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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是蒙中药材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内蒙古自治区蕴藏着丰富的药用植物种质资
源，然而，由于野生资源乱采滥挖严重，导致了遗传多样性的损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长期对种质研究

的不重视，蒙中药材只种不选，导致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匮乏并且种质混杂、退化现象严重，进而严重影响内蒙古自

治区蒙中药材的质量和产量。本文通过对全区种质资源现状进行分析，指出现存问题和所关注重点，提出相应的建

议对策，旨在引起相关行业科研工作者的重视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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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内蒙古自然资源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的北部边疆，由东北向

西南斜伸，呈狭长弧形，横跨中国东北、华北、西

北，横跨经度约 ２８°，占我国疆域总面积近八分之
一，是中国第三大省区。气候、地形、水文和土壤

条件是影响区域内植被多样性的能量和物质因素。

内蒙古自治区具有明显的温带大陆性气候特点，热

量分布从东北向西南逐渐增加，气温春季骤升，秋

季剧降，夏季温热，冬季严寒。剧烈的温差影响着

区域内植物体内物质积累。内蒙古自治区全年日照

总时数约为２５００～３４００ｈ，日照百分率达到５５％ ～
７８％，是我国日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利于植物
生长发育。区域内以高平原地形为主，西部的合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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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龙首山、贺兰山向东与阴山山脉及大兴安岭相

连，构成外缘山地，成为制约各项自然要素从东北

到西南呈带状分布的一条重要的自然界限［１］；东部

与我国东北的森林区和草原区相连，其药用植物多

喜湿润且耐寒性较强，西部与甘肃河西走廊及新疆

的荒漠区相接，其药用植物喜光且耐旱性较强。内

蒙古自治区从东到西横跨温带湿润区、半湿润区、

半干旱区、干旱区和极端干旱区，相应的土壤分布

自东向西依次为黑钙土、栗钙土、棕钙土、漠盖土

和灰棕色荒漠土［２］。内蒙古自治区地形复杂，气候

多样，形成的各种自然小气候影响着药用植物种质

资源的分布。中国中药系统将我国分为９个一级中
药区和２８个二级区。内蒙古自治区占据着 Ｉ区（东
北寒温带、中温带野生、家生中药区）、ＶＩ区（内蒙
古中温带野生中药区）和 ＶＩＩ区（西北中温带、暖温
带野生中药区）３个一级中药区以及 ６个二级中药
区［３］，具有独特的药用植物种质资源。

２　内蒙古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现状

２１种质资源丰富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是各个国家重要的生物战略

资源，珍贵的药用植物基因资源也是各国争夺的对

象［４］。内蒙古自治区拥有的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十分

丰富。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进行中，２０１２年至
今）结果显示，内蒙古自治区５２个旗县野生药用植
物有１５６６种，分属１２６科６２６属（见表１）。这些种
质资源分布在内蒙古山地地带（包括大兴安岭北部、

大兴安岭北段东坡、燕山山脉北部、阴山山地及贺兰

山山地）、丘陵平原及草原地带（大兴安岭西部的山前

丘陵、乌兰察布高原、蒙古高原草原、西辽河平原草

原、燕山北麓丘陵平原及阴山南部丘陵草原）和荒漠

地带（鄂尔多斯高原中西部至阿拉善的整体区域）［５］。

由于地形复杂，内蒙古自治区除了常见的药用

植物种质（如黄芪、锁阳、黄芩、枸杞子、甘草、麻

黄、防风、赤芍、银柴胡、知母、苍术）外，还分布

有特有药用植物种质，如贺兰山的羽叶丁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
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ｏｌｉａＨｅｍｓｌ、肉苁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Ｍａ、
阴山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ｙｉｎｓｈａｎｉｃｕｍＺＸｕｅｔＨＣＦｕ
等。蒙医药在民族医药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东北及西

