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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淫羊藿的分布区划。方法：通过实地标本采集并结合中国数字标本馆（ＣＶＨ）标本信息收集
淫羊藿在全国的分布位点，利用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和最大熵模型（ＭａｘＥｎｔ）分析其分布格局的主要生态因子。
结果：调查发现由于利益驱动无序滥采滥挖致使淫羊藿野生资源趋于枯竭，区划研究表明４月份降水量和高程等
２４项因子是影响淫羊藿分布的主要生态因子。淫羊藿的潜在分布区主要集中在甘肃省东南部、陕西省南部、山西南
部及河南西部等区域并呈带状分布。结论：本研究对淫羊藿原产地资源保护和野生抚育具有指导作用，可为淫羊藿

人工繁育用地的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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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羊藿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ｎｕＭａｘｉｍ为常用中药
材，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

典》）淫羊藿药材来源之一，其干燥叶具有补肾阳、强

筋骨、祛风湿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肾阳虚衰、阳痿

遗精、筋骨痿软、风湿痹痛、麻木拘挛等［１］，临床上

主要用于治疗骨质疏松、更年期综合征、乳房肿块、

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２３］。近年来由于国内外淫羊

藿提取物需求量不断扩大，导致淫羊藿被无序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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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采收中将野生植株连根拔起，致使野生资源被大

面积破坏，资源呈现濒危趋势［４５］。因此开展淫羊藿

的资源现状、市场调查以及生态适宜性研究对淫羊藿

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具有指导意义。

１　淫羊藿资源现状

１１　分布及生境特征

根据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淫羊藿主要分布于

以祁连山东沿兴隆山贺兰山东段、岷山山脉北侧
六盘山秦岭南侧大巴山山地以及太行山西侧在松林
和灌丛及沟谷等隐蔽度较大背光潮湿地带，海拔跨

度为４５０～３２００ｍ，分布区土壤以棕壤、褐土、黑土
为主，土壤质地适中，为中壤或轻壤，部分土壤层

有０８～１５ｃｍ落叶腐质层，通透性好，有机质含
量较高［６８］。其中伴生植物乔木层为青扦、辽东栎、

榆、油松为主；灌木层为胡枝子、黄刺玫、榛子、

火棘、绣线菊；草本层为羊胡草、茜草、扭柄花等。

１２　淫羊藿品质情况

不同产地淫羊藿品质相差甚远，调查发现甘肃榆

中县兴隆山，南部的成县、礼县、徽县、西和县和宕昌

县等地区淫羊藿指标成分含量相对稳定；陕西宁陕以北

地区，山西晋城、陵川等区域土壤肥沃，降雨较多，淫

羊藿生长情况良好，植株个体较大；河南登封、宁夏固

原等地区呈零星分布，指标成分含量相对较低。

１３　市场流通情况

对兰州黄河、陇西文峰、成都荷花池和河北安

国药材市场的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淫羊藿除以中

药饮片流通外，部分药材进入制药企业以中成药或

提取物形式用于药品领域，同时在保健酒和其他功

能性食品市场亦被大量使用。其价格也从十多年前

的几元一路上涨到百元，其中以甘肃陇南地区产价

格最高。目前甘肃产淫羊藿年产在３５０ｔ左右，市场
流通较少，大部分在产地直接由药企委托收购。

２　淫羊藿潜在分布预测研究

２１　方法

２１１　样本收集　查阅相关文献记录淫羊藿分布范
围，依据分布范围，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开展野外实地调
查，利用ＧＰＳ记录经纬度、海拔信息，同时查阅中国
数字标本馆（ＣＶＨ），收集淫羊藿的经纬度及海拔信息。
本次研究共采集到甘肃、陕西的淫羊藿样本４８份，从
ＣＶＨ中获得的淫羊藿分布信息共１４６条，得到有效数

据为１９４条。将淫羊藿的采样信息和环境数据按物种
名、分布点经度和纬度顺序从Ｅｘｃｅｌ表中导出，按最大
熵模型（ＭａｘＥｎｔ）软件所需保存为为ｃｓｖ格式文件。
２１２　淫羊藿生长分布预测
２１２１　生态因子数据的获取　在众多物种潜在分
布预测模型中，ＭａｘＥｎｔ具有操作界面简洁、模拟性
能优越、预测精度较高等方面的优势，在植物与气

