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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不同气候特征与药用植物地理分布的关系& 为药用植物的生产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根据四川气象站点数据和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数据&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H-'?M;P*+C+,L'M:;K+', \>JK-:& H6\%平台&

以空间可视化方式研究四川地区的气候特征和药用植物地理分布& 并分析各区域药用植物地理分布特点和评价不同

地区药材多样性) 结果& 四川地区按地形地貌分为四川盆地*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三大区域) 四川盆地冬暖夏热&

气温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降水丰富& 湿度较大& 多阴雨天气& 全年日照时间很短( 攀西地区年均气温较高& 冬季温

暖夏季清凉& 降水集中在东部地区& 光热资源丰富( 川西高原全年温度较低& 降水较少& 光照丰富) 基于第三次中

药资源普查数据及访谈调查得到四川药材分布图& 四川盆地药用植物物种多样性最高& 其次是攀西地区和川西高

原) 结论& 四川地区药用植物资源丰富& 各地域地貌和气候特征不同导致药用植物数量和种类有差异& 应根据不同

地域特点进行资源保护和开发)

!关键词"%药用植物( 地理分布( 气候特征( 四川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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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是影响植物分布的重要因素& 中药材的品

质和药效与其生长的地域环境密切相关+#9!,

) 药用植

物的分布与气候的关系在国内外广受关注+F,

& 深入

研究区域气候特征& 分析药用植物分布模式& 对保

护当地药用植物资源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 也对当

地药用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有着重要的指导

作用+V,

)

四川位于中国大陆西南腹地& 自古就有 "天府

之国# 之美誉) 四川地势西高东低& 地貌复杂& 气

候差异显著& 高原山地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并存)

复杂的气候条件造就了四川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

四川药用植物种类繁多& 达 VE"" 余种& 产量约占全

国的 #T#"& 是我国药材的主要产区& 历来有着 "中

药之乡#* "无川不成方# 的美誉+E9U,

) 近年来许多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四川地区药用植物资源调查与保

护* 药用植物人工栽培与病虫害防治* 药用植物地

理分布等多个方面作出研究+79#",

) 本文通过分析四

川地区不同气候特征& 探究区域气候与药用植物地

理分布规律的关系& 为药用植物资源保护和规划以

及引种栽培* 选址提供参考)

89材料及方法

8;8 材料

#0#0# 研究区概况%四川介于东经 D7n!#bd#"$nFFb

和北纬 !Un"FbdFVn#Db之间& 位于中国西南腹地&

地处长江上游& 面积为 V$0U 万 Z:

!

) 四川省地势西

高东低& 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地形复杂多样) 其中&

位于东部的四川盆地地区以山地为主& 而西南地区

位于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系中段& 地貌类型为中山

峡谷& 西北地区为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

部分& 地面海拔 V""" :左右) 因此& 根据地形地貌

将四川省分为三大研究单元' 东部是完整的四川盆

地& 西部是高山* 高原& 西南部是中山* 宽谷* 山

原和盆地& 三者高差悬殊& 地貌差异明显+##,

) 四川

季风气候明显& 雨热同期& 受地理纬度和地貌影响&

东西部差异显著& 气候垂直变化大+#!9#V,

) 四川复杂

多变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 为植物提供了多样的

生长环境& 从而孕育了四川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

#0#0! 数据来源%四川气候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科

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 *KKP' TT(;K;0C:;0C,T%& 为

!"""1!"#V 年监测数据的平均值& 包括年均温* 年

降水* 活动积温* 湿度* 日照* 一月最低温* 一月

平均温* 七月最高温* 七月最低温& 共 D 个气候因

子) 四川高程数据来自于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

台$ *KKP' TT===0?-'(;K;0C,T%) 四川省药用植物资

源分布数据主要来源于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资料&

此外根据访谈调查对其进行补充)

8;< 研究方法

#0!0# 研究区域划分%基于四川地区地形地貌以及

四川气候分异特点& 结合四川省行政区划图& 将四

川地区划分为四川盆地* 攀西地区* 川西高原三大

区域$图 #%)

图 89四川地区区域划分

#0!0! 四川地区气候特征%四川省气候数据是利用

地理信息系统的栅格数据空间分析功能& 通过对四

川地区的气象站点观测值的离散数据进行栅格插值

运算生成表面& 得到四川地区气候特征分区图$图

!%) 本文采用的插值方法为反距离权重插值法

$6_a& +,O-MJ-(+JK;,C-=-+?*K-(%& 6_a以插值点与

样点间的距离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 插值点越近的

!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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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S年降水( /0年均温( C0一月平均温( (0一月最高温( -0七月平均温( L0七月最高温( ?0活动积温( *0高程( +0湿度( A0