北的蒙族聚居地主要依赖蒙医药医治疾病，区域内共

有蒙药９２６种，常用５００余种，民族专用药２６０种。
具有民族特色的蒙药种质有：窄叶蓝盆花 Ｓｃａｂｉｏｓａ
ｃｏｍｏｓａＦｉｓｃｈｅｘＲｏｅｍｅｔＳｃｈｕｌｔ、沙棘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Ｌｉｎｎ、金莲花Ｔｒｏｌｌｉ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紫
筒草Ｓｔｅｎｏｓｏｌｅｎｉｕｍｓａｘａｔｉｌｅ（Ｐａｌｌ）Ｔｕｒｃｚ、狼毒Ｓｔｅｌｌｅｒａ
ｃｈａｍａｅｊａｓｍｅＬｉｎｎ、苦豆子 Ｓｏｐｈｏｒａ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Ｌ
等，蒙汉共用药材有４００余种，各民族药物之间也
有相互交融，如１０％的蒙药出自藏药［６］。

内蒙古自治区的野生药用植物种质蕴藏量在西

部地区以鄂尔多斯市最大，其次为阿拉善盟、巴彦

淖尔市，西部区域药用植物以肉苁蓉、锁阳、甘草、

麻黄等为主；在东部地区以大兴安岭西侧的呼伦贝

尔盟、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和赤峰市较多，主要分

布有防风、赤芍、黄芩、知母等［６］。栽培药材集中

于黄河河套平原以东的丘陵地区，如包头市、巴彦

淖尔市、赤峰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种植品种

有甘草、麻黄、防风、黄芩、黄芪、桔梗、知母、

赤芍、苍术、沙棘、枸杞等４０余种，其中枸杞、蒙
古黄芪、赤芍、北沙参、桔梗等大宗药材种植面积

均达３３３３３３ｈｍ２以上［５］。

表１　内蒙古区域内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概况
科名 属名 种数

松科 冷杉属、落叶松属、松属、云杉属 ６

柏科 侧柏属、刺柏属、圆柏属 ７

杨柳科 柳属、杨属 １９

木兰科 五味子属 １

壳斗科 栎属 ２

麻黄科 麻黄属 ６

榆科 朴属、榆属 ６

桑科 大麻属、草属、桑属 ６

荨麻科 墙草属、荨麻属 ５

檀香科 百蕊草属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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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科名 属名 种数

