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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药用植物资源研究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重庆400065) 瞿显友秦松云

湘西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吉首416000)田华咪

摘要：目的：对土家族苗族集居地武陵山区药用植物资源现状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查阅相关资料，对武陵山

区不同省市分别调查。结果：武陵山区药用植物资源丰富，有药用植物2000余种。道地中药材有：黄连、板党、湖北贝母、川

黄柏等10余种；珍稀濒危植物24种，国家保护野生药材18种，土家族珍稀濒危民族药材lO种。武陵山区药用植物资源丰

富，开发当地资源应做好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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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以“毕兹卡”为族称(本地人的意思)，系氏羌族’ 红壤、紫色土；海拔800米以下分布的黄红壤；分布在海拔

群。主要居住在云贵高原东端余脉的武陵山区，湘鄂渝黔800—1700米范围内，主要为山地黄壤；1700米以上为黄棕

四省市交界处，武陵山区面积约lO万平方公里，人121约 壤和山地草甸土；在石灰岩分布地区，交错分布着黄色和黑

2000万。其中土家族人口约近900万人。该地形起源于云 色石灰土。本区大部分为砂页岩和变质岩的土石山地，土

南高原山地向东部丘陵平源过渡，重峦叠嶂，山势陡峭，垂 壤呈微酸性反应，其次为石灰岩山地，土壤呈中性或微碱

直海拔差大。在气候上属亚热带季节风气候区域，气候温 性。本区土壤随地形及气候的变化形成垂直地带性分布，

暖湿润。由于独特的生态环境，所以该地区植物分布呈多 尤为突出。

样性。为中国植物区系特有属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2民族药资源状况

仅种子植物就有201科、1005属、4119种。占中国种子植物 土家族以武陵山为中心的居住地，为了区分各地资源，

总数科的59．64％，属的31．41％，种的15．68％。其植物区．分为四个区域进行介绍。

系比较，仅次于横断山区和华东地区的药用资源丰富，被称 土家族南区(包括贵族的铜仁地区及黔东北的务川、凤

为“华中的天然药库”。 冈、余庆等县)：为贵州主要产药区之一。该地区以武陵山

l生态条件 的主峰梵净山(海拔2572m)为资源最为丰富，约有植物近

地貌以山原丘陵为主，山体起伏，峰峦叠嶂，逶迤绵延， 2000种，其中梵净山特有药用植物15种。铜仁地区有药用

沟壑纵横。丘陵河谷和低山占总面积的70％，1000m以上 动植物976种。该区的中草药1200多种，其中植物药近

中山区占30％，最低海拔60m，最高海拔2572m(贵州梵净 1000种。动物药100余种，中草药蕴藏量为360万吨。主要

山主峰风凰山)。本区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常见漏斗、溶 品种有：天麻、何首乌、石斛、淫羊藿、黄柏、杜仲、孩儿参、厚

洞、峰林等，形成了奇峰异林独特景观。本区地质结构复 朴。

杂，受冰川直接破坏作用较小，很多地方就成为冰期中北方 土家族西部(重庆黔江、酉阳、秀山、彭水、石柱)：为川

植物的“避难所”。当冰期冰川北退时，南方植物逐步向北 药道地产药区之一。该区有中草药1700多种，其中，中药

扩展，这些地方又成为南方植物的栖息地，形成了南北植物 材有650种，草药700多种。该区主要品种有：黄连、JfI佛

交汇地带。构成独特植物资源和矿产资源。 手、金银花、青蒿、半夏、黄柏、何首乌、山茱萸、生地，其中，

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因受本区高大山体 石柱所产的黄连占全国产量60％，年产1,100吨。因其产量

的影响。东南暖湿气流受阻抬升，形成了“云雾多、湿度大、 大，质量优，因而石柱县黄水被誉为“黄连之乡”。黄花蒿为

降水充沛”的气候特点。本区年平均气温为16一”．5℃，平 当地优质资源，所含青蒿素含量高，近年人工种植柏万亩，

均日照1200．1500小时左右，多IO"C年积温为4500一 成为青蒿素提供原料主要供应地；川黄柏为该区遂地药材，

5500℃。无霜期260。300天，年降水量为1400—1800毫米， 质量优。目前发展有川佛手2万多亩，山茱萸lO万亩，山

阴雨天较多，雨水较均匀。因山体起伏。海拔差异大。形成 银花2000亩，续断500亩。

垂直的气候带，为植物多样性构建了良好的气候环境。 土家族北部(湖北的恩施州及宜昌地区的五峰、长阳)：

土壤类型按不同海拔分为：500米以下的丘陵谷地为 为湖北药材主产区和药材生产基地。恩施州共有中草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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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药2088种，来源于187科，225属。常收购的中药材约

