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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调查研究，基本整理出了平坝县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种类、药用

功能及民族用药情况，为平坝县药用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歼外考察、标本采集、分类鉴定与资料收集相结合。现有药用植物种质资源

745 种，其中 23 种为新资源'7 种为国家保护植物或药用保护植物，199 种为少数民

族用药 42 种为民间用药平坝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种类丰富，民族药种类丰富，应在保

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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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贵州省中药资源普查以来，在地（县）市层面的药用植物种类与分布研究进展

缓慢。近些年，我们在对贵州部分药用植物专科专属资源调查研究中发现，平坝县为典型的

喀斯特地形山区，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丰富。在国家自然基金的资助下，我们对平坝县药用植

物种质资源种类、地理分布及药用功能进行了调查研究，意为平坝县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合理

利用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自然环境概况

平坝县位于贵州省中部，苗岭山脉西段，乌江上游三岔河东南岸与红枫湖之间。因“地

多平旷”而得名，隶属于贵州省安顺市。素有“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之称。地跨

东经 105°59’至 106°34,，北纬 26°15’至 26°37’之间，全县总面积约 999km2，地处

云贵高原梯状东斜坡的中段，纬度低，海拔高。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部较平坦，最高海

拔 I645.6m，最低海拔 963m，平均海拔为 1250m0 属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13.3

℃。气候的特点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降水充沛，气候温和。土壤以山地黄

棕壤，黄壤，石灰土为主，土壤条件优越，森林覆盖率达 48％。适合动植物生长。

2 调查研究方法

采用线路调查法，选取植被丰富的区域和普查的空白点等，结合当地民间信息汇总进行

野外调查、标本采集、分类鉴定，并通过参考现有相关文献资料，如（中国植物志》、《贵

中草药名录）、（中国高等植物》、《贵州蕨类植物志》及《贵州中草药资源研究》等，对

这些药用植物的功能和分布特点进行归类分析。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平坝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种类组成分析

经过走访与实地调查，平坝县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种类多、分布广、蕴藏量丰富。过去对



贵州全省经过多次植物普查所汇编成书的《贵州中草药名录》中所记载的平坝县区药用植物

种质资源总数不到两百余种。因此，原先对平坝县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了解是有限的。通过

本次调查，基本清楚了平坝县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情况，共获得药用植物种质资源 745 种，隶

属于 191 科 510 属。具体科属数量见表 1。

3.2 药用植物种类

在平坝县所产的 745 种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中菊科、唇形科、蓼科、蔷截科所含药用植物

数量最多，分别含 39 种，30 种，29 种，25 种。百合科、玄参科、十字花科、兰科、玄参科

、芸香科、禾本科等 17 个科含 10 种以上。含 5 种以上的科有 39 个，见表 2。



3.3 平坝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药用植物新种质资源

在平坝产 745 种药用植物资源中，属国家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及药用保护植物有胡桃

Jug1ansregiaL.、猪苓 Polyporuswnbellatus(Pers.)Fr.、银杏 GinkgobilobaL 等 7 种。见

表 3。

3.4 平坝产贵州药用植物新资源

在野外调查及文献研究中，发现有 23 种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为贵州省现有中药资源专著

〔中未记载的种类，其中一些是《新华本草纲要》等收载的品种，应用范围较广，疗效确切

可靠，另一些是民间常用的草药，具有用药历史和药用价值，为贵州省药用新资源，平坝地

区主要药用植物新资源详见表 4。



3.5 平坝地区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中民间用药与少数民族用药分析

根据中医药理论，民间用药经验，把平坝产 745 种药用植物按按民间草药及少数民族用

药划分为类见表 5。

3.6 2015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药物品种原植物种类

在平坝所产的 745 种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中，有 103 种被 2015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所收载，主要种类见表 6。





4 讨论

4.1 特殊环境下的物种多样性体现

贵州平坝县位于黔中部，《黔记》曾载“负崇岗，临沃城，地当要冲，城压平原，山拥

村墟，水环郊洞，四野田畴弥望”，这在以复杂喀斯特地貌为主的贵州地区十分罕见。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平坝县生物资源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从而孕育了丰富的药用植物种质资

源。在经过调查研究统计后，我们发现平坝药用植物种质种类多达 745 种，其中不乏如天麻

，半夏等名贵中药材；珍稀名贵保护品种 7 种；特有种 3 种；同时还发现了贵州药用植物新

资源 23 种。这不仅丰富了贵州省中药资源，缓解了药材市场日益突出的供需矛盾，为进一

步合理开发平坝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提供依据，而且也对研究贵州乃至全国植物区系地理分布

及研究植物系统发育具有重要科研价值。

4.2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平坝县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十分丰富，但部分种类分布区域狭窄，种群数量较少，珍稀名

贵药用植物种质资源较多，保护好这些珍稀资源，不但有巨大的科研价值，而且从保护生物

多样性角度出发和现实经济开发也有重大的意义。稀有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是一个复杂的

整体工程，需要法律、行政、经济措施等方面需要协调统筹，统一规划。一方面需要对珍稀

濒危药用植物从现有栽培种、近缘种或野生种中筛选优良种质进行培育保护，另一方面对于

一些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的的种类如半夏、党参、天麻等市场需求量大的加大开发利用力

度。切实有效的保障当地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发展。



4.3 地方少数民族特色用药资源丰富

黔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平坝县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在与疾病抗

争、维系民族生存繁衍的过程中，以各自的生活环境、自然资源、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为

根基，创立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医药体系和与之相配套的民族用药。在这次调查中，我们统

计整理了苗族、布依族、侗族、讫佬族、水族五个少数民族药用植物共计 199 种，民间常用

草药 42 种。目前，除部分苗族药开发取得一定成果外，布依、侗、讫佬、水族药物的开发

研究具有很大潜力，所以，充分利用地方少数民族医药资源，进一步加大民族药资源的开发

研究，不但有利于平坝县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也对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药发展有着进一步意义

。

4.4 对平坝县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建议

以本次平坝县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调查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充分结合平坝县具体经济状

况及发展规划，制定出平坝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与可操作的实施方案，使平

坝县药用植物产业得到一个质的提升，为广大药农带来更大的利益，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

应有的作用。同时在信息网络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以互联网的思维通过大数据的手段加快打

造平坝地区药材产业链，整合凝策当地药材资源，搭建政、产、学、研、用、商、金融协同

发展，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引领平坝县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更大的力度推动中医药事业的

健康发展，更高的水平服务国家健康产业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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