桑寄生科 槲寄生属 １

紫茉莉科 紫茉莉属 １

蓼科 大黄属、何首乌属、蓼属、木蓼属、荞麦属、酸模属 ３９

茄科 蕃茄属、枸杞属、辣椒属、曼陀罗属、泡囊草属、茄属、酸浆属、天仙子属 １８

藤黄科 金丝桃属 ４

酢浆草科 酢浆草属 １

蒺藜科 霸王属、白刺属、蒺藜属、骆驼蓬属、四合木属、驼蹄瓣属 １１

亚麻科 亚麻属 ４

堇菜科 堇菜属 ２０

千屈菜科 千屈菜属 １

苦木科 臭椿属 １

远志科 远志属 ２

槭树科 槭属 ４

无患子科 文冠果属 １

凤仙花科 凤仙花属 ３

卫矛科 卫矛属 ３

鼠李科 鼠李属、枣属 ７

葡萄科 葡萄属、蛇葡萄属 ５

五加科 五加属 １

椴树科 椴树属 ２

瑞香科 草瑞香属、狼毒属 ２

胡颓子科 胡颓子属、沙棘属 ２

白花丹科 补血草属、驼舌草属 ５

木犀科 腀属、丁香属、女贞属 ７

龙胆科 百金花属、扁蕾属、喉毛花属、花锚属、假龙胆属、肋柱花属、龙胆属、睡菜

属、芇菜属、翼萼蔓属、獐牙菜属
２４

夹竹桃科 罗布麻属 １

花蔺科 花蔺属 １

眼子菜科 水麦冬属、眼子菜属 ６

花芌科 花芌属 １

薯蓣科 薯蓣属 １

鸢尾科 射干属、鸢尾草属、鸢尾属 １５

马鞭草科 牡荆属、莸属 ２

鸭跖草科 鸭跖草属 １

兰科 兜被兰属、红门兰属、角盘兰属、鸟巢兰属、蜻蜓兰属、杓兰属、舌唇兰属、手

参属、绶草属、沼兰属

１２

天南星科 菖蒲属、天南星属 ２

紫葳科 角蒿属、梓属 ２

黑三棱科 黑三棱属 ２

狸藻科 狸藻属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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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科名 属名 种数

车前科 车前属 ５

美人蕉科 美人蕉属 １

败酱科 败酱属、缬草属 ７

石竹科 无心菜属、繁缕属、孩儿参属、剪秋罗属、卷耳属、米努草属、拟漆姑草属、漆姑草

属、石头花属、石竹属、蝇子草属、种阜草属

４６

藜科 滨藜属、虫实属、地肤属、戈壁藜属、假木贼属、碱蓬属、藜属、沙蓬属、梭梭属、

驼绒藜属、雾冰藜属、盐角草属、盐生草属、盐爪爪属、轴藜属、猪毛菜属

４４

苋科 牛膝属、千日红属、苋属 ８

桦木科 虎榛子属、桦木属、榛属 ５

毛茛科 白头翁属、侧金盏花属、翠雀花属、翠雀属、飞燕草属、碱毛茛属、金莲花属、蓝堇

草属、类叶升麻属、耧斗菜属、驴蹄草属、毛茛属、芍药属、升麻属、水毛茛属、唐

松草属、铁线莲属、乌头属、银莲花属

８９

小檗科 小檗属 ６

防己科 蝙蝠葛属 １

睡莲科 莲属、睡莲属 ２

金鱼藻科 金鱼藻属 １

马兜铃科 细辛属 １

景天科 八宝属、红景天属、景天属、瓦松属 １４

虎耳草科 茶子属、茶镳属、红升麻属、虎耳草属、金腰属、梅花草属、山梅花属、绣球属 １５

蔷薇科 樱属、草莓属、稠李属、地蔷薇属、地榆属、花楸属、假升麻属、梨属、李属、龙芽

草属、路边青属、绵刺属、苹果属、蔷薇属、山莓草属、山楂属、桃属、委陵菜属、

蚊子草属、杏属、绣线菊属、悬钩子属、子属、樱属、沼委陵菜属、珍珠梅属

９６

豆科 百脉根属、菜豆属、草木犀属、车轴草属、刺槐属、大豆属、甘草属、胡枝子属、槐

属、黄耆属、鸡眼草属、棘豆属、锦鸡儿属、苦马豆属、两型豆属、落花生属、米口

袋属、苜蓿属、沙冬青属、山黧豆属、豌豆属、岩黄耆属、野决明属、野豌豆属、皂

荚属、紫荆属、紫穗槐属

１２４

罂粟科 白屈菜属、角茴香属、罂粟属、紫堇属 １２

?牛儿苗科 老鹳草属、?牛儿苗属 １１

十字花科 棒果芥属、播娘蒿属、大蒜芥属、独行菜属、菜属、花旗杆属、萝卜属、南芥属、

念珠芥属、荠属、芹叶荠属、群心菜属、涩荠属、沙芥属、山芥属、曙南芥属、菘蓝

属、碎米荠属、糖芥属、庭荠属、葶苈属、菥属、香花芥属、香雪球属、小柱芥

属、盐芥属、异蕊芥属、芸苔属、芸薹属、燥原芥属、芝麻菜属

５８

柽柳科 柽柳属、红砂属、水柏枝属 １０

大戟科 白饭树属、大戟属、地构叶属、铁苋菜属 ８

葫芦科 赤鴓属、葫芦属、黄瓜属、裂瓜属、南瓜属、丝瓜属、西瓜属 ９

芸香科 白鲜属、黄檗属、拟芸香属 ４

柳叶菜科 柳叶菜属、露珠草属、月见草属 ６

小二仙草科 狐尾藻属 ２

杉叶藻科 杉叶藻属 １

锁阳科 锁阳属 １

山茱萸科
!