日照

图 <9四川地区气候特征图

样点赋予的权重越大) 其插值公式如下'

设平面上的离散点的坐标值为 N

3

& Q

3

& I

3

&

$3l#& !& 3& 0%& 根据周围离散点的值& 通过加

权值求I点值& 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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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F 四川地区药用植物空间分布及物种多样性分

析%依据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资料及访谈调查& 得

到四川地区主要药材的空间分布图$图 F%& 根据该

图计算四川各地区的药材种类丰富度& \+:PJ', 物种

多样性指数和 \*;,,',9a-+,-M指数) 鉴于四川盆地

和川西高原地区面积远远大于攀西地区& 因此取样

方时在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地区各取两个样方& 在

攀西地区取一个样方) 药用植物种类丰富度 \ 用所

在样方内的物种数表示& \+:PJ', 物种多样性指数 _

基于公式_l# c

$

$,

+

T3%

!计算得到& ,

+

表示第+个

物种的个体数& 3表示全部物种的个数 $图 F %)

\*;,,', ca-+,-M指数 ^ 基于 ^ l c

$

$ X+%

$2'?!X+%& X+l样品中属于第 +种的个体的比例& 如

样品总个体数为 3& 第 +种个体数为 ,+& 则 X+l

,+T3)

图 =9四川地区主要药材产地图

<9结果

<;8 四川地区气候特征

分析图 ! 可知& 四川盆地常年温暖湿润& 冬暖

夏热) 四川盆地地形闭塞& 气温明显高于同纬度其

他地区& 尤其在冬季& 由于冷空气受到北方秦岭大

巴山的阻隔& 四川盆地大部分地区一月平均气温在

E d#! o& 一月最低温在 " dU o以上& 比同纬度的

长江中下游地区温度高许多& 与广东北部相当) 盆

地气温东高西低& 南高北低& 盆底高边缘低& 等温

线分布呈同心圆状) 盆地边缘山地气温呈现出垂直

地带性分布特点& 随着海拔的升高& 气温逐渐降低)

攀西地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 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

攀西地区年均气温较高& 年均温在 #" d!" o& 冬季

温暖夏季清凉& 一月气温略低于四川盆地& 七月气

温远低于四川盆地& 气温年较差小) 攀西地区降水

量较四川盆地少& 为 $"" d#!"" ::& 降水主要集中

在东部) 川西高原为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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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 位于青藏高原东侧& 雅安的邛崃山脉以西)

从高程图上可以看出& 川西高原地面海拔 V""" :以

上& 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 是四川省地势最高的

地区)

<;< 四川地区药用植物空间分布及物种多样性分析

依据图 F 可以看出& 四川地区药用植物资源丰

富& 全省范围内均有药用植物分布) 其中四川盆地

是四川省药材的主产区& 其代表性的野生药材基源

植物主要有麦冬 C?>3*?*7*0 <$?*035.8$W+,,0L0%Y-M9

H;=20* 天南星 L+38$%4$ >%#%+*?>'//.442B:-* 前胡

!%.5%1$0.4?+$%+.?#*+.4_B,, 等& 家种药材基源植

物主要有川芎 (37.8#35.45>.$0D3*07 '̂MK0* 川赤芍

X;-',+;O-+KC*++W>,C** 川乌 L5*03#.45$+435>$%/3_-9

/<0* 郁金=.+5.4$ $+*4$#35$ \;2+J/0* 川白芷L07%/3B

5$ $0*4$/$ W;22-:0* 桔 梗 !/$#'5*1*0 7+$013,/*+.8

$h;CR0%50_)0* 川明参=>.$04308>%0 ;3*/$5%.4\*-*

-K\*;,* 云木香 "$.88.+%$ 5*8#.8$.;2C0%W+P-C*0等)

攀西地区野生药用植物主要有川黄檗 !>%//*1%01+*0

5>30%08% \C*,-+(0* 滇 黄 芩 "5.#%//$+3$ $4*%0$

)0̂0aM+?*K0* 金 铁 锁 !8$44*83/%0% #.035*31%8

a0)0aB -K)0G0aB* 补骨脂 !8*+$/%$ 5*+'/3,*/3$

W+,,0& 家种药材基源植物主要包括川续断 63?8$5.8

$8?%+*31%8)0G0)*-,?-KQ0&05+* 茯苓 !*+3$ 5*5*8

$\C*=0% ='2L* 半夏 !30%//3$ #%+0$#%$Q*B,/0% 4M-+K0

等) 川西高原野生药材基源植物主要分布有川贝母

A+3#3//$+3$ 53++>*8$ _0_',* 川黄连 =*?#385>30%0838

.M;,C*0* 羌 活 -*#*?#%+'73.4 30538.4 Q+,? -<

0̂Q0)*;,?* 冬虫夏草 =*+1'5%?8830%0838$ 4-MZ0%

\;CC* 大黄 F>%.4*,,530$/%4;+220& 家种药材主要包

括杜仲G.5*443$ ./4*31%8[2+O-M* 党参=*1*0*?838?3B

/*8./$ $.M;,C*0% 3;,,L0* 猪苓 !*/'?*+.8.4)3//$#.8

$X-MJ%.M0等)