300种。该区域主要品种有：利川黄连，湖北贝母，板党，窑

归，五鹤续断，紫漓厚朴，资丘独活，辛夷。名贵民族药材

有：江边一碗水、头顶一颗珠，水灵芝、白三七、水蛇参等。

土家族中东部(湖南湘西自治州及张家界的永定区、桑

植，常德的石门)：为湖南重要产药区之一。该区有中草药

1335种，其中植物药194科1665种，动物药86科147种，矿

物药23种。植物药蕴藏量20万吨，动物药50吨，矿物药

15吨。主要品种：玄参、木瓜、自术、黄连、杏仁、枳壳、百

合、金樱子、黄柏、厚朴、银杏、金银花、吴茱萸、山木通、何首

乌、水灵芝、百味莲、乌梢蛇、九香虫、辰砂等。栽培药材以

百合的产量大，年产量为500吨以上；玄参年产量为400

吨；年产200吨以上的有木瓜、自术、云木香、杜仲、枳壳。

年产50吨以上有黄连、吴茱萸、厚朴、独活。百合、玄参、枳

壳、黄精、辰砂、木瓜、吴茱萸等为当地道地药材。名贵民族

药材有：水灵芝、百昧莲、冷水七、半截烂、自三七等。

3药用植物资源分布特点

3．1道地药材：武陵山区为中药道地产区之一，如黄连(石

柱)，青蒿(酉阳)，窑归(恩施)，板党(恩施)，湖北贝母(恩

施)，川黄柏，紫油厚朴，川佛手，资丘独活，五鹤续断，百合

(龙山)，湘木瓜(桑植、鹤峰)。山银花(秀山)，湘枳壳，湘茯

苓。这些药材种植历史悠久，质量优，产量大，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品牌优势。“原产地域产品一石柱黄连”国家标准通

过国家质检总局和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审查。该标准是我

国第一个黄连专业国家标准，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中药材

国家标准之一。

3．2珍稀保护物种：武陵山区处于西部高原亚区与东部丘

陵平原亚区的边缘，东北接湖北，西部直达神农架等地，西

南联于黔东梵净山。武陵山的独特地质、气候条件。加之山

路崎岖，交通不便等原因，从而完整地保存了生物多样性，

成为我国众多孑遗植物和珍稀动植物集中分布地区。

武陵山区有珍稀药用植物保护的品种26种，属于国家

珍稀保护植物11种，其中I类保护植物有4种，Ⅱ类4种。

属珍贵树种4种，其中I类1种，Ⅱ类3种。属于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品种有16种。属于国家保护

的野生中药材品种有19种，其中Ⅱ类有6种，Ⅲ类有13

种。见表1、表2。

表1武陵山区居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神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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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区为土家族、苗族的药物主产区。土家族常用

药物约400余种，主要为植物为主。少用动物药及矿物药。

现的新的药用植物。这些植物随着生态的恶化以及过度的

采挖，资源也濒危状态。根据资源的蕴藏量衰竭，分布区域

有的药物为土家族独用的药物，如冷水七(又称血三七)，水 小，经济价值高，植物生物学及药效学等方面，选择了土家

黄连，白三七等，在文献中没有记载，是土家族资源调查发 族常用的10种药用植物。植物见表3。

裹2武陵山区属国家珍稀保护植物名录

4土家族药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探讨

4．1建立珍稀濒危植物及特有植物保护区【2】：笔者先后对

土家族区域的自然保护区：桑植八大公山，石门瓶壶山。五

峰的后河、贵州梵净山、黔江的灰千梁子，龙山八面山、永顺

的小溪等自然保护区进行考察。随着生态的恶化及药物偷

采，野生药用植物数量急剧下降，很多野生药材也于濒危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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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如土家族特用的冷水七，在上世纪∞年代产量曾达10

吨以上，2000年只达100公斤，2005年收购10公斤都困难。

因而急需建立自然保护区，特别是对本地珍稀品种和

特有品种进行就地保护；其次，在生态环境相似，地理位置

相近的地区进行迁地保护；三是建立物种基因库，保存种子

资源。

表3武陵山区珍稀民族药资源名录

4．2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l目前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中，很

多保护区由于没有相应的经费及人员，加上部分自然保护

区人员认识的偏差，存在保护区就是保护树林的概念。珍

稀药用植物偷采偷挖的现象十分严重，使保护区成了名义

上的保护区。建议相关部门对民族药珍稀药用植物建立专

门自然保护区，对民族药及当地特色药材进行就地保护或

迁地保护。

4．3加强人工栽培研究力度：民族药是民族医药不可缺少

部分。是保证人民健康的物质基础。从生态保护及可持续

发的角度来看，药用植物的使用应是人工栽培的植物。所

以，要做好野生药材人工驯化及栽培研究的工作，才能真正

做到保护生态，促使药用植物的开发和保护可持续发展。

4．4树立品牌意思，大力发展道地药材：土家族居住区分

布众多的道地药材，各地要充分利用当地道地药材，推行规

范化种植，提升道地药材的品牌。把发展药材与推动当地

经济相结合，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促进药材可持续发

展相结合，走富民兴药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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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医药学是我国民族医药学的瑰宝，土家族医药

具有独特的用药方法和药物名称，如将具有赶火败毒、活血

祛瘀、消肿止痛、除风湿等功能的药物称之为“七”；把具有

通筋脉、消肿祛瘀、活血止血、赶火败毒、祛风除湿等功能的

药物称之为“还阳”等。但由于土家族医药的带教方式主要

是父传子、师带徒的方式，口耳相传，世代相承，因而常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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