木属 １

锦葵科 锦葵属、木槿属、苘麻属、蜀葵属 ６

伞形科 阿魏属、柴胡属、当归属、毒芹属、独活属、峨参属、防风属、藁本属、葛缕子属、

胡萝卜属、茴芹属、棱子芹属、柳叶芹属、迷果芹属、前胡属、羌活属、山芹属、珊

瑚菜属、蛇床属、西风芹属、岩风属、羊角芹属、芫荽属、泽芹属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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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科名 属名 种数

鹿蹄草科 鹿蹄草属、水晶兰属 ６

杜鹃花科 杜鹃属、杜香属、越桔属 ６

岩高兰科 岩高兰属 １

报春花科 报春花属、点地梅属、海乳草属、假报春属、七瓣莲属、珍珠菜属 １９

川续断科 蓝盆花属 ３

桔梗科 党参属、风铃草属、桔梗属、沙参属 １９

菊科 白酒草属、百日菊属、苍耳属、苍术属、翅果菊属、翅膜菊属、春黄菊属、翠菊属、

大丁草属、大丽花属、顶羽菊属、东风菜属、飞廉属、飞蓬属、风毛菊属、革苞菊

属、狗舌草属、狗娃花属、鬼针草属、还阳参属、蒿属、合耳菊属、红花属、黄鹌菜

属、火绒草属、蓟属、碱菀属、金鸡菊属、金盏花属、菊蒿属、菊苣属、菊属、苣荬

菜属、绢蒿属、苦苣菜属、苦荬菜属、款冬属、蓝刺头属、苓菊属、漏芦属、麻花头

属、马兰属、猫儿菊属、毛连菜属、牛蒡属、牛膝菊属、女蒿属、女菀属、蒲公英

属、千里光属、秋英属、乳苣属、乳菀属、山柳菊属、山莴苣属、蓍属、矢车菊属、

水飞蓟属、松果菊属、天名精属、茼蒿属、兔儿伞属、橐吾属、万寿菊属、蹳菊属、
紊蒿属、莴苣属、线叶菊属、香青属、向日葵属、小甘菊属、小苦荬属、蟹甲草属、

旋覆花属、鸦葱属、亚菊属、泽兰属、栉叶蒿属、紫菀木属、紫菀属

２４６

泽泻科 慈姑属、泽泻属 ４

萝摩科 鹅绒藤属、杠柳属、萝雐属 １２

茜草科 拉拉藤属、茜草属、水团花属 ８

百合科 百合属、贝母属、葱属、顶冰花属、黄精属、藜芦属、铃兰属、鹿药属、绵枣儿属、

天门冬属、舞鹤草属、萱草属、玉簪属、知母属、重楼属

５９

旋花科 打碗花属、牵牛属、菟丝子属、旋花属、鱼黄草属 １２

紫草科 斑种草属、滨紫草属、齿缘草属、肺草属、附地菜属、鹤虱属、琉璃草属、软紫草

属、砂引草属、天芥菜属、勿忘草属、紫草属、紫筒草属

２５

灯心草科 灯心草属 ５

唇形科 百里香属、薄荷属、糙苏属、风轮菜属、黄芩属、活血丹属、藿香属、筋骨草属、荆

芥属、裂叶荆芥属、扭藿香属、脓疮草属、青兰属、鼠尾草属、水棘针属、水苏属、

兔唇花属、夏至草属、香茶菜属、香薷属、野芝麻属、益母草属、鼬瓣花属

５６

禾本科
"

