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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生物资源生态抚育技术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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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特色生物资源生态抚育是当前青藏高原生物资源繁育的一种新兴生产方式。 该技术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

研究，涉及资源学、生态学、气候学、栽培学、农业科学等多学科交叉。 该资源繁育方式，突破了人工栽培繁育与野生

抚育药材资源的传统生产经营模式，可以应用于大区域广袤地区资源增殖，有助于同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等多重

效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极强的生命力，实现了资源生产与生态环保的有机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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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特色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利用一直
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当前，药
材资源的人工栽培是公认的较为常用和成熟的提
高生物资源可持续供给能力的方式，该技术作为
我国传统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发
展历史，已成为广泛采用药材资源规模化繁育的
重要手段。
近年来，国内十分重视药材资源的规范化栽

培繁育工作，我国家种的大宗药用植物已有 150
多种，人参、党参、枸杞、天麻、当归、菊花等许多
药材种类已形成一定种植规模的产业化栽培繁
育基地。但是，在农业化集约经营思想指导药材
规模化栽培繁育的实践过程中，药材种植也一直
受到栽培品种退化、品质下降、品质变异、病虫害
严重、重金属污染、农药残留、生产成本过高等诸
多问题的困扰，同时存在与农作物种植争夺有限
耕地资源的矛盾。因此，寻找一种更为经济实用、
简便易行、保障品质、形成规模且高效持续的药
材资源繁育方式，就成为当前药材资源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
进入 21 世纪后，充分利用天然的自然生态环

境条件，通过不同途径的抚育方式进行药材资源
规模化增殖和生产的理念逐渐凸显。虽然人们现
在对于这种理念的认知程度不断提高，也开展了
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工作，但尚未形成科学完善的
理论体系和技术标准，也未形成相应的产业化发
展规模。从理论上讲，采用抚育方式进行药材资源
经营，突破了人工栽培繁育药材资源的传统生产
经营模式，有助于同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等多
重效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极强的生命力。因
此，在多年科研实践的基础上，从资源繁育的早期
理念、生态抚育的基本概念、应用实例、前景展望
等方面，对药材资源繁育理念的相关认识和理解
等进行了探究。

1 资源抚育的早期理念

迄今为止，虽然借助自然环境进行资源繁育的
相关思想和理念已受到日益关注，但对于特色生物
资源（特别是中藏药材资源种类）生态抚育尚无清
晰明确的科学定义。因此，有必要针对部分早期有
关资源抚育方面的主要观念和框架思路进行简要
介绍。
1.1 人工辅助条件下的天然抚育

21世纪初期，部分学者针对青藏高原极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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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条件下藏药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提出了在人工
辅助条件下采用天然抚育方式进行藏药材植物资
源种类繁育的理念（彭敏等，2002，2003；张宝琛，
2003）。虽然尚未提出明确的概念定义，但也逐渐形
成了较为清晰的核心内涵，即充分利用野外大面积
适宜的自然环境和生境条件，借助抚育资源种类的
自然生长能力，实现药材资源的大规模增殖繁育。
在具体实施时:首先，要确保优良种质资源；其次，
要选定适宜繁育区域进行合理栽植；第三，开展自
然繁育条件下的有序管护，使抚育资源种类得以在
适宜生境条件下自然生长发育，最终成为可供利用
的资源种类；最后，当抚育资源被采收时，在采收迹
地上及时补植后续抚育资源种类。既可最大限度地
降低对抚育区原有生态环境的扰动，加速采收迹地
生态功能的恢复，也可进一步提升资源的持续供给
能力。
1.2 中药材野生抚育
在相关实践研究的基础上，部分学者（陈士林

等，2004；李西文等，2007）提出了中药材野生抚育
的理念。陈士林等（2004）提出了中药材野生抚育概
念的具体定义：“根据动植物药材生长特性及对生
态环境条件的要求，在其原生或相类似的环境中，
人为或自然增加种群数量，使其资源量达到能为人
们采集利用，并能继续保持群落平衡的一种药材生
产方式。”据文献报道（陈士林等，2004；李西文等，
2007），中药材野生抚育被认为属于中药材农业产
业化生产经营的新模式，是野生药材采集与药材栽
培的有机结合，兼顾了药用植物资源的迁地保护、
就地保护及栽培等方面，有望成为未来提高中药材
栽培繁育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已在许多中药材的
繁育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其基本运作方式包括封
禁、人工管理、人工补种、仿野生栽培等，主要目的
在于增加目标药材资源的种群数量和资源供给能
力。同时，采用野生抚育模式繁育药材资源，也可以
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工栽培资源可能引发的重金属、
农残或品质下降等问题，促进珍稀濒危中药材资源
的保护。
在进行目标资源种类的野生抚育过程中，封禁