候关系、资源现状、外来物种入侵等领域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因此本研究选用 ＭａｘＥｎｔ（３３３版）软件
来预测淫羊藿的潜在分布区。本研究生态因子数据

来源于 “中药资源空间信息网格数据库”，包括

５５项生态因子，其中１９项生物气象数据为１９５０—
２０００年监测数据的平均值。
２１２２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参数设置　将ｃｓｖ格式数据
传入ＭａｘＥｎｔ软件，导入所有生态因子。设置模型参
数，具体参数如下：随机测试比例为 ２５％，其中
７５％的数据用于建模，另外２５％的数据用于模型的
验证。设置最大迭代次数为１×１０６，设置受试者工
作曲线（ＲＯＣ曲线）和刀切法（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检验权重，
其他参数为默认值。

２１２３　模型预测评价　通过观察曲线下面积（ＡＵＣ）
值评测模型精度。

２１２４　生态因子筛选　将１９４份淫羊藿分布信息
及５５个生态因子导入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中进行迭代运算，
弃去运算结果中贡献率为０的生态因子，进行第２次
运算，直至没有贡献率为０的生态因子出现，停止运
算。得到所有对淫羊藿生长具有贡献率的生态因子。

２１３　淫羊藿在我国的生态适宜性区划分析　根据
ＭａｘＥｎｔ运算结果中样本分布点生境适宜度值，以提
取结果中最小值作为适宜生长和不适宜生长的分界

线。对于适宜生长区的空间，则以正态分布中的 μ，
δ为界区，即 ［０，最小值］为不适宜区，［最小值，
μδ］为次适宜区， ［μδ，１］为最适宜区［９］。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绘制淫羊藿生态适宜性区划分布图。

２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２１　模型预测评价　模型预测准确度是以 ＡＵＣ
值的大小的衡量指标，其取值为０～１，ＡＵＣ值的大
小与模型判断能力的强弱成正比［１０１１］。淫羊藿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ＲＯＣ曲线训练数据集 ＡＵＣ＝０９９１，测试数据
集ＡＵＣ＝０９８７，表明由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模拟效果非常
好，由模型运算得出的淫羊藿生长适宜度具有很高

的准确度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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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主要生态因子的选择　本研究使用的生态因
子数据（气候、土壤、地形和植被类型）来源于 “中

药资源空间信息网络数据库”。从中国数字标本馆

（ＣＶＨ）获取的淫羊藿经纬度数据经ＭａｘＥｎｔ运算，剔
除贡献率为０的生态因子，经７次运算后剩余２４个
具有贡献率的生态因子，其中有１５个气候因子（总
贡献率为 ７８０％）、３个地形因子（总贡献率为
１９２％）、５个土壤因子（总贡献率为２１％）、１个
植被类型因子（贡献率为０８％），可见气候因子对
淫羊藿的影响最大。贡献率＞１％的生态因子贡献率
及适宜值范围如下：根据生态因子响应曲线结果，

４月降水量贡献 率 最 高 为 ２２９％，适 宜 值 为
３０～９０ｍｍ；海拔贡献率为１３８％，适宜值为４００～
３２００ｍ；５月降水量贡献率１１６％，适宜值为４０～
１４０ｍｍ；６月降水量贡献率为 ９８％，适宜值为
５０～１８０ｍｍ；温度季节性变化标准差贡献率８６％，
适宜值为５０１～６２０℃；３月降水量贡献率８４％，
适宜值为２０～５０ｍｍ；年平均温度贡献率为５３％，
适宜值为５０～２３１℃，１月份平均温度贡献率为
４１％，适宜值为 －４５～１８℃，坡度贡献率为
３７％，适宜值为３～７０℃，最冷月最低温贡献率为
４１％，适宜值为 －２０～－１０℃，１２月份平均温度

贡献率１３％，适宜值为－２５～３０℃。
２２３　淫羊藿在我国的生态适宜性区划　采用地理
信息系统（ＧＩＳ）提取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预测结果的生态适
宜度值，运用 ＧＩＳ软件中的分类功能模块，将淫羊
藿适宜区划按照适生指数从低到高分为适宜区、次

