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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提供海南省五指山山脉中药资源调查数据，全面掌握该区域中药资
源现状，并制定适宜的中药产业发展规划。方法：采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方法，设立 “样带、样地、样方”，

结合现场调查、走访等措施，收集野生和栽培中药资源种类、储量及销售情况数据。结果：海南省五指山辖区分布

野生中药物种５４０种，隶属１１８个科；保亭辖区分布野生中药物种５９１种，隶属１２３个科。调查到全国重点药材物
种４７种，海南省重点药材１９种；中国特有物种２６种，海南省特有种１７种。全省主要栽培药材１３种，其中面积较
大的为槟榔、益智、胆木、龙眼、荔枝、牛大力等。结论：海南省五指山辖区气候类型多样，野生中药资源丰富。

森林覆盖率高、土地资源少，适宜发展林下药材种植，重点发展特色 “南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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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开展了三次全

国中药资源普查，并取得丰硕成果，为我国中医药

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自１９８７年第三次全国中药资
源普查起至今，我国中药资源已发生巨大变化，在

资源种类、分布、储量、种植面积、市场需求方面

与以前差异显著。为了更充分地了解我国中药资源

现状，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更好地促进我国中医

药事业健康、快速发展，２０１１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部署，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

点）工作［１］。海南省作为试点省份，于２０１２年开始
了全省范围内的中药资源普查工作。

海南省位于我国最南端，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南

部，分布着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尤以 “南药”资

源最为丰富。南药是指分布于我国北纬２５°以南及从
热带区域国家引种来的植物药［２］，如有 “四大南

药”之称的槟榔、益智、巴戟天、砂仁［３］，从国外

引种的泰国大风子、印度马钱、肉豆蔻等。第三次

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后，人们就开始对我国南药资源

的分布、种类、蕴藏量等情况进行了系统总结。由

于当时海南交通不便，原生态森林较多，有些药材

物种、植物居群、新物种尚未被发现。为了全面掌

握全国中药资源种类、分布、储量等情况，多种新

技术、新方法被应用于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４］，

使本次普查更全面、更准确地掌握中药资源情况。

海南省植被丰富，药用植物众多，本次资源普查旨

在摸清海南省药用植物资源和分布现状，尤其是南

药分布及储量情况。

笔者参与了第四次海南省中药资源普查，为三

亚小分队队员，主要参与调查海南省三亚、五指山、

保亭３个市、县的中药资源情况［５］。本次调查采用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方法调查了五指山山脉及

其南麓野生中药和栽培中药资源情况，采集了大量

基原植物并制成腊叶标本。通过本次普查基本摸清

了该区域中药资源情况，掌握了栽培药材种类、产

量、市场等信息，为国家建立 “中药资源数据库和

网络化共享服务系统”提供可靠的数据信息。本研

究根据掌握的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提出发展建议，为

海南省五指山山区中药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依

据，更好地促进当地中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调查区域概况

五指山山脉贯穿五指山、琼中、保亭及陵水等

市、县。五指山山脉主要分布在五指山市辖区内，

其南麓主要分布在保亭县辖区内。因此五指山市及

保亭县是调查五指山山脉药用植物分布情况的代表

区域。五指山山脉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分界处，最高

峰海拔约１８００ｍ。其低海拔区域及南麓所属气候为
热带，热带雨林面积较大，分布了大量的热带药用

植物，是南药的重要分布区域。高海拔地区属亚热

带南部气候，南亚热带植被物种丰富。

五指山市位于海南岛中南部，地处北纬１８°３８′～
１９°０２′，东经１０９°１９′～１０９°４４′，总面积１１２８８７ｋｍ２。
年平均气温为２２４℃，夏季平均气温为２５℃，冬
季平均气温为１７℃，年降雨量１８００～２０００ｍｍ，相
对湿度为８４％，年平均日照２０００ｈ左右。土地总面
积１１２９ｋｍ２，森林覆盖率８１％［６］。海南最高峰立于

