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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

△ ［基金项目］　中央本级重大增减支项目（２０６０３０２）
 ［通信作者］　徐智玮，主管药师，研究方向：中药资源开发与利用及有效成分分析；Ｅｍａｉｌ：ｈａｃｋｂｏｗｌ＠１６３ｃｏｍ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资源调查及保护利用研究
△

徐智玮１，贾守宁１，李亚伟１，陈文娟１，李
!

恩２

１青海省中医院，青海　西宁　８１００００；２青海大学 藏医学院，青海　西宁　８１００１６

［摘要］　目的：对红景天属药用植物资源现状进行评价，考证藏医用药品种，提出合理化的保护利用建议。
方法：通过文献调查、野外实地调查和市场调查，对收集的资料和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结果：详细描述了青海

８种红景天属药用资源分布特点及资源现状，编制了红景天属植物检索表，制订了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分布表，确
定了青海红景天商品药材主流品种来源，并对保护利用提出合理化建议。结论：大花红景天、狭叶红景天和唐古红

景天为当地藏医药用红景天的主要基原，且蕴含量较为丰富，应合理利用开发这一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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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景天为藏医常用药材，藏语为 “索罗玛布”，

用于肺脏热疾等证的治疗。藏医药用红景天最早记

载于 《四部医典》［１］。《晶珠本草》言：“红景天活

血清肺、止咳退烧、止痛，用于治疗肺炎、气管炎、

身体虚弱、全身乏力、胸闷、难于透气、嘴唇和手

心发紫”［２］。关于藏医药用 “索罗玛布”的基原，

《部颁标准·藏药分册》和 《青海省藏药材标准》中

收载 了 景 天 科 大 花 红 景 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ａ
（ＨｏｏｋｆｅｔＴｈｏｍｓ）ＨＯｈｂａ、唐 古 特 红 景 天
Ｒａｌｇｉｄａ （Ｌｅｄｅｂ） Ｆｉｓｃｈｅｔ Ｍｅｙｖａｒ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Ｍａｘｉｍ）ＳＨＦｕ，近代文献记载的 “索罗玛布”

的基原尚有多种红景天属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植物。红景天属
植物全世界有９０多种，分布于北半球高寒地带，经
我国、朝鲜、日本至北美洲，并以我国为分布中心。

·８４３１·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第２１卷　第１０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Ｏｃ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１０

我国有红景天属植物 ７３种，主要分布于西南、西
北、华中、华北及东北，尤以云南、四川及西藏高

寒地区种类最多，其中西藏产３２种，２个变种，四
川省有２２种［３］。我国的红景天植物多数生长于高寒

山区的雪线以下、森林上限以上的风化很强的流石

滩地带，即分布在海拔４０００ｍ以上，５１００ｍ以下
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海拔 ４６００～４９００ｍ。该生态
系统属于冻原植被带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是一个

非常脆弱的生态系统［４］。随着人们对红景天药理

学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入，需求不断扩大，如果资源

供给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红景天本身脆弱的原生

生态系统就难以得到维持和保护，极易导致红景天

属植物资源的减少和遗传多样性资源的丧失，进而

导致红景天赖以生存的原生生态系统的破坏［５］。

文献中也提出 ２０１０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收载的品种是大花红景

天，其替代品种的开发研究迫在眉睫［６］。本研究

采用文献调查、样方调查和市场调查的方法，对青

海大部分地区红景天属药用品种分布和资源蕴量进

行系统调查，并考证了红景天的基原及代用品，针

对资源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利用

意见。

１　材料与方法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１５年９月分别对青海省境内西
宁地区（湟中县、湟源县）、海东地区（乐都县、互

助县）、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海晏县）、海西

州（茫崖县、天峻县、都兰县）、海南州（共和县、

贵南县、同德县、兴海县）、黄南州（泽库县、河南

县）和果洛州（久治县、达日县）进行红景天属植物

资源野外考察。对当地红景天属植物分布多的地方

以样方形式进行了调查，并对其蕴含量进行测算。

根据文献调查、野外实地调查和市场调查，对青海

省红景天属植物药用资源现状作出系统分析，提出

对其资源保护和利用评价。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青海省红景天属植物资源种类及分布
开展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以

