop sis concinna ( Champ. ex Ben th. ) A. DC. 壳斗科 )

金荞麦 Fagopy rum d ibo try s ( D. Don) H ara 蓼科 )

凹叶厚朴M agno lia off icinalis ( Rehd. e tW ils. )

Cheng subsp. b iloba ( Rehd. etW ils. ) L aw
木兰科 )

毛红椿 Toona ciliata va r. pubescens ( F ranch. ) H and. - M azz. 楝科 )

喜树 Camp totheca acum inata Decne. 蓝果树科 )

野大豆 G lycine soja S ieb. et Zucc. 豆科 )

半枫荷 S em iliquidam bar cathayensis Chang 金缕梅科 )

秃叶黄檗 Phellodendron chinense var. g labriusculum Schne id 芸香科 )

伞花木 Eury corym bu s cavaleriei ( L ev.l ) Rehd. et H and. - M azz 无患子科 )

表 2 赣江源自然保护区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的药用植物

Tab. 2 W ildm ed ic ina l p lan ts that recorded in +China p lant red data book, in Ganj iang R iver Source Nature R eserve

物种名 Spec ies 科名 Fam ily 级别 P ro tected catego ry

华南栲 Castanop sis concinna ( Champ. ex Ben th. ) A. DC. 壳斗科 濒危

福建柏 Fok ienia hodg ins ii ( Dunn) A. H enry et Thom as 柏科 渐危

南方铁杉 T suga chinensis var. tchek iangensis ( F lous) W. C. Cheng& L. K. Fu. 松科 渐危

乐东拟单性木兰 Parakm eria lo tungensis ( Chun e t C. T soong) Law 木兰科 渐危

沉水樟 Cinnam om um m icranthum ( H aya ta) H ayata 樟科 渐危

短萼黄连 Cop tis chinensis F ranch. var. brevisepala W. T. W ang et H siao 毛茛科 渐危

八角莲 Dysosma versip ellis ( H ance) M. Cheng ex Y ing 小檗科 渐危

野大豆 G lycine soja S ieb. et Zucc. 豆科 渐危

秃叶黄檗 Phellodendron chinense var. g labriusculum Schne id 芸香科 渐危

半枫荷 S em iliquidam bar cathayensis Chang 金缕梅科 稀有

青钩栲 Castanop sis kawakam iiH ayata 壳斗科 稀有

白桂木 A r tocarpu s hypargyreus H ance ex Benth. 桑科 稀有

观光木 T soong iodendron odorum Chun. 木兰科 稀有

伞花木 Eury corym bus cava leriei ( L ev.l ) Rehd. e tH and. -M azz. 无患子科 稀有

伯乐树 B retschneid era sinensis H em s.l 伯乐树科 稀有

银鹊树 Tap iscia sinensis O liv. 省沽油科 稀有

银钟花 H alesia macgregorii Chun 安息香科 稀有

独花兰 Changnienia am oena Chien 兰科 稀有

青檀 P teroceltis tatarinow iiM ax im. 榆科 稀有

毛红椿 Toona cilia ta var. pubescens ( F ranch. ) H and.- M azz. 楝科 稀有

喜树 Camp totheca acum inata Decne. 蓝果树科 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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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风湿痹痛、仔猪下痢、畜禽霍乱等疾病的平均治愈率可高达 93. 30%
[ 12]
,对猪的风湿症和生产瘫痪

也具有较好效果
[ 13 ]
。草珊瑚在防治畜禽疾病方面的功效符合我国大力提倡绿色畜牧养殖业的发展方

向,具有较大开发利用潜力
[ 14]
。另一方面,草珊瑚因具有观赏价值高、适应性强、无病虫害等优点,在园

林绿化领域也逐步突显良好的开发应用前景
[ 15]
。

显齿蛇葡萄 [Ampelopsis grossed entata (Hand.- M ass. ) W. T. W ang] ,为葡萄科蛇葡萄属多年生藤本

植物, 在保护区内广泛分布,资源蕴藏量大。其茎叶性味甘淡,富含蛋白质、胡萝卜素、VE和膳食纤维等

营养元素及钙、镁、铁等微量元素。民间多以其嫩茎叶制成茶叶,称 #藤茶 ∃或 #甜茶藤 ∃等, 是典型的药

食两用植物。显齿蛇葡萄主要成分是以二氢杨梅素为代表的黄酮类,对呼吸道致病菌如葡萄球菌、肺炎

球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等均表现出抗菌效果
[ 16]
。同时, 具有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抗肝炎病