五指山市境内，海拔１８６７ｍ，山脉延伸及琼中、保
亭、陵水等４个市、县。五指山辖区属热带季风气
候，辖区内有大面积的热带季雨林和热带常绿阔叶

林等天然林，植物种类繁多、常绿、多层混交、异

龄；有维管束植物 ３５６０多种，分属于 ２５９个科、
１３７４个属，其中８３％属热带和亚热带科属植物［７］。

保亭县位于海南岛南部内陆，五指山南麓，地

处北纬１８°２３′～１８°５３′，东经１０９°２１′～１０９°４８′，土
地总面积 １１９０ｋｍ２，其中 ８４％为林地面积，约
１０００ｋｍ２。保亭县属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热量丰
富、雨量充沛、蒸发量大、季风变化明显的特点。全

年日照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ｈ，年平均气温２０７～２４５℃，年
降雨量１８００～２３００ｍｍ。

１２调查方法

１２１样带设置　按照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的
要求，野生中药材资源调查采用以市、县为区域划

样带、定样地、拉样方的方法，共设立３６个样地、
１８０个套方。每个套方中设 １个乔木样方，规格
１０ｍ×１０ｍ；设１个灌木样方，规格５ｍ×５ｍ；设
４个草本样方，规格２ｍ×２ｍ。在样方中分别统计
各种野生药材资源的种类和蕴藏量。根据五指山市

的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规划了３条样带。
１２２样地设置　五指山市辖区第１条样带贯穿毛阳
镇的什稿村、毛丹村、毛丹水电站、什耐村和水满

乡的牙排村、牙排村方满等，设立 ６个样地；
第２条样带贯穿番阳镇的苗村二队、布伦村四队、
布伦村加爱、保力村、合口村、南打九队、南打村，

毛道乡的空共村、空共下村、空办村、毛枝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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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枝村、红运桥、什头村、红运村空城等，设立

１５个样地；第３条样带贯穿畅好乡的窝米吨村、什
荣村、贺渔村、志毛村、什奋村、番那村、草办村

及冲山镇的罗力村、应示村、什束村、什干村、什

盆村和南圣镇的文化农场红光队、牙南村、同甲村

等，设立１５个样地。
保亭县辖区第１条样带贯穿毛感乡南旺村、南

兵村、毛位村、番一村、南昌村、南律村、番备村，

响水镇什也岭村、毛岱岭、什龙村、大本村，加茂

镇什调村、信民村、什信村、石弄村、林贡村、南

昌红卫桥、田崖村、墓山村，六弓乡田圮村等２３个
样地；第２条样带贯穿什玲乡毛辉村、南群村、什
道村、毛如村、加答村、八村６个样地；第３条样
带贯穿新政镇什非差村、报什村、什备村、番娥岭