来，青海普查队从１８个县中普查到８种红景天属植
物（表１）。

２２青海省红景天属植物检索表

通过红景天属植物资源调查、鉴定和整理，针

对普查到的８个品种建立了分种检索表。

表１　青海省普查队普查到红景天属种类分布
序号 种名 拉丁名 生境 原记录分布 调查分布

１ 四裂红景天 Ｒｑｕａｄｒｉｆｉｄａ（Ｐａｌｌ）
ＦｉｓｃｈｅｔＭｅｙ

生于海拔２８００～４８００ｍ的
沟边、山坡石缝中

青海各州县均有分布（互助、

门源、贵德、共和、天峻、格

尔木、泽库、久治、玉树等）

达日、湟源、海晏、祁连、

同德、共和、天峻、久治县

２ 圆丛红景天 Ｒｊｕｐａｒｅｎｓｉｓ（Ｆｒｏｄ）ＳＨＦｕ 生于海拔３５００～４２００ｍ的
石上

门源、祁连、玉树、称多县

及海南、黄南州

门源县

３ 对叶红景天 Ｒｓｕｂｏｐｐｏｓｉｔａ（Ｍａｘｉｍ）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生于海拔３８００～４０００ｍ的
高山流石坡

互助、大通、门源 门源县

４ 唐古红景天 Ｒａｌｇｉｄａ（Ｌｅｄｅｂ）Ｆｉｓｃｈｅｔ
Ｍｅｙｖａｒ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Ｍａｘｉｍ）ＳＨＦｕ

生于海拔３０９０～４８５０ｍ的
高山石缝中或近水边

青海各州县均有分布（互助、

湟源、大通、都兰、泽库、

达日等）

互助、乐都、祁连、天峻、

兴海、泽库、达日县

５ 小丛红景天 Ｒｄｕｍｕｌｏｓａ
（Ｆｒａｎｃｈ）ＳＨＦｕ

生于海拔２５００～４１００ｍ的
高山草甸、山坡岩隙、林

缘灌丛

循化、大通、湟中、玉树、

玛沁、互助、乐都县

门源、祁连、共和、天峻、

泽库、达日县

６ 狭叶红景天 Ｒ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Ｒｅｇｅｌ）Ｍａｘｉｍ 生于海拔２３００～４５００ｍ的
山地多石草地上或石坡上

循化、平安及玉树、海北、

黄南、果洛州

共和、贵南、祁连、天峻、

泽库、河南、久治、达日县

７ 大花红景天 Ｒ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ａ（ＨＫｆｅｔ
Ｔｈｏｍｓ）ＨＯｈｂａ

生于海拔４４００～５４００ｍ的
高山流石坡、山顶岩缝

达日、同仁、玉树、囊谦县 达日县

８ 喜马红景天 Ｒｈｉｍａｌｅｎｓｉｓ
（ＤＤｏｎ）ＳＨＦｕ

生于海拔３０００～４５００ｍ的
山坡上、林下

互助、湟中、大通、门源、

海南、果洛和玉树州

门源、泽库、达日县

·９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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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根颈在地面多少伸长，有或多或少的残留老的枝茎；叶长全缘。
　 ２萼片４，花瓣４，雄蕊８。
　　 ３叶披针形或线状披针形，全缘。
　　　　４根颈稍丛生或不丛生，外观不呈圆形 四裂红景天Ｒｑｕａｄｒｉｆｉｄａ（Ｐａｌｌ）ＦｉｓｃｈｅｔＭｅｙ

&&&&

　　　　４根颈密丛生，圆形 圆丛红景天Ｒｊｕｐａｒｅｎｓｉｓ（Ｆｒｏｄ）ＳＨＦｕ
&&&&&&&&&&&&&&&

　　 ３叶椭圆形至卵形，不全缘叶。叶有短柄，有细圆齿，２～３叶近对生或互生
&&&&&&&&&&

对叶红景天Ｒｓｕｂｏｐｐｏｓｉｔａ（Ｍａｘｉｍ）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

　 ２萼片５，花瓣５，雄蕊１０。
　　　　　５叶细线形，宽不超过１ｍｍ；花红色或白色。
　　　　　　 ６雄蕊比花瓣稍长或等长；生于海拔３２００～４７００ｍ的阴坡岩石缝隙和高山砾石中