草属、白茅属、稗属、棒头草属、冰草属、草沙蚕属、臭草属、大麦属、大油芒

属、荻属、鹅观草属、锋芒草属、拂子茅属、高粱属、狗尾草属、冠芒草属、画眉草

属、芨芨草属、碱茅属、看麦娘属、赖草属、狼尾草属、芦苇属、马唐属、披碱草

属、雀麦属、黍属、?草属、细柄茅属、小麦属、偃麦草属、燕麦属、羊茅属、野古
草属、野青茅属、野黍属、玉蜀黍属、早熟禾属、针茅属

７１

玄参科 鼻花属、地黄属、腹水草属、疗齿草属、柳穿鱼属、马先蒿属、婆婆纳属、松蒿属、

通泉草属、小米草属、芯芭属、玄参属、野胡麻属、阴行草属

４７

浮萍科 浮萍属 １

列当科 草苁蓉属、列当属、肉苁蓉属 ６

香蒲科 香蒲属 ６

莎草科 荸荠属、扁莎属、草属、水莎草属、嵩草属、薹草属、羊胡子草属 ２３

忍冬科 北极花属、荚
#

属、接骨木属、锦带花属、忍冬属 １５

马齿苋科 马齿苋属 ２

２２野生种质资源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
尽管全区药用植物资源丰富，但长期的资源掠

夺式开发和不合理应用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药

用植物资源分布范围日益萎缩，流失了大量蕴含优

良基因的种质资源，甚至部分物种濒临灭绝。最典

型的例子就是被称为 “沙漠人参”的荒漠肉苁蓉，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其数量急剧减少，濒临灭绝，

目前已进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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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ＴＥＳ）附录。野生甘草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蕴藏量有
２００多万吨，目前不到３５万吨［８］。同处于濒危状态

的还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或者地区独有的草本植物

或灌木，如羽叶丁香、泡囊草等，这些植物均具有

明确且重要的药用价值。据统计，内蒙古珍稀濒危

植物共５３科１０３属１２７种，其中药用植物６３种［７］。

这些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部分属于大宗药材，更多

的是人们不熟悉但在临床上有重要应用的品种。

另外，在人工种植过程中，忽略了对种质资源

的开发和保护，致使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出现混杂、

退化等严重问题。例如，分布在内蒙古东部草原的

防风药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明确要求采收

部位为防风植物未抽花茎植株的干燥根，药农在其

开花结种前已完成采收，导致防风种质资源大量减

少，虽然现在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但防风种质资

源依然来自于野生种质，只种不选，种质资源混杂、

退化现象严重。

这些药用种质资源的丢失是我们已发现和未发

现、已利用和未利用基因资源的重大损失，有必要

进行重点而广泛的收集保存。蒙中药材的乱采滥挖

又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草原沙漠化严重，使蒙

药资源进一步流失，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２３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存与应用开发研究匮乏