等７个样地。
１２３数据、材料的收集及整理　按照 《中国植物

志》处理方式对调查的植物进行科属划分，并按第

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要求填写野生重点药材、野

生普通药材普查表。采集药材基原植物，尽量采集

包含花、果或分类特征明显的植物器官。对小草本

采集整株，较大草本、藤本、灌木及乔木等采集植

物器官，将植物材料压制成蜡叶标本。每个植物蜡

叶标本一式三份，两份上交于国家中药资源普查办

公室，一份标本保存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海南分所标本馆。

２　结果

２１野生药材

２１１五指山市　在五指山辖区调查到的药用植物
种类５４０种，隶属１１８科，统计情况如下：芭蕉科、
柏科、叉蕨科、茶茱萸科、灯心草科、杜鹃花科、

槲蕨科、橄榄科、藜科、钩枝藤科、谷精草科、裸

子蕨科、海桐花科、红树科、桔梗科、金缕梅科、

薯科、木兰科、木棉科、木通科、攀打科、山

矾科、伞形科、山柚子科、肾蕨科、省沽油科、石

松科、水龙骨科、苏铁科、桃科、蹄盖蕨科、田基

麻科、铁角蕨科、乌毛蕨科、鸭跖草科、远志科、

粘木科、紫草科、紫萁科、竹芋科等各 １个物种；
杜英科、苦木科、兰科、里白科、柳叶菜科、露兜

树科、萝雐科、莲叶桐科、马钱科、买麻藤科、木

犀科、牛栓藤科、茄科、柿科、石蒜科、薯蓣科、

铁线蕨科、五加科、五桠果科、西番莲科、苋科、

榆科等各 ２个物种；八角枫科、百部科、冬青科、
椴树科、金莲木科、金星蕨科、漆树科、千屈菜科、

瑞香科、使君子科、莎草科等各３个物种；海金沙
科、楝科、陵齿蕨科、卷柏科、壳斗科、蔷薇科、

山柑科、天南星科、玄参科、荨麻科等各４个物种；
大风子科、防己科、凤尾蕨科、胡桃科、猕猴旋花

科、葡萄科、藤黄科、棕榈科、紫葳科等各５个物
种；蓼科、锦葵科、桑寄生科等各６个物种；唇形
科、姜科、爵床科、野牡丹科、紫金牛科等各７个
物种；夹竹桃科、山茶科、无患子科、芸香科等各

８个物种；百合科、桃金娘科等各１１个物种；马鞭
草科、梧桐科等各１２个物种；番荔枝科１４种；樟
科１５种；桑科 １７种；禾本科 １９种；菊科 ２３种；
茜草科３１种；大戟科４２种；豆科４６种。其中物种
最多的科为豆科４６种，其次为大戟科４２种，这两
个科的总物种数８８个，占总调查物种数的１６３％，
其它超过１０个物种的科共计１６５种，占总调查物种
的３０６％。
２１２保亭县　在保亭县辖区调查到的药用植物种
类５９１种，隶属１２３科，统计物种情况如下：百部
科、白花丹科、叉藤科、车前科、翅子藤科、凤尾

蕨科、光叶藤蕨科、钩枝藤科、古柯科、红树科、

胡桃科、胡颓子科、金缕梅科、金粟兰科、景天科、

蕨科、莲叶桐科、龙脑香科、露兜树科、买麻藤科、

木棉科、木樨科、牛栓藤科、槭树科、忍冬科、石

松科、水蕨科、苏铁科、小盘木科、鼠李科、桫椤

科、松科、条蕨科、乌毛蕨科、稀子蕨科、远志科、

酢浆草科、粘木科（古柯科）、铁线蕨科３９个科各１
种；芭蕉科、八角枫科、茶茱萸科、多孔菌科、橄

榄科、葫芦科、苦木科、兰科、马兜铃科、毛茛科、

猕猴桃科、槲蕨科、千屈菜科、伞形科、石蒜科、

使君子科、莎草科、檀香科、西番莲科、竹芋科、

紫草科２１个科各２种；大风子科、海金沙科、桔梗
科、金星蕨科、卷柏科、陵齿蕨科、马钱科、木兰

科、山龙眼科、柿科、五桠果科、荨麻科１２个科各
３种；椴树科、爵床科、里白科、柳叶菜科、漆树
科、壳斗科、茄科、楝科、瑞香科、山柑科、薯蓣

科、藤黄科、天南星科、五加科、紫葳科１５个科各
４种；冬青科、蓼科、萝雐科、蔷薇科、山茶科、
苋科、榆科、鸭跖草科 ８个科各５种；杜英科、锦
葵科、葡萄科、桑寄生科、旋花科、玄参科、野牡

丹科、棕榈科８个科各６种；胡椒科各７种；唇形
科、夹竹桃科、无患子科３个科各 ８种；禾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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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科各 ９种；防己科、梧桐科各 １０种；芸香科
１１种；桃金娘科、紫金牛科各１２种；百合科、樟科
各 １３种；番荔枝科、马鞭草科各 １６种；桑科
２２种；菊科２２种；茜草科３８种；大戟科４１种；豆
科５１种。调查到１０个物种以上的科共１２个，共计
物种数２６４个，占该辖区总调查物种的４４７％。其中
豆科５１种，为该辖区物种分布最多的科，其次为大戟
科４１种，这两个科的物种占总调查物种数的１５４％。