&&&&

唐古红景天Ｒａｌｇｉｄａ（Ｌｅｄｅｂ）ＦｉｓｃｈｅｔＭｅｙｖａｒ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Ｍａｘｉｍ）ＳＨＦｕ
&&&&&

　　　　　　 ６雄蕊比花瓣短；生于高山向阳山坡岩石上
&&&&&&&&&&&&&&&&&&&&&

小丛红景天Ｒｄｕｍｕｌｏｓａ（Ｆｒａｎｃｈ）ＳＨＦｕ
&&&&&&&&&&&&&&&&&&&&

　　　　　５叶宽１ｍｍ以上，叶基不扩展成耳形，主轴粗而短。
　　　　　　　　７花茎在主轴上有１～２个，花黄绿色 狭叶红景天Ｒ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Ｒｅｇｅｌ）Ｍａｘｉｍ

&&&&&

　　　　　　　　７花茎成丛，常用残存老枝。萼片长４～５ｍｍ，花瓣长７～８（１０）ｍｍ，萼片红色，花瓣淡
红色或白色。

　　　　　　　　　 ８雄蕊比花瓣略长或相等 唐古红景天（同上）
&&&&&&&&&&&&&&&&&&

　　　　　　　　　 ８雄蕊比花瓣短 小丛红景天（同上）
&&&&&&&&&&&&&&&&&&&&&&

　 ２萼片４或５，花瓣４或５，雄蕊８或１０。
　　　　　　　　　　 ９花茎叶全缘或顶部具锯齿，互生，瓦楞状排列；花瓣深紫色；花梗光滑被绒毛；

花茎干枯时通常呈麦杆色
&&&&&&&&&&&&&&&&&&&&&&&&

………………………………………………喜马红景天Ｒｈｉｍａｌｅｎｓｉｓ（ＤＤｏｎ）ＳＨ
１根颈稀且伸出于地面，不具宿存的老茎枝，或有少数存留；叶几全缘或边缘浅裂。
　　　　　　　　　　　 １０植株光滑；叶全缘或边缘波状、齿裂；茎干后为黑色；花柱直立

&&&&&

……………………………大花红景天Ｒ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ａ（ＨＫｆｅｔＴｈｏｍｓ）ＨＯｈｂａ

２３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地理分布特征

红景天属品种分布区属于青藏高原植物亚区，

分布区的区系成分以温带草原性气候和亚寒带草原

气候为主，在群落的结构和功能上起着重要作用。

在分布地区内红景天属植物在山坡岩缝或灌丛中作

为伴生植物出现；在草甸和退化的草甸地区则可形

成较大面积的群落或为主要伴生种类（表２）。

表２　８种红景天的分布海拔、经纬度范围
类群 海拔／ｍ 经度／° 纬度／°

大花红景天 ４０００～５３００ Ｅ９９ Ｎ３３

狭叶红景天 ３６００～４６００ Ｅ９８～１０２ Ｎ３３～３６

唐古红景天 ２０００～４８００ Ｅ９７～１０２ Ｎ３３～３８

圆丛红景天 ３５００～３８００ Ｅ１０１ Ｎ３７

四裂红景天 ３５００～４５００ Ｅ９７～１０１ Ｎ３３～３８

小丛红景天 ２８００～４５００ Ｅ９９～１０１ Ｎ３３～３７

喜马红景天 ３０００～４５００ Ｅ９９～１０１ Ｎ３３～３７

２４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单位面积蕴藏量

根据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技术规范》，

按以下公式，计算红景天属资源的单位面积蕴藏量。

样方地为达日县、泽库县、兴海县、门源县普查到

的１４个天然野生红景天样地。根据普查数据结合公
式得出资源量前４的主要品种（图１）。

图１　４种红景天主要品种单位面积蕴藏量对比图

·０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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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１＝Ｗ单株 ×Ｋ总／Ｎ１×Ｙ （１）
其中：Ｗ１为单位面积蕴藏量（ｋｇ）；Ｗ单株为单株平均
产量（ｋｇ／株）；Ｋ总为出现于调查区域红景天样方内
的所有红景天总株数；Ｎ１为红景天在调查区域内出
现的样方数；Ｙ为红景天所在一个小样方的面积：
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ｋｍ２；
２５红景天的考证
２５１红景天在各类标准中的收录情况　 《中国药