可对目标资源种类进行就地保护，仿野生栽培则起
到了对目标资源种类迁地保护的作用。因此，野生
抚育可对道地中药材资源（特别是珍稀濒危中药材

资源）的保护及其原始生境起到重要作用，最大程度
地避免野生药材滥采滥挖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
坏。通过野生抚育模式增强中药材资源的繁育和持
续供给能力，仅仅需要在最大限度避免抚育区域原
有生态系统及其群落基本特性明显改变的前提下进
行人工补种，对抚育区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十分有
限，与传统人工栽培药材资源的农田集约化经营模
式相比，野生抚育模式对资源繁育区生态环境的不
良影响极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从目前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药材资源的野生

抚育已经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众多科技工作者的高
度重视，许多地区也已经开展了针对部分药材资源
野生抚育的探索和尝试工作（尹定华，2001；陈士林，
2003；王永明，2003；段宝忠等，2013；蒋舜媛等，
2016；虞放等，2019；魏红国等，2019），正在逐渐成为
引人瞩目的科学热点问题之一。据了解，青海、西藏、
四川、山东、山西、辽宁、宁夏等众多省份已经开始了
药材资源野生抚育的相关工作，围绕唐古特大黄、甘
草、川贝母、石柱参等众多药材资源种类野生抚育已
经开展了部分研究和实验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与此同时，虽然中藏药材资源的野生抚育已逐步展
开，但涉及到的有效繁育药材资源相关的药材资源
学、生物学、生态学及管理学等方面的研究还较欠
缺，而且十分零散，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才能真正有
效地促进药材资源野生抚育工作及相关医药产业的
健康有序发展。
前述中药材野生抚育理念的着眼点，主要还是

侧重于在封禁基础上辅以相应人为栽培技术手段，
以提升抚育目标药材资源物种的种群数量和繁育
能力。就其本质而言，抚育药材资源的封禁应属于
资源就地保育的范畴，其他辅助运作方式则属于通
常中药材栽培繁育措施的外延，相应带有农业耕作
的印记。尽管如此，根据对相关文献资料的了解和
认识以及多年来在藏药材资源繁育方面的实践活
动，中药材野生抚育的资源繁育理念无疑属于较为
理想的药材资源繁育方式之一，与集约化人工栽培
的传统资源繁育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和推广
应用价值。

2 生态抚育的基本概念

就生物学本质和实际应用价值而言，药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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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的组成部分之一，采用抚育
方式也同样适用于所有生物资源种类的规模化繁
育。结合对前述不同学者所提出药材资源抚育观念
的理解和概念外延，针对充分利用原生自然进行不
同类型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繁育的战略需求以及所有
具备开发利用价值的生物资源种类的抚育繁殖问
题，提出特色生物资源生态抚育的新观念，期望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
现对特色生物资源生态抚育的概念如下定义：

在最大限度避免对资源繁育地原有生态环境不良影
响的前提下，在优质繁殖种源选育、适宜繁育区划
定、科学布局抚育方案等人为辅助措施的基础上，将
抚育目标资源种类的优质繁殖种源大规模合理散布
于适宜天然生境中，使抚育资源种类得以利用自然
生境条件完成其生活史周期，最终成为可利用资源
并大幅度提升目标资源种类可持续利用能力的特色
生物资源种类繁育模式。
2.1 基本框架思路
作为一种探索性的特色生物资源规模化繁育模

式，目前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架构和技术体系，
仅就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源生态抚育的总体思路和
运作模式进行简要介绍，希望能够引发学者的深层
思考和讨论，使该观点得以进一步完善。
2.2 总体思路
结合特色生物资源种类规模化繁育的实际需

求，在建立优质繁育种源培育体系、勘察确定繁育资
源种类适宜抚育区、制定明确资源抚育方案等前期
工作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生态抚
育的技术体系，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生物资源
种类抚育区，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生境条件完成抚
育资源种类的天然增殖，实现抚育资源种类的规模
化产出，达到显著增强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的可持续
利用能力的最终目标。
2.3 运作模式
依据生物遗传学的观点，首先根据繁育目标资

源种类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殖特性，获取优良品质的
繁殖种源，为后续资源生态抚育工作的开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适宜资源抚育区的选定也是生态抚育工
作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中药资源生态学的观点，
只有中药材资源的适宜产区（道地产区）才能繁育出
高品质的中药材资源。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某一特