２２调查到的重点药材物种

根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要求，海南省中

药资源普查办公室编制了海南省重点药材名录共

２１０种（包括全国重点药材和海南增补重点药材），据
此确定调查的物种是否为重点物种。本次调查共得到

重点药材６６种，其中国家重点药材４７种（见表１），
海南重点药材１９种（见表２）。

表１　调查区域分布的国家重点药材物种
序号 药材名 科名 种名 拉丁名

１ 菝葜 菝葜科 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ｃｈｉｎａ

２ 百部 百部科 对叶百部 Ｓｔｅｍｏｎａｔｕｂｅｒｏｓａ

３ 荜澄茄 樟科 山苍子 Ｌｉｔｓｅａｃｕｂｅｂａ

４ 苍耳子 菊科 苍耳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ｉｂｉｒｉｕｍ

５ 草蔻仁 姜科 草豆蔻 Ａｌｐｉｎｉａｋａｔｓｕｍａｄａｉ

６ 穿心莲 爵床科 穿心莲 Ａｎ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７ 沉香 瑞香科 白木香 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８ 灯心草 灯心草科 灯心草 Ｊｕｎｃｕｓｅｆｆｕｓｅｓ

９ 鹅不食草 菊科 石胡荽 Ｃｅｎｔｉｐｐｅｄａｍｉｎｉｍａ

１０ 飞杨草 大戟科 飞扬草 Ｃｈａｍａｅｓｙｃｅｈｉｒｔａ

１１ 枫香脂、路路通 金缕梅科 枫香树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１２ 杠板归 蓼科 杠板归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１３ 葛根 蝶形花科 野葛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ｌｏｂａｔａ

１４ 海金沙藤 海金沙科 海金沙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１５ 红豆蔻 姜科 大高良姜 Ａｌｐｉｎｉａｇａｌａｎｇａ

１６ 积雪草 伞形科 积雪草 Ｃｅｎｔｅｌｌ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１７ 降香 蝶形花科 降香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ｏｄｏｒｉｆｅｒａ

１８ 救必应 冬青科 铁冬青 Ｉｌｅｘｒｏｔｕｎｄａ

１９ 九里香 芸香科 九里香 Ｍｕｒｒａｙａｅｘｏｔｉｃａ

２０ 决明子 蝶形花科 决明 Ｃａｓｓｉａｔｏｒａ

２１ 苦楝皮 楝科 苦楝树 Ｍｅｌｉａ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２２ 连钱草 唇形科 活血丹 Ｇｌｅｃｈｏｍ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

２３ 荔枝核 无患子科 荔枝 Ｌｉｔｃｈｉ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ｖａｒｅｕ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ａ

２４ 两面针 芸香科 两面针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ｎｉｔｉｄｕｍ

２５ 灵芝 多孔菌科 赤芝 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ｌｕｃｉｄｕｍ

２６ 灵芝 多孔菌科 紫芝 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７ 茅根 禾本科 白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ｖａｒｍａｊｏｒ

２８ 墨旱莲 菊科 鳢肠 Ｅｃｌｉｐｔａ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２９ 木蝴蝶 紫葳科 木蝴蝶 Ｏｒｏｘｙｌｕｍｉｎｄｉｃｕｍ

３０ 木棉花 木棉科 木棉 Ｂｏｍｂａｘｍａｌａｂａｒｉｃｕｍ

３１ 茜草 茜草科 茜草 Ｒｕｂｉ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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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药材名 科名 种名 拉丁名

３２ 青果 橄榄科 橄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ａｌｂｕｍ

３３ 青蒿 菊科 黄花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ｎｎｕａ

３４ 青葙子 苋科 青葙 Ｃｅｌｏｓｉａ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３５ 山薯 薯蓣科 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ｆｏｒｄｉｉＰｒａｉｎｅｔＢｕｒｋｉｌｌ

３６ 石菖蒲 天南星科 石菖蒲 Ａｃｏｒｕｓｇｒａｍｉｎｅｕｓ

３７ 使君子 使君子科 使君子 Ｑｕｉｓｑｕａｌｉｓｉｎｄｉｃａ

３８ 天冬 百合科 天门冬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９ 天然冰片 樟科 樟树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４０ 土茯苓 菝葜科 光叶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ｇｌａｂｒａ