适宜区和不适宜区 ３类。利用 ＧＩＳ软件中类功能，
绘制淫羊藿生态适宜区划图。淫羊藿生态适宜性区

划见图１。如图１所示，淫羊藿较高适宜度主要集中
在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

３　结论

本研究基于淫羊藿的自然分布信息及环境因子

数据，采用 ＭａｘＥｎｔ预测其在我国的生态适宜性分
布，模型预测结果经ＲＯＣ曲线评价表明预测结果准
确度及可信度较高（ＡＵＣ＞０９）。ＭａｘＥｎｔ模型估算
结果经 ＧＩＳ制图，基于实际分布点的生态适宜度值
及正态分布曲线划分其生态适宜区，结果表明淫羊

藿最适宜分布区集中在我国北方以祁连山东沿兴隆
山贺兰山东段、岷山山脉北侧六盘山秦岭南侧大
巴山山地、太行山西侧、吕梁山西侧等山系为主的

区域并呈带状分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淫羊藿

生态适宜区分布县 （区）见表１。

注：审图号为ＧＳ（２０１９）１８２３号。

图１　淫羊藿在我国的生态适宜性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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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淫羊藿在各省生态适宜性分布区

省／
自治区

最适宜区分布县（区） 次适宜区分布县（区）

陕西 陇县、太白、凤县、眉县、洋县、勉县、略阳县、留

坝、佛坪、洛南、镇安、澄城、安塞区、绥德、靖边

部分地区

丹凤、商南、山阳、汉阴、石泉、宁陕、紫阳、岚皋、平利、镇坪、旬阳、白

河、城固、西乡、宁强、镇巴、榆阳、府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

洲、延长、延川、子长、志丹、吴起、甘泉、富县、洛川、宜川、黄龙、黄

陵、潼关、大荔、合阳、蒲城、白水、富平、韩城、华阴、宜君、三原、泾

阳、乾县、礼泉、永寿、彬州、长武、旬邑、淳化、武功、凤翔、岐山、扶

风、眉县、陇县、千阳、麟游、蓝田、周至部分地区

甘肃 武都区、成县、礼县、徽县、西和、宕昌、文县、迭

部、两当、中县、合水、泾川、崇信、灵台、华亭、

庄浪、麦积区、甘谷、武山、漳县、岷县部分地区

玛曲、碌曲、夏河、合作、临潭、环县、华池、庆城、正宁、宁县、秦安、清

水、张家川、景泰、陇西、通渭、临洮、渭源、安定区、静宁、永登、古浪、

永靖、东乡、临夏、和政、广河、康乐全部地区

山西 永济、沁水、陵川、芮城、沁县、沁源、柳林、五台

部分地区

临猗、万荣、闻喜、稷山、新绛、绛县、垣曲、夏县、平陆、曲沃县、翼城、

襄汾、洪洞、古县、安泽、浮山、吉县、乡宁、大宁、永和、蒲县、汾西、阳

城、泽州、榆社、左权、和顺、昔阳、寿阳、太谷、祁县、平遥、灵石、文

水、交城、兴县、临县、石楼、岚县、方山、中阳、交口、孝义、平定、盂

县、忻府区、定襄、代县、繁峙、宁武、静乐、神池、五寨、岢岚、河曲、保

德县、偏关、山阴、应县、广灵、灵丘、浑源、清徐、阳曲、娄烦全部地区

宁夏 隆德、泾源零星地区 西吉、彭阳、原州区、海原、同心、盐池部分地区

青海 大通、互助、海东、民和、化隆、循化部分地区 海晏、湟源、共和、贵德、贵南、同德、门源、尖扎、同仁、泽库、河南全部

地区

四川 平武、青川、九寨沟部分地区 南江、通江、万源、宣汉、开江、平昌、仪陇、南部、梓潼、北川、安县、岁

江、金堂、郫县、大邑、宝兴、芦山、荥经、汉源、甘洛、越西、美姑、金

阳、雷波、昭觉、布拖、冕宁、木里、阿坝、红原、若尔盖、壤塘、甘孜、德

格、道孚、康定、稻城、得荣部分地区

河南 灵宝、洛宁、栾川、嵩县部分地区 陕县、卢氏、洛宁、渑池、宜阳、嵩县、栾川、汝阳、南召、西峡、浙川、内

乡、镇平、方城、社旗、鲁山、郏县、宝丰、林州、禹州、登封、新密、巩

义、孟津的等地区；新野、唐河、舞阳、辉县、临颍、西平等部分部分地区