定区域是否为抚育目标资源种类的适宜分布区，可
以通过对该区域气候因子、土壤因子、水分条件、群
落特征等全面考察分析，结合该区域范围内生物资
源种类的品质性状进行综合判定。谢彩香等（2011）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技术，研发出“中
药材产地适宜性分析地理信息系统（TCMGIS）”，能
借助主要生态环境因子（气候、土壤因子）的数量化
对比分析，快速分析出与中药材主产区生态环境最
为相近或类似的区域，进而确定不同中药材资源种
类的生态适宜区。通过这种途径进行特色生物资源
种类适宜抚育区的分析判别，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合
理性和适用性，当属目前最为便捷、理想、科学的适
宜抚育区判定方法，已得到一定的应用（蒋舜媛等，
2016）。但是，在实际操作时，也要考虑诸如气候因子
的准确性和代表性、中药材原产地的科学认定等问
题。因此，特色生物资源原产地的科学认定，是利用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技术科学判别其生态适宜区
的重要条件和根本保证。生态抚育工作的第三步就
是繁殖种源的合理定植布局。根据生态抚育的核心
思想，就是借助自然环境条件来实现特色生物资源
的规模化繁育。因此，在前述两个条件的基础上，将
抚育目标资源种类的优质繁殖种源引入并定植于适
宜抚育区内，使目标资源种类能够在适宜抚育区内
得以正常生长发育，并最终成为可被利用的特色生
物资源。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抚育过程中的繁殖种源
定植与通常意义上的农业栽培定植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在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生态抚育的定植过程中，
应特别注意下列主要问题：
（1）应合理布局繁殖种源的定植密度。从现有传

统耕作方式栽培繁育资源的角度出发，将侧重于获
得单位面积农田的最大资源产量。但从生态抚育方
式繁育资源的角度出发，则应首先着眼于最大限度
地减缓对抚育区生态环境的扰动和不良影响。定植
密度偏大，必然会对生态抚育区原有生态系统造成
一定的影响或破坏；密度过低，则也会明显降低目标
资源单位面积土地的资源产能。因此，为避免造成对
抚育区原有自然生态系统的明显扰动和不良影响，
尽可能提升单位抚育面积资源产量的前提下，需将
繁殖种源的定植密度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结
合多年来的野外观测及实践经验，可参照目标资源
种类在多数情况下的天然分布格局以及目标资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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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生物学特性，优化确定其定植密度。结合以往
的观察和思考，建议采用稀疏散布的繁殖种源定植
格局较为合适。
（2）应建立较大面积的抚育区域。生态抚育的

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人为扩大目标资源种类繁殖
种群的数量，进而实现大幅度提升资源产出能力的
目标。从切实避免对抚育区生态环境遭受不良影
响和破坏的角度出发，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的生态
抚育又必须放弃追求单位抚育面积的高资源产
量。从改善并提高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的角度考
虑，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的生态抚育也必然需要着
眼于资源的产业化规模生产。因此，要想通过生态
抚育方式获取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的规模化产量，就
必须尽可能地扩大生态抚育的区域面积，用以弥补
单位面积产量的不足，实现抚育资源种类规模化生
产的预期目标。
（3）需关注定植点的局部微生境变化。根据生

态学的观点，局部地形地貌的变化可能导致形成较
为明显的微生境改变。例如，山地丘陵的不同坡向、
山地生境中不同高度的地表隆起等，都可能导致植
被生态系统类型的明显变化。通过生态抚育适宜区
的划定，虽然可以确定抚育目标特色生物资源种类
的适生区域，但在进行繁殖种源定植的过程中，还应
当结合抚育资源种类的生物学特性（如喜光、喜荫、
旱生、中生、湿生等），充分关注定植区域不同局部环
境的微生境变化情况，尽可能保障繁殖种源被定植
于生境较优的定植位点上，为抚育目标特色生物资
源种类的后续生长发育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必要
时可在繁殖种源定植时，给予局部补水、松土等适度
人工辅助措施。
（4）要考虑生态抚育工作中资源生长繁育期的

管护问题。通过生态抚育的特色生物资源繁育方式，
虽然可以减少大量的耕作管护措施，但也需要进行
必要的管护，才能保证导致繁殖种源得以正常的生
长发育，并最终成为可被利用的资源产品。在不考
虑繁殖种源定植及成熟资源采收时的人为耕作措
施，整个资源生态抚育过程基本可以免除全部的人
工辅助耕作措施，必要的管护措施主要在于对繁育
期资源的保护性监护，通过人为看护尽量避免或减
缓放牧家畜对繁殖种源幼苗的意外伤害，以及人为
对生长期资源盗采盗挖造成的资源损失。