４１ 鸦胆子 苦木科 鸦胆子 Ｂｒｕｃｅａ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４２ 薏苡仁 禾本科 薏苡 Ｃｏｉｘｌａｃｈｒｙｍａｊｏｂｉ

４３ 益智 姜科 益智 Ａｌｐｉｎｉａｏｘｙｐｈｙｌｌａ

４４ 元肉 无患子科 龙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ｌｏｎｇａｎ

４５ 粤桑寄生 桑寄生科 广东寄生 Ｔａｘｉｌｌｕｓ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ｉ

５６ 紫珠叶 马鞭草科 杜虹花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４７ 楮实子 桑科 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表２　海南省重点药材物种（增补）
序号 药材名 科名 种名 拉丁名

１ 艾片 菊科 艾纳香 Ｂｌｕｍｅａｂａｌｓａｍｉｆｅｒａ

２ 白背叶根 大戟科 白背叶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ａｐｅｌｔａ

３ 白花蛇舌草 茜草科 白花蛇舌草 Ｈｅｄｙｏｔｉｓｄｉｆｆｕｓａ

４ 胆木 茜草科 胆木 Ｎａｕｃｌｅ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５ 蜂窝草 唇形科 蜂巢草 Ｌｅｕｃａｓａｓｐｅｒａ

６ 辣蓼 蓼科 辣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７ 毛鸡骨草 蝶形花科 毛相思子 Ａｂｒｕｓｍｏｌｌｉｓ

８ 牛大力 蝶形花科 美丽崖豆藤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９ 裸花紫珠 马鞭草科 裸花紫珠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１０ 三叉苦 芸香科 三叉苦 Ｅｖｏｄｉａｌｅｐｔａ

１１ 山大颜 茜草科 九节 Ｐｓｙｏｈｏｔｒｉａｒｕｂｒａ

１２ 伸筋草 石松科 铺地蜈蚣 Ｐａｌｈｉｎｈａｅａｃｅｒｎｕａ

１３ 田基黄 金丝桃科 地耳草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１４ 五指毛桃 桑科 粗叶榕 Ｆｉｃｕｓ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ｓｓｉｍａｖａｒｈｉｒｔａ

１５ 五指山参 锦葵科 箭叶秋葵 Ａｂｅｌｍｏｓｃｈｕｓｓａｇｉｔ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１６ 叶下珠 大戟科 叶下珠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ｕｒｉｎａｒｉａ

１７ 一点红 菊科 一点红 Ｅｍｉｌｉａｓｏｎｃｈｉｆｏｌｉａ

１８ 紫荆皮 大戟科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ｅｍｂｌｉｃａ

１９ 肿节风 金粟兰科 海南草珊瑚 Ｓａｒｃａｎｄｒａｇｌａｂｒａｓｕｂｓｐｂｒａｃｈｙｓｔａｃｈ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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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保护物种

根据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和 《海南

省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等依据，五指山山

脉及其南麓分布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有海南大风子、

海南梧桐、蝴蝶树、卵叶樟、土沉香、崖藤、野生

龙眼、野生荔枝共８种；海南省重点野生保护植物
有重阳木、翻唇兰、海南破布叶、黄牛木、乌檀、

莺哥木、银钩花、竹节树共８种。

２４栽培药材物种及规模

调查区域栽培面积超过 ６６７０ｈｍ２的药材物种
为：益智ＡｌｐｉｎｉａｏｘｙｐｈｙｌｌａＭｉ、胆木Ｎａｕｃｌｅ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ｅｘＰｉｔａｒｄ、 槟 榔 Ａｒｅｃａ ｃａｔｅｃｈｕ Ｌ、 龙 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ｌｏｎｇａｎＬｏｕｒ、荔枝Ｌｉｔｃｈｉ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ｏｎｎ、
牛大力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ｓｐｅｃｉｏｓａＣｈａｍｐ等。栽培面积低于
６６７０ｈｍ２的物种为：裸花紫珠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ＨｏｏｋｅｔＡｒｎ、白木香 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Ｇｉｌｇ、
降香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ｏｄｏｒｉｆｅｒａＴＣｈｅｎ、海南假砂仁Ａｍｏｍ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Ｃｈｕｎ、五 指 山 参 Ａｂｅｌｍｏｓｃｈｕｓｓａｇｉｔ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Ｋｕｒｚ）Ｍｅｒｒ、五指毛桃 Ｆｉｃｕｓ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ｓｓｉｍａＬｏｕｒ、赤
芝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ｌｕｃｉｄｕｍ（ＬｅｙｓｓｅｘＦｒ）Ｋａｒｓｔ等。