典》（１９７７年版）规定红景天药材为唐古红景天和大
株粗茎红景天，大株粗茎红景天Ｒｈｏｄｉｏｌａ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Ｈｋ）ＳＨＦｕｖａｒｃｈｏｌａｅｎｓｉｓ（Ｐｒａｅｇ）ＳＨＦｕ却标注
为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Ｒｅｇｅｌ）Ｒｅｇｅｌ而狭叶红景天拉
丁为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Ｒｅｇｅｌ）Ｍａｘｉｍ，是否是命名
错误？据了解当时是云南省药检所上报时确定的基

原，大株粗茎红景天植株高大、易栽培，其形态、

生境与其他红景天差别较大，是否是命名人的错误？

建议进一步考证。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版的 《中国药典》

在第一部中收录了大花红景天为基原；《卫生部药品

标准·藏药第一册》（１９９５年版）红景天的药材同样
为大花红景天（药材名是 “索罗玛布”）。而 《甘肃

省中药材标准》和 《四川省藏药材标准》中收载的

红景天的基原为狭叶红景天，藏译名 “嘎都尔曼

巴”，为 “尕都尔”的下品用药。《青海省藏药标准》

中分别收录了 “索罗玛布”和 “噶都尔”两种不

同的药材品种，作为藏医用红景天均存在 “同名

异物”的现象，即使它们在临床功效上表现出一

些相似性，但将其作为同一药物名称下的基原混

用，也不利于保证用药准确和切实控制药材质量，

这也是目前红景天尚无统一的质量标准的重要原因

（表３）。
２５２古代中医古籍考证　药材红景天最早记载于
民族医药之中，古代中医药经典书籍 《神农本草

经》《本草纲目》及 《千金翼方》等记载的药材景

天，其基原为景天科八宝属的八宝 Ｈｙｌｏｔｅｌｅｐｈｉｕｍ
ｅｒｙｔｈｒｏｓｔｉｃｔｕｍ（Ｍｉｑ）ＨＯｈｂａ，区别于药材红景天为
景天科红景天属ＲｈｏｄｉｏｌａＬ下的植物基原；同时它
们之间的性味归经与功效也有很大的区别。“景天”

和 “红景天”本身即为不同的药材，名称和功用不

可以互为代用。

２５３《四部医典》中红景天药材的基原考证　考证
了 《四部医典》中第二卷 《论说医典》第十九章中

的涩药部，记载了 “噶都尔”藏文译音的名字，具

有抗炎、清脉热和消肿的作用。经考证证实了 “噶

都尔”实为虎耳草科岩白菜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ｐｕｒｐｕｒａｓｃｅｎｓ
（ＨｏｏｋｆｅｔＴｈｏｍｓ）Ｅｎｇｌ，并不是有些文章上考证
的大株粗茎红景天Ｒｈｏｄｉｏｌａ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Ｈｋ）ＳＨ