分析不同区域的丰富度& 物种多样性指数和

\*;,,',9a-+,-M指数发现& 四川地区药材种类丰富

度& 物种多样性指数和 \*;,,',9a-+,-M指数均较高&

但不同地区存在差异) 如图 F 所选 E 个区域的药材

种类丰富度& \+:PJ', 物种多样性指数和 \*;,,',9

a-+,-M指数排列顺序均为
&

j

'

j

(

j

)

j

*

) 四

川盆地和川西高原面积较大& 但四川盆地的
(

区和

&

区各项指标远大于川西高原的
)

区和
*

区& 四川

盆地
(

区的各项指标略低于攀西地区
'

区& 但其
&

区大于攀西地区
'

区& 因此总体而言& 四川盆地物

种丰富度最高& 其次是攀西地区& 川西高原北部居

中& 川西高原南部药材种类丰富度& 物种多样性指

数和 \*;,,',9a-+,-M指数最低)

图 >9四川地区药用植物物种丰富度评价

四川地区幅员辽阔& 地形复杂& 横跨亚热带*

温带* 寒带气候& 野生植物丰富* 药材栽培历史悠

久& 据统计& 四川地区药材种类多达 VE"" 余种& 其

中& 四川盆地药材种类最多& 其次是攀西地区* 川

西高原) 四川盆地约分布有 !""" 余种& 药材产量占

全省的 U"g& 四川盆地气候温暖湿润& 植被丰富&

分布的药材大部分是阴生植物& 少数是喜阳植物(

攀西地区分布药材约 #$"" 余种& 约占全省的 F"g&

该地区光热资源丰富& 分布的药材主要是喜光& 喜

湿& 耐阴的植物( 川西高原地区植被脆弱& 但分布

有种类较多的动物药及其他类药材& 此外该地区温

度低降水少& 还分布了一些耐阴耐寒不耐高温的

植物)

=9讨论

=;8 四川地区气候特征

四川盆地位于长江上游& 四川省东部及重庆市

西部& 四周被海拔 !""" dF""" :的山脉和高原所环

绕) 四川盆地位于高原大地形与中国东部平原过渡

带& 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四川盆地既受东亚季风和印

度季风的影响& 同时又受到青藏高原大气环流系统

的影响) 四川盆地年降水量在 #""" d#F"" ::& 盆

地边缘山地降水尤为丰富& 这是由于来自海上的暖

湿气流遇山体阻隔& 被迫抬升冷却& 达到饱和后形

成大量降水) 四川盆地东南部海拔相对较低& 西北

部山地海拔相对较高& 导致水汽容易进入而不容易

散失& 因而四川盆地湿度较大& 多阴雨天气& 全年

日照时间很短) 攀西地区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 由

于焚风效应的影响& 西部降水较少且空气湿度很低&

!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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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干热河谷的独特气候环境) 攀西地区日照充足&

年日照时间均在 !""" * 以上& 其光热资源优势对植

物的生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川西高原总体上以寒温

带气候为主& 全年温度较低& 冬季受冷高压影响&

天气晴朗& 日照丰富) 降水较少& 年降水量为 V"" d

D"" ::) 川西高原气候总体特征是河谷干暖& 山地

湿冷& 光照丰富& 降水量少)

=;< 四川地区药材分布

四川东部的四川盆地气候温暖湿润& 冬暖夏热&

适宜于绝大多数喜温暖湿润气候的植物生长& 是四

川省家种药材的主产区& 种植面积占全省的 U"g左

右) 该地区药材分布密集& 种类繁多& 有根茎类&

种子类以及花类& 代表品种有川芎* 麦冬* 白芍等)

其中& 川芎是四川著名的道地药材& 年产量占全国

的 $"g以上& 川芎喜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日照充

足而又较湿润的环境+#E,

& 主要种植于四川盆地西部

边缘& 由成都平原向川西高原过渡的中山区& 主产

于都江堰市$原名灌县%* 柴县* 彭县* 新都等地)

麦冬喜温暖湿润& 降雨充沛的气候条件& 在 E d

F" o正常生长& 最适温度为 #E d!E o

+#U9#7,

& 四川

盆地夏季高温多雨& 非常适宜麦冬的生长& 麦冬主

要分布在四川绵阳市和三台县& 年产量占全国 !"g

以上) 鉴于该地区药用植物种类多且产量丰富& 建

议对该地区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有计划地进行开发利

用& 对市场需求量较大的药材可进行大规模的规范

化栽培& 以满足市场需求)