调查区域辖区栽培的主要品种为槟榔、益智、

荔枝、龙眼、胆木、牛大力和裸花紫珠等，主要栽

培药材物种的面积和产量情况见表３，其中槟榔种
植面积最大为５０００ｈｍ２，其次为益智１３３３３０ｈｍ２。

２５标本收集

在调查区域采集植物标本２４００份，并制成蜡叶
标本，其中１６００份上交于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办公室，８００份保存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海南分所标本馆。

２６部分重点野生药材分布面积和蕴藏量

根据调查区域野生重点药材分布情况，对蕴藏量

较高的野生药材进行了蕴藏量计算（见表４）。有些重点
药材分布较少，仅在出现在少数样方中，缺少统计学意

义，因此本次调查仅计算了出现频率较高物种的储量。

表３　调查区域栽培药材信息
物种 面积／ｈｍ２ 产量／ｋｇ·ｈｍ２ 分布区域 采集周期 药材类型

槟榔 ５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五指山市和保亭县 １年 干果

益智 １３３３３０ １５００ 五指山南圣镇、水满乡，保亭什玲镇等 １年 干果

荔枝 ５３３３０ １０５００ 五指山南部及保亭南部 １年 鲜果

龙眼 ４６６７０ ９００ 五指山南部及保亭南部 １年 鲜果

胆木 ３３３３０ ６７５００ 五指山水满乡、通什乡 ５～１０年 鲜茎干（储量）

牛大力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五指山全市和保亭全县 ５年以上 块根

裸花紫珠 ６６７０ １２００ 五指山全市 １年多次 干叶（储量）

表４　重点野生品种药材蕴藏量
药材名 基原植物 入药部位 分布面积／ｋｍ２ 单位面积储量／ｋｇ 蕴藏量／ｋｇ

白花蛇舌草 白花蛇舌草 全草 ０４８ １４９６０ ７２０１

赶风柴 裸花紫珠 枝、叶 ５３９ ８７２４２８６ ４７０３０６８６

光叶密花豆 光叶密花豆 茎、叶 ０３９ ７８００００ ３００３４３

海金沙 海金沙 孢子及其他 ２７９ １８０１９３１ １８０１９３１

积雪草 积雪草 全草 ０１９ １６１２０ ３１０４

救必应 铁冬青 根、茎 １５４ ７７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５９７１１

木兰寄生 木兰寄生 茎、叶 ０３９ ２５８００００ ９９３４４３

木棉花 木棉 花 ３０８ ５７８８７５０ １７８３１９２３

牛大力 美丽崖豆藤 根 ４６２ ４８１２５０ ２２２３６９６

三叉苦 三桠苦 根、茎 １００１ １０９７６５４ １０９８９１０１

山大刀 九节 叶 １９６４ ４５５２５４９ ８９４０２１９９

石菖蒲 石菖蒲 根、茎 ０１０ ４４０８００ ４２４３３

山羊耳 海南草珊瑚 全株 ４６２ １３９５３３３ ６４４７３７０

田基黄 田基黄 全草 ０７７ ６０８０ ４６８２

余甘子 余甘子 果实 ６１６ ６８２６２５０ ４２０５５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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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分析与讨论

本次调查在五指山山脉及其南麓的五指山市和保

亭县辖区开展，采用指定的调查方法，共设立６条样
带，７２个样地套方。由于地形复杂、环境多样、物种
丰富，设立７２个样地明显偏少，尽管可以符合第四
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要求，但仍有较多的野生物种未

被调查到。对栽培药材调查采用走访、现场调查等方

式，统计种植规模、年产量，估算蕴藏量，该方法与

遥感或无人机拍摄得到的数据相比准确性稍低。因此

在今后调查中应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方法。

本次普查与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相比在物种数

量、分布情况和储量情况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总体情况为新物种或新居群被发现，原生态林地面