湖北 — 郧西、郧县、竹山、竹溪、房县、谷城、南漳、保康、兴山、远安、秭归、巴

东、长阳、建始、咸丰、来凤、鹤峰、五峰部分地区

湖南 — 桑植、武陵、龙山、永顺、保靖、古丈、花垣、泸溪、凤凰、辰溪、安化、新晃、

中方、会同、祁阳、道县、宁远、蓝山、嘉禾、宜章、临武和汝城部分地区

贵州 — 习水、桐梓、正安、绥阳、凤冈、德江、正安、道真、沿河、惠南县、印江、

松桃、遵义、湄潭、石阡、岑巩、施秉、镇远、三穗、剑河、天柱、银屏、台

江、黄平、瓮安、开阳、息烽、金沙、赫章、咸宁全部地区

重庆 — 城口、巫溪、巫山、开县、奉节、云阳、万州、忠县、石柱、丰都、涪陵、垫

江、梁平、长寿区、江北、铜梁、璧山、巴南区、永川、江津区、綦江区、南

川区、武隆区、彭水区部分地区

山东 — 蒙阴、平邑、费、苍山、成武、曹县、单县、莒南、莒县、五莲县、诸城、胶南、

胶州、即墨、莱西、莱阳、海阳、乳山、文登、荣成、栖霞、蓬莱部分地区

浙江 — 桐庐、建德、淳安、安吉、遂昌、云和、景宁、庆元、青田、文成、泰顺、

仙居、天台、新昌部分地区

河北 — 承德、迁西、兴隆、滦平、怀来、逐鹿、赤城、宣化、怀安、阳原、蔚、涉

县、临城、阜平、宽城、青龙零星地区

北京 — 房山区、延庆、门头沟区、怀柔区零星地区

云南 — 绥江、水富、永善、盐津、大关、彝良、镇雄、鲁甸、巧家、会泽、德钦、

香格里拉、贡山、维西、玉龙部分地区

辽宁 — 本溪满、恒仁、岫岩、辽阳、盖州、凌原零星地区

吉林 — 汪清、珲春、敦化、抚松、靖宇、桦甸、浑江区零星地区

新疆 — 昭苏、特克斯、伊宁、霍城、巩留零星地区

西藏 — 洛扎、错那、隆子、林芝、八宿、左贡、察隅、扎达、普兰零星地区

　　注：—表示无最适宜分布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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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本研究以生态因子为基础对全国淫羊藿的生境

适宜区划进行了预测。试验所得分布区与 《中国植

物志》中的淫羊藿的分布区域基本吻合，与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年走访调查的实际信息相吻合。

当前，我国淫羊藿资源的开发应用进展较快，

一些学者就淫羊藿引种、驯化与栽培做了大量工

作［１２１６］。但在淫羊藿种质繁育推广等方面研究工作

进展依然薄弱，淫羊藿繁殖以无性繁殖和种子繁殖

进行，虽然在分蘖芽种植及组培等方面有大量的试

验［１７１８］，大田规模化种植依然难以突破，同时淫羊

藿种子有深休眠的特性，加之其习性在荫蔽度较大

背光潮湿的特殊环境生长的特点，大田移栽也面临

考验。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１）淫羊藿干燥叶药用，调
查发现药农或商贩为了提高采收效率及产量，一般

将野生淫羊藿连根带茎全株拔起，这种竭泽而渔式

的滥采滥挖致使野生淫羊藿资源日渐枯竭；２）淫羊
藿药材一般以６—９月茎叶生长茂盛指标性成分含量
较高时采收，但受利益驱动５月份便有药贩进入生
长区对其进行收购，致使药材质量层次不齐，严重

影响药材品质；３）虽然近年来开展了一些淫羊藿野
生资源保护、抚育与可持续利用研究并取得了一些

进展，但其人工繁育研究依然存在难度。为保护淫

羊藿野生资源，应在适生区有计划地建立包括淫羊

藿在内的野生资源自然保护区，同时建立淫羊藿种

子库；在移栽过程中通过人工模拟野生生境，构建

半野生状态的居群［１９］；继续加强栽培驯化及组培研

究，为淫羊藿资源保护与开发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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