毒和抑制癌前病变的作用
[ 17 - 18]

。活性成分二氢杨梅素对牛奶中常见的牛奶酸败菌和青霉菌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其效果优于同等浓度的防腐剂苯甲酸,可作为天然防腐剂应用于乳制品以及易染霉菌和细菌

食品的保存。二氢杨梅素还具有止咳、镇痛、消脂、保肝、降血压、抗肿瘤和调节血糖血脂等多种生理活

性
[ 19- 21 ]

。此外,二氢杨梅素作为天然抗氧化剂也具有良好开发前景
[ 22 ]
。因此,显齿蛇葡萄在食品、药

品和保健品等方面均具有较大开发价值。

绞股蓝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Thunb. ) M ak ino], 又名七叶胆和五叶参等, 为葫芦科绞股蓝属

药用植物,其主要成分包括皂苷、氨基酸、黄酮、多糖和多种无机元素等,目前分离的皂苷共 80多种, 其

中 6种与人参皂苷相似,被誉为 #南方人参∃。药理与临床研究表明,绞股蓝具有抗肿瘤、抗疲劳、降血

脂、降血糖、保肝护肝及提高免疫力等作用
[ 23- 26]

。通过抗炎和抗氧化等机制可调节血脂代谢、抗动脉粥

样硬化、防治代谢综合征和糖尿病等,对早期糖尿病和肾病的治疗也具有一定疗效
[ 27- 28]

。此外, 绞股蓝

作为植物性饲料添加剂,具有增强动物机体免疫力、增加食欲、促进生长发育和抗传染病等独特生理功

能
[ 29]
,其成本低、效益高且无副作用的特点符合当代饲料添加剂的发展趋势, 在养殖业 (肉鸡、蛋鸡、猪

和肉兔等 )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值得开发和推广
[ 30]
。

华麻花头 [ Serratula chinensis S. M oore],别名鸭麻菜和升麻,为菊科麻花头属植物,在石城保护区横

江林场海拔 400~ 1 000 m的区域有大面积分布, 为部分群落草本层的优势种,资源量非常丰富。麻花

头属植物普遍含有植物蜕皮甾体类成分, 华麻花头根部主要含有蜕皮甾酮类和神经酰胺类成分
[ 31- 32]

。

蜕皮甾酮属昆虫生长代谢调节激素, 主要应用于补肾阳、降血脂、抗菌消炎和抑制肿瘤等方面,对急性脑

损伤和脑梗死也有保护作用
[ 33- 34]

,还能显著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治疗风湿性心脏病和急性关

节炎等。体外培养试验表明,蜕皮甾酮能促进人表皮细胞分化, 系很好的护肤化妆品添加剂。此外, 蜕

皮激素也被用于养蚕业增加茧量、用于虾蟹的养殖提高产量及外用杀虫剂等。华麻花头另一主要成分

神经酰胺是角质层细胞间脂质的主要组成成分,在调节皮肤生物活性及表皮生理功能方面起重要作用,

可望成为治疗皮肤病的新途径
[ 35 ]
。同时,神经酰胺在皮肤角质层中主要起保湿、隔离、美白和抗衰老作

用,这些作用使其成为化妆品的新型高级生物活性添加剂,在化妆品中发展前景良好
[ 36]
。因而, 华麻花

头在医药保健、农药化工和化妆品等方面都具有潜在开发价值。

小鱼仙草 [Mosla dianthera ( Buch.- Ham. ) M ax im. ] , 为唇形科荠苧属药用植物,全草入药,可用于

感冒发热、高烧中暑、皮肤瘙痒、跌打损伤和疟疾、便秘、内痔等症的治疗,对肾炎水肿和肺积水等症也有

良好疗效。从该物种中提取的植物精油具特异的青草香气, 芳香宜人, 且含大量天然防腐除菌有效成

分,可添加于除菌型化妆品、洗涤香皂和牙膏等。此外, 小鱼仙草水提物对哮喘、鼻窦炎和风湿性关节炎

等引起的过敏性疾病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 37]
。因而在食品、香精香料和医药领域在等方面均具有开发