积缩减，野生资源总量不断减少，原有的物种数量

变少或部分消失，名贵野生中药资源减少，产值较

高的药材被广泛种植，实现了中药材规范化和规模

化种植，形成了药材原料生产、药品研发和销售一

体的全产业链。

３１野生中药资源现状

海南最高峰坐落于五指山市，海拔１８６７ｍ，该
市最低海拔 ５０ｍ左右，海拔跨度大，气候差异明
显，植物资源极其丰富。保亭县位于五指山南麓，

平均海拔低于五指山市，年平均气温高于五指山市，

热带雨林分布较多，热带、亚热带植物物种丰富。

分布物种较多的科为大戟科、马鞭草科、禾本科、

百合科、豆科、茜草科、桃金娘科、桑科菊科、梧

桐科、番荔枝科、樟科１１个科。
调查到重点药用植物６６种，约占总调查植物种

类的１／９。其中，调查到的乔木、灌木和藤本较多，
主要因为该区域森林覆盖较高［６］，而草本植物多分

布在林地边缘或荒地中，样地数量较少，调查到的

重点草本种类也偏少，出现频率较高、分布较多的

野生重点药用植物有１５个种。该区域不仅分布较多
的重点药用植物，还分布部分国家级保护植物和海

南特有物种，除热带、亚热带植物物种外，还有较

多的温带植物物种。五指山山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

境，分布了丰富的植物资源，是天然植物宝库。该

地域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形成了不同生态类型的植

物基因资源库。今后有必要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和

设备，准确地调查植物种类及分布情况。

近几年由于人口日益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和

用地需求增加，大量平地、丘陵和山地被用于房地

产或厂房建设，致使大量野生药用植物种类和储量

减少。此外，目前我国对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的相关

法律、法规不健全，保护措施不到位，许多高价值

野生药材，如灵芝、五指山参、牛大力等被无序采

挖。随着全球气温变化，调查区域的环境也随之改

变，原本分布的药用植物也逐步减少或消失，如蛇

足石杉。栽培品种如槟榔、牛大力、胆木等野生资

源也极为稀少。诸多的因素导致野生药用植物资源

不断发生变化，生存能力较弱或价值较高的药材资

源减少甚至灭绝。

３２栽培药材现状

调查区域的栽培药材品种主要包括槟榔、益智、

荔枝、龙眼、牛大力、胆木等。益智为 “四大南药”

之一，且为 “药食同源”物种，除少量入药外大部分

被加工成调味品、食品和保健品。近年来由于益智价

格不断升高，而且是适宜林下种植的海南特色物种，

不仅农户自发种植，也成为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被大

规模种植，现种植面积已达１３３３３０ｈｍ２。槟榔少量
入药，现多数被加工成咀嚼品，需求量巨大，初步

统计海南种植槟榔面积１０００００ｈｍ２，成为海南第二
大农业产业，为农民主要经济来源。调查区域内槟

榔种植总面积约 ５０００ｈｍ２，其每公顷药材年产量
３０００ｋｇ，若仅考虑入药完全可满足市场需求。荔枝
和龙眼的果肉和种仁均是药材，但绝大多数用于水

果食用，除受台风、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外，每年

的产量变化不大。随着人们对龙眼和荔枝的需求增

加，新的品种被不断培育出来，当前以及今后种植

的龙眼和荔枝是否还适宜药用尚待研究。尽管野生

荔枝仍有分布，但由于缺少保护而逐渐消失。牛大

力是近几年较受欢迎的药材之一，既可食用又可入

药，种植面积也逐年扩大，但由于土地面积限制和

种植周期较长，增长趋势较为缓慢。此外，种植规

模稍大的药材还有裸花紫珠、胆木等。裸花紫珠的

需求量不断减少，种植面积也不断萎缩；胆木是一

种天然抗生素药材，具有良好的杀菌消炎作用，该

药材为海南省某些药厂的主要中药制剂原料，市场

需求相对稳定，种植面积缓慢增加。总之，随着药

材供求关系变化、价格波动及土地情况，种植药材

的种类和面积也不断变化，只有实时调查才能准确

掌握药材种植面积、产量等情况。

３３中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现状

１９９８年海南省政府开始重视南药产业发展，着
·０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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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海南特色中药材，鼓励开展野生药材资源驯