植物种质资源研究一般分为３个阶段，即描述
阶段、解释阶段和应用阶段［１０］。内蒙古自治区蒙中

药种质资源研究大多处于第一阶段，对药用植物种

质资源的研究工作停留在收集、鉴定和简单保存等

方面，对全区大宗或特色道地药材种质资源缺乏全

面考察、收集和系统评价。另一方面，研究方法相

对滞后，仍然依靠一些传统方法如性状、显微、薄

层鉴别对药用植物种质资源进行研究，现代生物技

术应用较少，未能从形态学水平逐步更新发展到分

子水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很少有专门用于药用

植物种质资源研究的机构或者团体，利用生物技术

手段进行种质创新及珍稀药用种质的保存研究更加

稀少。近几年的实地调查发现，药农的药材种植处

在不同种或遗传性差异较大居群的混合栽培水平上，

所用种质杂合度高、质量参差不齐，比如膜荚黄芪

与蒙古黄芪杂交严重，药农购买的种子都是混合的

种子，要么就为自采野生种质，黄芪种质选育工作

更是停滞不前。另外，药用植物繁殖方式多样，很

多为无性繁殖，其种质保存涉及到营养器官的保存，

这些方面的技术更是少之又少，缺乏相应研究成果

的支撑。比如赤芍药材种植，直接种子种植效果不

好，除了进行育苗移栽之外，大多是以芽头进行生

产［９］，但其保存评价技术仍然欠缺。最后，欠缺药

用植物种质区域试验体系，具体表现在适宜蒙中药

材生产的水肥栽培、良种繁育体系不健全、技术推

广应用面积小等方面。以枸杞种植为例，内蒙古自

治区是全国枸杞五大主产地（宁夏、甘肃、青海、新

疆、内蒙古）之一，主要集中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将宁夏中宁、甘肃酒泉、青海都兰、新疆精河、

内蒙古乌特拉前旗的枸杞生产进行评价研究，以枸

杞产业市场占有率、劳动力人数、年产量、种植面

积、加工转化率、年产量增长率、企业数量、品牌

数量、单位面积产量、农业植物新品种权授予数等

为评价指标，结果显示，内蒙古自治区枸杞位居最

后［１１］，分析发现其主要原因是科研投入少，标准化

生产水平低，品种退化严重，产量低，抗病虫害能

力差，枸杞苗木繁育和品种选育方面落后［１２］。

总之，一方面，药用植物种质种类繁多及其与

粮食作物育种相比存在特殊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

缺乏植物育种人才和团队，这些原因导致内蒙古自

治区目前没有产生新种质，更没有推广。同时，多

数企业购买外地种质直接种植，注重短期利益，只

种不选，不重视培育新种质。

２４缺乏种质质量评估体系

一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蒙中药材生产处于自

由发展的状态，对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评价不够科

学和完善，缺乏系统性与连续性，难以为后续的保

护利用和深层次的开发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造成

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对药

材的质量没有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１３］，在实际临床

中，临床疗效是衡量药材质量的最根本和最终标准，

也就是说，药用植物所含的多个药效成分的含量或

比例才是药材质量的合理的衡量标准。由此可见，

药材化学成分的不确定导致对药用植物种质评价的

复杂性。

当前，药用植物种质评价体系沿袭农作物品质

评价体系，根据农艺性状和少数几个化学成分含量

确定药材的好坏，不能全面反映中药材的质量优劣。

农作物的化学成分简单且含量很高，营养价值主要

在于所含蛋白质、淀粉、脂肪，育种家注重的是

“高产”这一指标。而药用植物作为中药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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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类生命安全，质量是第一位的，品质评价要考

虑有效化学成分的药理活性、含量甚至比例，更为

特殊的是，这些成分一般是药用植物在恶劣的环境

胁迫下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如生物碱、黄酮、苷

类、萜类、香豆素、鞣质等，它们在植物体中含量

通常仅有百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含量甚微，不利

于分析。同时，药用植物种类繁多，对每一种都做

全面的化学成分分析和药理、毒理试验是不现实的，

需要借鉴已有研究结果及方法，寻找新思路来打破

瓶颈。

３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及利用建议

３１构建内蒙古自治区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３１１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监测评价体系建设　内蒙
古自治区经过四次资源普查，已查明全区药用植物

资源种类、分布、蕴藏量等信息，基本探明了药用

植物资源的家底，并从东到西相继建立了３个动态
监测站，可实现对全区蒙中药材资源现状的实时监

测。同时，已出版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书籍，如 《内

蒙古植物志》《内蒙古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等。

这些数据信息为内蒙古自治区内药用植物种质资源

保护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药用植物种质

资源监测评价体系尤为重要，将收集的信息进行整

合分析，对药用植物在临床应用价值、分布带的宽

窄、珍稀濒危程度、环境适应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估，

列出要优先保护的种质资源名单，可以实现有重点、

有目的性地收集种质。这不仅可以减少收集工作的

盲目性和工作量，提高效率，并且为进一步研究提

供了明晰的方向。

３１２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建设　鉴于药用植物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黄璐琦院士等［１４］提出 “构建核心