根据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生态抚育的特点，目标
资源的生态抚育区往往需要相对较大的面积。毫无
疑问，大面积区域的监查管护必然需要投入大量的
人力投入。如果仅仅通过由相关人员组成的专业巡
护队伍进行管护，不仅会增大投入成本，而且难以获
得较好的预期效果。结合已有成功经验，可通过建立
企业 +农户的合作互利模式，充分调动资源种类生
态抚育区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使其成为繁育资源
生长期的自觉管护者，有效解决生态抚育资源种类
的生长期管护问题。
（5）要对资源采收后的迹地进行适度补植。伴随

抚育资源成熟后的采收，必然会减少特色生物资源
种类的实际保有储量，采挖迹地（特别是全草或根茎
植物种类的采挖迹地）也必然会对抚育区的生态环
境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针对这方面问题，可以
通过尽可能缩小采收范围、对采收迹地进行补植的
方式予以解决。在进行抚育资源采收基地的补植时，
首先对采收迹地进行必要的平整，对部分资源种类
（如唐古特大黄）的采收坑进行填埋和平整，然后按
照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生态抚育的相关技术要求，随
即补植新的繁殖种源。通过这种补植方式，就可以维
持目标资源种类在其生态适宜区的种群数量，逐步
形成目标资源种类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同时，借助繁
殖种源的迅速补植，还可以迅速覆盖资源采收后形
成的局部裸地，有效降低资源采收对区域生态环境
的不利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植物生态学的观点，如果

同种植物的不同植株长期利用同一生态位（相同范
围的局部自然环境），就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生长植
株的正常生长。因此，如果在同一采收迹地上持续
补植相同特色生物资源种类，就有可能导致后期资
源的品质下降。为避免出现此类问题，可采用补植
点适度微移、补植其他资源种类繁殖种源的方式予
以解决。
通过上述几方面工作的开展，最终构建形成资

源抚育技术模式。不同的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由于自
身生物学特性和实际用途方面存在的必然种间差
异，不同物种的生态抚育技术模式也必然会存在一
定的差异。如果简单地对所有特色生物资源种类套
用单一生态抚育技术模式，不仅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甚至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巨大损失。根据前述基本

科技智库

11- -



青海科技 青海科技2019年第 3期 2019年第 3期

图 1 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生态抚育技术模式路线图

运行思路，编制出实施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生态抚育
的技术路线如图 1。
作为一种新的特色生物资源繁育模式，生态抚

育技术目前只能列入初级发展阶段的范畴。要想真
正建立起能够在特色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的资源生态抚育技术体系，还需付出巨大
努力。希望有志之士能够投身于特色生物资源生态
抚育事业，从单一资源种类的生态抚育着手，在不断
总结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特色生物资源
生态抚育的技术体系，为特色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
及产业化发展发挥应有作用。

3 生态抚育技术的主要特点

与人工栽培等其他资源繁育方式相比，特色生
物资源种类生态抚育的规模化资源繁育方式，具有
一些可以显示其优势和重要性的基本特点。
3.1 生态环境保护优先
长期以来，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始终是困扰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现实问题之一。如何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
前提下，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就成为具有战
略意义和国家需求的重大科学问题。随着人们对于

环境保护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程度的不断增强，强
化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已成为社会共识，习近
平总书记倡导的生态治国理念正在逐渐深入人心，
青海省委、省政府也明确提出了“生态立省”、“一优
两高”的发展战略。
因此，特色生物生态抚育技术模式虽然也需要

着眼于提高繁育目标资源种类的资源实际产出能
力，但更强调了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对资源
繁育过程中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在生态抚育模式的规划与设计阶段，就将资源
繁育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列为资源繁育的必备前提条
件。其次，在生态抚育模式的运行过程中，要求最大
限度地避免对资源繁育地原有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不
良影响。
3.2 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我国幅员辽阔，在长期的地质演变过程中发育