化和大规模栽培。２００１年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了全
省中药现代化协调小组，建立全省中药生态型科技

产业基地，从而吸引一批企业投资办厂，积极推进

中药产业化发展，同时也保护了野生资源。

五指山市和保亭县紧跟时代发展，大力开展南药

种植和开发，实现了槟榔、益智、裸花紫珠、胆木等

药材的规范化种植，尤其是槟榔种植面积迅速增加，

成为该区域种植面积最大的药材。随着研究不断深

入，科研成果已推动产业发展，从单一原料生产向

“种、研、销”多渠道转变，并建立了南药种植示范

基地及产品加工厂，中药种植业和加工业初具规模。

中药企业建立了南药、黎药种植示范化基地，涉及胆

木，裸花紫珠、大青、角花胡颓子、海南萝芙木、海

南龙血树等多种药材，增加了药材储量，推动了中药

产业发展。至今某制药厂仍大量使用胆木、裸花紫

珠、木麻黄、黄皮叶、三叉苦等原料生产胆木浸膏糖

浆、胆木注射液、复方木麻黄片等药品。因此，如何

挖掘特色、优质南药资源，形成 “种、研、产、销”

全产业链体系，是今后南药发展的重要方向。

３４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护措施

近年来，当地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森林资源，

禁止烧山毁林、乱砍乱伐，较好地保护了野生中药资

源和生长环境。依托当地丰富的药用资源、优越的地

理环境和大面积的林地，政府引导农民重点开展益

智、砂仁、草寇等林下药材种植，利用田间地头、房

前屋后等空地种植槟榔、降香、黄檀、沉香、裸花紫

珠等。近几年随着保健意识的不断提升，不少农户也利

用空地种植牛大力、优盾草、五指山参等特色南药，增

加了该类药材储量，有效地保护了当地野生资源。

３５调查区域中药材发展建议

经本次中药材资源普查，基本掌握了五指山山

脉及其南麓区域五指山市和保亭县中药材资源的种

类、分布、蕴藏量以及栽培药材的种类、规模、产

量和价格，这对于制定中药资源保护和发展规划有

重要作用，有利于对部分药材做准确的资源评估，

实现当地中药可持续发展［７］。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应密切关

注，一个物种的消失会影响到多个物种的生存和发

展。中药资源保护是生态保护的一部分，不仅保护

生物多样性，更保护了维持人类健康的自然资源。

今后应重点加强对具有高药用价值及高经济价值的

特有、珍稀和濒危物种进行保护和研究，应尽快建

立具有热带特色的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护基地；

加大对野生药用植物的引种驯化和人工栽培技术研

究；加强新资源开发，应用生物技术、现代化学分

析手段研究植物代谢；通过农艺调控或化学合成措

施增加活性物质，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短缺问题。

制定合理的中药发展规划，重点发展特色药材

品种。当前胆木、槟榔、降香、黄檀、沉香、益智、

海南砂仁、牛大力等南药资源应列为五指山市和保

亭县重点发展物种。根据普查结果确定发展品种、

发展规模、发展区域和发展进度，实现药材的有序、

合理、可持续发展。选择重点发展品种建立 ＧＡＰ基
地、定制药园等，确保药材品质和产量。

利用丰富的植物资源，加强新资源开发和利用。

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寻找具有疗效较好的新型中药资

源，或者寻找当前价值较高药材的替代品，减少对稀

缺资源的破坏。对已广泛种植的药材，深入开发食

品、保健品、药品及其他高附加值产品，推动南药产

业合理、快速发展。加强对重点发展的药材品种深入

研究，挖掘非药用部位或药材废弃物价值，如黄胆木

的根和叶、牛大力的地上部分以及药材废弃物的充分

利用，建立适宜中药废弃物及副产物的生物转化、化学

转化或物理转化的循环利用技术［８］，提高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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