种质”的药用植物种质研究策略，目的在于以最少

数量的遗传资源来最大限度地保存整个资源群体的

遗传多样性，以极大地减少种质资源的管理费用。

但核心种质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量而深入

的研究。鉴于内蒙古自治区目前药用植物种质资源

现状及研究水平，尽可能地收集关键药用植物的野

生、农家品种是目前紧要且可行的方法。野生黄芩、

黄芪、苦参、柴胡、香青兰、桔梗、苍术、赤芍等

目前基本处于濒危状态［９］，种质收集保存迫在眉睫。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建立的国家药用植

物种质资源库［１５］和已有的对种质资源库的建设技术

及经验分享相关文章［１６］可供我们借鉴和学习。种质

收集不只是针对濒危物种，还有常用大宗药材的野

生种质、农家品种，甚至同属植物，如黄芪、阿拉

善黄芪、乌拉特黄芪属于同属植物，可为日后育种

或其他应用提供资源。种质资源收集需要靠全区科

研院所、企业、药农的共同努力，分区域、分重点

循序渐进，逐渐建立内蒙古自治区完全药用植物种

质资源库。鉴于相关领域学者对种质资源库贮存了

４年的７种药用植物种子生活力进行监测发现入库
后发芽率与入库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１７］，药

用植物种质贮藏特性等方面研究及相应的监测方案

和标准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相关专业人才对内蒙

古自治区重要药用植物种质生理、药性、贮存技术

进行研究，对影响药用植物种质保护的难题进行攻

克；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种质生活力下降规律，定

期进行种质的繁殖更新才能达到有效长期保存药用

植物种质的目的。

３１３药材野生抚育与生产保护区建设　道地药材
是中医药独有的概念，强调了药性与产地的关系，

道地产区的药材意味着其质量好、疗效佳［１８］。例

如，西藏当地政府及科研院所积极推进川贝母、红

景天、雪莲花、秦艽、冬虫夏草的野生抚育及种质

资源基地建设［２１］。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建立贺兰

山自然保护区、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等２６处国
家级保护区，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乌拉山自然保护

区等６２处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２２］，这些自然保护

区均设在内蒙古自治区植物资源丰富的地点，但监

管松懈，导致很多特色植物无法被很好地保护。

药材生态因子的不同会导致药材品质上的差

异［１９］，同时，地境中特定植物群落性质也对药性的

形成产生影响［２０］。基于上述两点，结合内蒙古自治

区跨越经度广的情况，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中部

和西部要有针对性地将区域内的重要、濒危药用植

物进行野生抚育研究并建设生产保护区，进行分区

规划，分区抚育，形成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就地保

存。对重点药用植物环境及群落进行研究，构建抚

育基地，根据种质储量情况，通过野生抚育、半野

生抚育、封育等手段推进蒙中药材生态产业模式建

立［２３］，对全区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及环境保护具有重

要意义。

３１４离体保护研究与药用植物园建设　由于药用
植物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有很多药用植物是目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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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长期保存的无性繁殖植物、水生植物或顽拗性种

子植物［２４］，随着科技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目前

已有多种新技术新方法用于植物种质资源的保存，

包括组织培养技术、离体试管保存和基因文库保

存［２５］。但内蒙古自治区应用新技术能力较弱，需要

引进相关领域人才逐渐开展这方面的相关工作，比

如应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快速无性繁殖对内蒙古自

治区濒危稀有种质或难以成功繁殖的药用植物是很

实用的。

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 ３８所专业药用植物
园［２６］，药用植物科研工作者逐渐开始重视药用植物

种质资源的特殊性与重要性。２０１１年，内蒙古自治
区创立了集教学、科研、展示及种质保存为一体的

多功能药用植物园，但是保存种类、数量都不及全

区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 １０％，并且保存类型单一，
没有体现出药用植物园与植物园的最本质差别，没