表３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功能主治及出处
基原 药材名 功能主治 出处

大花红景天 红景天、索罗玛保 益气活血、通脉平喘，用于气虚血瘀、胸痛心痛、中风

偏瘫、倦怠气喘。退烧、利肺，主治肺炎、神经麻痹症、

气管炎。

《中国药典》《晶珠本草》

唐古红景天 索罗玛保、红景天 退烧、利肺，主治肺炎、神经麻痹症、气管炎。补气清

肺、益智养心、收涩止血、散瘀消肿，主气虚体弱、病

后畏寒、气短乏力、肺热咳嗽、咯血、白带腹泻、跌打

损伤、烫火伤、神经症、高原反应。

《晶珠本草》《中华本草》

狭叶红景天 狮子七、噶都尔曼巴 养心安神、活血化瘀、止血、清热解毒，主气虚体弱、

短气乏力、心悸失眠、头昏眩晕、胸闷疼痛、跌打损伤、

月经不调、崩漏、吐血、痢疾、腹泻。活血调经、养心

安神、止血止痢，用于跌打损伤、身体虚弱、头昏目眩、

月经不调、崩漏带下、吐血、泻痢。清热解毒、消肿，

用于治瘟疫、肺热、脉热、伤风感冒及四肢肿胀等。

《中药大辞典》《甘肃省中药材

标准》《四川省藏药材标准》

小丛红景天 凤尾七 补肾、养心安神、调经活血、明目，治虚劳、骨蒸劳热、

干血劳、月经不调、头晕目眩。

《中药大辞典》

四裂红景天 四裂红景天 清热、利肺、活血、止血，藏医用于治肺炎、神经麻痹、

风湿、跌打损伤。

《青海高原本草概要》

圆丛红景天 索罗玛保（代用品） 清热、利肺、活血、止血，藏医用于治肺炎、神经麻痹、

风湿、跌打损伤。

《晶珠本草》

对叶红景天 对叶红景天 止血、消肿，治跌打损伤。 《青海高原本草概要》

·１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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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ｖａｒｃｈｏｌａｅｎｓｉｓ（Ｐｒａｅｇ）ＳＨＦｕ。书中还描绘了
“索罗木保”藏文译音，有些文章翻译为 “苁菔”，

考证为十字花科的宽果丛菔和单花荠，拉丁名分别

为 ＳｏｌｍｓＬａｕｂａｃｈｉａ ｅｕｒｙｃａｒｐａ（Ｍａｘｉｍ）Ｂｏｔｓｃｈ、
Ｐｅｇａｅｏｐｈｙｔｏｎｓｃａｐｉｆｌｏｒｕｍ（ＨｏｏｋｆｅｔＴｈｏｍｓ）Ｍａｒｑｅｔ
Ｓｈａｗ，并不是景天科的植物；并且其功效并未向一
些文章上所云与 “噶都尔”可同理使用。红景天在

藏药里属于 “索罗”类药材， “索罗”在藏药里有

红、白、紫三种，红者 “索罗玛布”为多种红景天

属植物，具有清肺热、养肺，止咳平喘的功效；白

者 “索罗嘎保”为十字花科高山辣根菜，具有清热

消炎和治疗普通肺热、陈旧性肺热、肺浊热和肺部

炎症等功效；紫者 “索罗木保”为丛菔类，具有清

肺热、消炎和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等功效。但在传

统藏医里用的 “索罗”都是白景天（“索罗噶保”藏

文译音，正品为高山辣根菜，主要清肺热。由于此

物种目前濒危，目前都以 “索罗木保”代用）。

２５４《晶珠本草》中红景天药材基原考证　 《晶珠

本草》记载 “索罗玛保”分为高山、草坡、石山、

水生４类药，但变态很多，根如人肺色，皮厚，气
味大，茎多数，红色，较硬，全茎被叶，叶厚，簇

生，有银色露状物，秋天变红，花、果实及种子皆

为红色，粗糙，尖端截形。 《藏药志》考证 “索罗

玛保”全为景天科植物，共计３属１０种。红景天属
有唐古特红景天、大花红景天、柴胡红景天等７种，
其他两属有石莲、多茎景天、宽叶景天 ３种。这 ３
种因茎柔软，根非人肺色，与上述记载不符，不宜

入药。所剩红景天属７种，其形态与上述记载相近，
共计３种，秋天叶变红，花、果和种子皆红色，更
为符合，且使用广泛，其中可作为正品的是唐古红

景天 Ｒａｌｇｉｄａ（Ｌｅｄｅｂ）ＦｉｓｃｈｅｔＭｅｙｖａｒ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Ｍａｘｉｍ）ＳＨＦｕ、大花红景天 Ｒ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ａ（ＨＫｆｅｔ
Ｔｈｏｍｓ）ＨＯｈｂａ，圆丛红景天 Ｒｊｕｐａｒｅｎｓｉｓ（Ｆｒｏｄ）
ＳＨＦｕ可作代用品。与此同时我们也考证了 “噶都