利用价值
[ 38]
。

山香圆 (Turp inia arguta Seem ) ,省沽油科山香圆属植物,为保护区内分布的常见药用植物。其主要

化学成分总黄酮的抗炎和镇痛作用效果明显
[ 39]
,临床上主要用于扁桃体脓肿、扁桃体炎和咽喉炎等的

治疗。也有研究表明其总黄酮对佐剂关节炎 ( adjuvant arthr itis) 具有显著疗效
[ 40]
。目前已开发的产品

包括山香圆片、山香圆颗粒和山香圆含片等,药材需求量大, 可重点开发。

山蜡梅 ( Chimonanthus nitens O liv. ) ,别名亮叶蜡梅, 为我国特有的蜡梅科蜡梅属植物,在保护区的

山坡、路边和疏林等开阔地带广泛分布,资源丰富。叶入药,具有解表祛风、清热解毒之功效, 为传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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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草药。民间多用来泡茶饮以防治感冒, 目前已开发出蜡梅叶颗粒、山蜡梅叶口服液和山蜡梅叶片等产

品,用于风热感冒、发热、恶寒和咽痛等症的治疗。此外,山蜡梅对减缓小鼠体重增长、抑制食欲及减少

体脂等具有明显效果,未来可用于减肥产品的开发
[ 41 ]
。

3 药用植物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建议

在全面调查保护区内药用植物的种类、分布和资源量的基础上, 结合市场需求状况,制定资源保护

和开发利用的方案,做到保护与利用并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是资源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根据

赣江源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的现状和特点,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 1 加强环境与资源的保护

赣江源自然保护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 其中包括

许多珍稀药用植物种类,但多数都处于稀有和濒危状态。主要原因是当地大力发展毛竹产业,毛竹林开

发毁坏大片林地资源,林内生物多样性减少,过于频繁的人为干扰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由于珍稀濒

危植物对生境要求严格,分布范围狭窄,加之数量稀少,因此, 采取有效措施 (如禁止开山毁林和过度采

挖等 ), 保护生态环境和种质资源, 确保物种多样性是目前的首要任务。要按照国家&中药现代化发展

纲要∋要求, 在充分利用资源的同时,保护资源和环境,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特别要注意对濒

危和紧缺中药材资源的修复和再生, 防止流失、退化和灭绝,保障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中药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严禁在核心区和缓冲区开发利用药用植物, 只能在试验区和居民活动区进行适度开发。

在加大濒危物种保护的同时,应以同样的力度加大对正在利用和今后新开发利用 #资源物种 ∃的管理,

对现有野生药材资源进行普查和实时的动态管理。自然保护区生态资源的严格管理,不仅可以有效保

护区内亚热带物种的代表性动植物资源, 而且对于赣江源头优质水资源保护、防御和减少各种自然灾害

的发生都具有重要意义,其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无法估量。

3. 2 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地方优势资源

保护区内某些药用植物资源丰富,但过度依靠野生资源, 易对生境造成破坏。因此,结合该山区自

然条件特点,对资源量丰富、具有重大开发潜力的药用植物种类 (如草珊瑚、华麻花头、显齿蛇葡萄、山

蜡梅和绞股蓝等 )可进行大力开发;对开发潜力大但缺乏资源优势的种类开辟引种栽培区,模拟野生条

件进行人工种植,可有效解决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使资源得到持续利用。另一方

面,有些药用植物 (如栀子、鼠麴草、枸杞、虎杖和杨梅等 )同时具有药用、食用和提取色素等多种效用,

对药用植物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和利用,开发药食兼用的药用野菜植物、药用观赏植物和食用色素类植物

将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但应避免毁灭式开发和掠夺式经营。此外, 随着世界能源危机的加剧, 生物质能

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当今国际上的一大热点, 五节芒、油桐、黄连木和棕榈等能源植物等在保护区内资

源丰富,可开展这些植物的培育技术和良种选育研究,进而建立合理开发利用的途径和模式。

3. 3 建立完善的保护区管理体制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以分类型管理为基础,表现出分级管理和分部门管理的突出特点。根

据保护区的实际情况,首先要明确自然保护区的性质和功能, 是属于严格保护类、适度利用类还是可持

续利用类,据此制定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资源开发策略。其次,保护区目前的工作人员知识和专业结构不

尽合理,制约了保护、监测和科研活动的开展, 应尽快建立一支训练有素、业务精通、善于管理的人员队

伍。要达到有效管理保护区生态资源的目的, 就要规范和加强野外巡查制度,也要改善职工工作生活条

件,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在保护区应加大对当地居民的宣传力度及与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增强群众保护生态环

境及珍稀植物资源的意识。当然,保护区的管理既要充分考虑主要保护对象的生态需要, 又要兼顾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妥善处理与保护区内及周边社区村民的关系,推动保护区管理

保护工作的开展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做到科学规划、有效管理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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