有顾及药用植物药性特征，导致蒙中药材质量的下

降。因此，我们要在植物园中建立种质资源鉴定、

评价与保存圃，收集内蒙古自治区已登记注册的药

用植物品种，将具有优良表观性状、高品质及生产

效益好的品种进行重点保护，同时进行科学有效的

研究及利用，从而使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存体系更

加合理化和规范化。药用植物园既可以将药用植物

进行保护保存与研究，又是大家接触中医药文化的

活体图书馆，可以在经营管理上采取商业模式，将

药用植物园创建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张名片。

３２构建品种选育体系

内蒙古自治区大多数药用植物品种没有经过严

格科学的选育，生产上大多使用的品种是野生种子、

地方品种、生态类型等，许多药用植物种质都没有

适宜的良种繁育体系。内蒙古自治区蒙中药材企业

及合作社很多都是无证生产销售蒙中药材种子的，

结果造成市场上流通的药用植物种质混杂和退化。

因此，应尽快整顿药用植物种子市场，建立良种繁

育体系，各种子的繁殖代数、生产技术和质量检验

都要符合国家的种子法规和检验规程，并由相关管

理机构依法进行监督指导和田间检验，使药用植物

种质产业进入良性循环之中。

同时，要考虑到药用植物种质选育的特殊性。

药用植物种类繁多、药用部位多样、生长年限长、

药效问题等决定了药用植物选育的特殊性。在选择

育种目标时可以根据用途来确定，如果是用于某一

个或几个化学成分提取，可以考虑施加环境压力增

加相应化学物质含量，选育含量高的；而如果直接

用于蒙中药材饮片应用，则要考虑年限、药效等问

题。蒙中药材有道地性之说，我们要重点利用本区

道地药材种质资源开展新品种选育，既可提高选育

效率，也可提高新品种的道地性。

鉴于内蒙古自治区药用植物育种进程缓慢，基

础薄弱，目前只能从传统方式开始选育品种，但对

于已有良好基础的大宗品种依然要应用现代技术手

段来提高效率，提升研究水平。同时，应注重对内

蒙古自治区野生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深入研究。本

地种质资源最具有本地风土特点，生长特性与本地

区的气候、土壤条件和耕作制度相宜，它们往往具

有很大的潜在利用价值，对一些不利因素甚至某些

病虫害具有较强的抗性。因此，要充分发掘药用植

物种质资源的潜在优势，利用本地品种培育出耐盐

碱、抗旱、抗寒的药用植物新品种。

另外，内蒙古自治区药用植物种质审定体系需

要进一步完善，提高药用植物品种审定的权威性，

保护良种选育家的利益，从而促进优良药用植物品

种的选育与推广。

３３种质资源信息共享

建设内蒙古自治区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信息共享

平台，实现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信息全面共享，提供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决策信息，

可推动科研、产业基地和行业服务工作的有序和深

入开展，提高为国家和社会相关机构团体决策服务

的能力。种质资源数据库不仅可以实现药用植物种

质资源描述的规范化、系统化、标准化，同时也可

以提高种质利用效率、促进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研究

工作、减少人力和精力的浪费，有助于不同学科的

交叉应用，促进相互沟通交流，也可以更好地将先

进技术应用到内蒙古自治区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研

究中。

４　结语

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蒙中药材发展的艰难时期，

也是最好时期，国家和自治区将蒙中药材发展放在

极其重要的位置，并给予了很大支持，同时人才引

进政策为内蒙古自治区蒙中药材行业注入了新的活

力。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是蒙中药材发展过程中的重

中之重，虽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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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治区政策的支持下，依靠科技和人才的力量，

从简单问题逐渐到瓶颈问题、从表观性状到分子机

制、从低级到高级，一步一个脚印，内蒙古自治区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将更好地为蒙中药材产业和全区

经济的发展打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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