尔曼巴”始载于 《晶珠本草》，对照形态特征后考

证为：狭叶红景天，拉丁名为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
（Ｒｅｇｅｌ）Ｍａｘｉｍ。

２６红景天药材市场调查

为了解红景天在当地的具体使用的品种来源，

对青海省西宁市药材市场（康美中药城）进行了调查

和走访。目前青海市售的红景天主要有两类：一类

是根粗的，以狭叶红景天为代表，藏译名 “噶都尔

曼巴”；另一类是根茎粗长，根圆柱状的，以唐古红

景天、大花红景天为代表，藏药名 “索罗玛保”。

正品资源中掺杂有大量的替代品甚至伪品，导致形

成红景天资源市场混乱局面，严重影响到相关产业的

健康发展。另外，很多青海地方性用药习惯的药材有

些也未在 《中国药典》和 《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第

一册》收录，当地仍在使用。

３　讨论

经过野外样方调查和本草考证掌握了主流红景

天药材基原品种的分布、资源蕴藏情况和市场流通

等状况。同时也发现了红景天药材产业链中出现的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资源保护利用的角度提出以

下４条合理化建议：

３１建立起青海省红景天药材标准

由于当地藏药红景天用药习惯缺少了临床疗效

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稳定性评价。同时正品掺杂着

习用品和代用品也制约了藏药现代化、标准化、国

际化的进程。藏药经典鉴别方法与中药相似，主要

包括基原植物鉴定、性状鉴定、显微鉴定和理化鉴

定，标准制定应以藏医药理论及临床用药经验为指

导，在遵循并体现藏医药特色的前提下，明确藏药

材基原，并在此基础上对它的安全性、有效性、资

源保护、炮制加工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青海省地

方标准的制定才能保留当地藏药之根、地道用药

之法。

３２建立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野生种质资源库
红景天属植物在青海分布广，不同区域同品种

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种质差异。由于大花红景天主要

生长在海拔４５００ｍ左右的高山流石滩，生态环境
恶劣且生态植物单一以水母雪兔子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ｍｅｄｕｓａ
Ｍａｘｉｍ、甘青乌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ｍ（Ｍａｘｉｍ）
Ｓｔａｐｆ、白苞筋骨草ＡｊｕｇａｌｕｐｕｌｉｎａＭａｘｉｍ为主。破坏
性的挖掘大花红景天不但是对这一珍贵资源的破坏

更是对整个地区生态植被的灭顶打击，一旦破坏难

以恢复。其次，红景天属植物生长都比较缓慢且花

粉不容易被昆虫传播，如果集中地区超强度采挖也

势必造成该物种在该地区灭绝。因此，需要加强对

红景天属药用种质资源的保护力度，为今后红景天

属药用资源繁育和优质品种保育工作奠定基础。与

此同时，红景天属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

也是藏药现代化和藏药走向世界的基础。

·２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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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建立野生红景天药源保护区
根据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在青海省的适宜分布范

围，建议在青海省海北、海南、黄南、玉树和果洛

州的县属适宜分布区内，分别设立资源保护区，对

保护区内的资源使用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由辖属

县分别管理。在确定资源合理利用强度的基础上，

采取逐年分区定量轮采，保持分区内的资源最低数

量和再生繁育能力的稳定。同时研究其生物学特征，

观察各个物候期，确定出最适采收期，来提高红景

天药材的质量和产量，最大幅度的减少浪费和药源

的破坏，保证野生资源有充分时间自我恢复，达到

资源可持续利用目的。

３４应加快红景天药材规范化种植进程

经过调查发现青海省各个地区尚未种植红景天，

药材资源完全依赖野生。收购的红景天药材品质参

差不齐，破坏性挖掘又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目

前西藏、四川已成功繁育大花红景天、狭叶红景天

和唐古红景天，并且大花红景天的种植技术已趋于

成熟，逐渐形成规模化种植。未来只有通过 ＧＡＰ基
地的建立等实现藏药材规范化、生态化种植，保证

藏药材质量的稳定与可靠，进一步保证临床用藏药

的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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