攀西地区地势较高& 地貌特征是山原峡谷& 山

高谷深* 盆地交错) 年气温较高& 冬季温暖夏季清

凉& 光热资源丰富& 该地区分布的药用植物种类也

较多& 既有亚热带药材也有温带药材& 以野生的多

年生根类药材为主& 这些药用植物的特点主要是喜

温暖而潮湿的环境& 怕严寒和酷暑& 代表品种天麻*

茯苓* 金铁锁& 川续断等) 其中& 天麻来源于兰科

天麻属植物天麻的根茎& 用于治疗头痛眩晕* 癫痫*

破伤风* 小儿惊风等症+#$,

& 是市场需求量较大的名

贵中药& 天麻适宜于冬暖夏凉的气候& 不耐严寒与

酷热& 喜半阴和潮湿的环境& 西南一带所产的天麻

质量尤佳& 是著名的道地药材+#D,

) 该地区药材资源

丰富& 且多为生长年限较长的贵重药材& 建议先进

行合理规划再采挖& 还可进行人工抚育及栽培管理)

川西高原是四川地区地势最高处& 主要地貌是

高山高原) 因此& 全年温度较低& 降水较少& 光照

丰富& 分布于该区域的药用植物种类多数为高原植

物& 以多年生宿根性草本为主& 代表性药用植物有

川贝母* 冬虫夏草* 秦艽* 羌活等) 其中& 冬虫夏

草又名虫草& 是我国民间惯用的一种名贵滋补药材&

生长在高寒山区& 分布在海拔 FE"" dVE"" :以上的

高山草地灌木带* 草甸和灌丛草甸等处的草坡和雪

山上+!",

& 在四川省除南部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均有分

布& 川西高原是其分布中心) 川贝母喜冷凉气候条

件& 具有耐寒* 喜湿* 喜隐蔽的特点+!#,

& 生长在温

带高山* 高原地带的针阔叶混交林* 针叶林* 高山

灌丛中& 广泛分布于川西高原的大部分地区& 攀西

地区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 由于该地区药用植物年

生长期较短& 生长较为缓慢& 资源自然更新率较低&

对该区域蕴藏量小的珍稀药用植物资源& 建议通过

使用组织培养技术以及建立特色药材生产基地进行

产业化开发)

>9结论

本文基于地区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 将四川地

区划分为三大区域' 四川盆地&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

原) 其中& 四川盆地位于四川地区东部& 四周高中

部低& 地形闭塞& 气温高于同纬度地区& 冬暖夏热&

年降水量大& 多阴雨天气& 日照时间短( 攀西地区

位于四川西南部& 包括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

花市& 年均气温较高& 冬季温暖夏季清凉& 降水集

中在东部地区& 光热资源丰富( 川西高原位于四川

西北部& 海拔在 V""" :以上& 地势西北高& 东南

低& 包括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

全年温度较低& 降水较少& 光照丰富)

四川地区地貌复杂和气候多样孕育了四川丰富

的药用植物资源) 基于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数据&

并通过近些年我们对四川药材调查经验的总结& 得

到四川地区主要药材的空间分布图& 分析其物种多

样性可知四川盆地物种最丰富& 其次为攀西地区&

最后为川西高原) 据统计& 四川盆地药材产量占全

省的 U"g左右& 攀西地区占 F"g左右& 川西高原地

区药用植物分布较少) 从气候特点可知& 四川盆地

温暖湿润& 冬暖夏热& 因此药材分布密集& 主要是

适宜于温暖湿润的气候的药材& 代表品种有川芎*

麦冬* 川乌等( 而攀西地区年气温较高& 冬季温暖

夏季清凉& 较高的 # 月最低温保证了植物的越冬需

要& 是植物栽培的必要条件& 降水集中在东部地区&

光热资源丰富& 以野生药用植物为主& 分布的主要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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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耐低温& 喜湿的一些药用植物& 主要有天麻*

茯苓* 川牛膝等( 川西高原全年温度较低& 降水较

少& 光照丰富& 主要分布的是不耐高温& 喜光的药

用植物& 如川贝母* 冬虫夏草* 秦芄* 羌活等)

此外& 本文还分析了主要药用植物川芎* 麦冬*

天麻* 川贝母* 冬虫夏草等的生长习性及地理分布

模式& 不同地区的气候特征导致不同的药材资源&

气候与植物生长有着密切的统一性& 这与相关文献

报道一致+!!,

) 本文首次从区域气候特征和药用植物

资源分布情况两方面来论述四川地区药用植物资源

分布与自然生态环境间的关系& 旨在为当地药用植

物资源保护和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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