形成了许多处于不同阶地等级的自然地理单元，为
不同药材资源种类及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的生长发育
提供了多元化的道地产区，随之形成了药材资源及
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的多元化适宜繁育区。从生态学
观点来看，不同类型的自然生态区域，必然会形成存
在具有一定差异的优化资源繁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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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同资源繁育方式的综合比较分析可
见，对不同地区而言，不同的资源繁育方式可能表
现出较为明显的适用差异性。就目前占据主流地
位的人工栽培资源繁育方式而言，相对适宜于人
口密度较大、农耕条件良好的区域，可在较短时间
内形成一定的繁育资源种植面积和产量规模。就
近期倍受关注并基本获得普遍认同的野生抚育药
材资源繁育方式而言，相对适宜于人口密度较大、
农耕条件较好、自然生境条件良好的区域，可起到
明显提高资源持续供给能力的作用。本研究的资
源繁育方式，则相对适宜于人口密度小、农耕条件
差、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生境条件偏差的区域，可
在避免区域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或明显不利影响的
前提下，通过大范围、低密度、长周期的天然繁育
途径，最终达到明显改善并提高资源持续利用能
力的战略目标。可见，在青藏高原等高寒生境区、
蒙新高原等荒漠生境区、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生
态脆弱区，通过生态抚育方式进行特色生物资源
种类的规模化繁育，适用于在保护区域生态环境
前提下明显增强资源持续利用能力的战略发展目
标，具有较为广阔的适用范围。
3.3 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并借助人为辅助措施明显
增效
传统的药材资源栽培繁育方式，虽然可在单位

面积的土地资源上获得较高的资源产量，但也存在
挤占农用耕地、需要较高投入、资源品质难以全面保
障等问题。事实上，种植药材质量下降、药材农残超
标等人工栽培资源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已经成为制
约规模化人工栽培繁育中藏药材资源的重要因素；
种植药材生长周期过长、种植成本偏高等方面的问
题，则已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为影响和阻碍相关生
产企业和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人工栽培繁育资源积极
性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采用生态抚育的资源繁育方式，则可

以充分利用大自然的无尽馈赠及资源自身的天然增
殖能力，借助人为相应辅助措施的推动促进作用，最
终实现对抚育资源种类进行稳定、高效、持续繁育的
战略目标。
（1）抚育目标资源种类可以通过利用适宜的自

然环境条件实现其繁育目标。与传统人工栽培模式
相比，生态抚育模式主要是通过抚育资源种类自身

正常生长发育的天然增殖能力，依赖于天然生境中
的营养和能量供给，完成其生活史周期的绝大部分
时段。在充分利用大自然的基础上，最终实现特色生
物资源种类的规模化繁育。这种繁育模式，不仅可以
明显降低栽培管理的大量投入，而且可以避免多年
耕种的地力下降、单种群密植的病虫害多发、生境差
异过大的品质降低等方面的问题，具有非常明显的
优势。
（2）必要的人为辅助措施将明显提升抚育资源种

类的繁育实效。在进行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生态抚育
的过程中，通过相应人工辅助措施的实施，可以有
效避免或缓解资源种类天然更新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诸多不利影响。优质繁殖种源的培育，不仅可以
显著提高抚育目标资源种类的优质率，而且可以提
高繁育种子的实际萌发率。抚育资源种类适宜生境
的筛选，可以保证抚育资源种类在适生环境中顺利
完成其生长周期，最终成为具有较高资源品质的资
源产品。繁殖种源的科学定植，可以为抚育种子的
萌发和繁殖体的生长创造良好条件。因此，相应人
工辅助措施的采用，将会明显提高抚育资源种类的
繁殖效率。
3.4 以植物类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的繁育更为适用
就生物学观点和资源的实际应用价值而言，特

色生物资源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可利用生物
资源种类。针对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的规模化繁育需
求所提出的生态抚育技术模式，作为一种具有良好
推广应用前景的技术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的生物
资源种类。但生态抚育的资源繁育技术模式更适用
于植物类的资源种类，对动物和微生物资源种类则
难以被有效、科学、合理地采用。
生态抚育技术模式在动物资源种类资源规模

化繁育的运用，其影响和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其一，难以成功获得可用于资源抚育的
优质种源。对于组织、器官较为简单的原生动物、低
等级动物种类而言，其遗传稳定性相对较差，往往
易于形成较为明显的遗传变异。对于鸟类、哺乳类
等分类地位较高的动物种类而言，则存在难以成功
获得大量繁殖基因源的问题，也存在使外来繁殖基
因源顺利融入机体方面的困难；其二，无法精确掌
控其实际生存空间和适宜抚育范围。众所周知，野
生动物属于适应性较强而且长距离迁徙的生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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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虽然也有一定的生存范围和适生生境，当原有
生存环境受到强烈干扰或者严重退化的情况下，它
们不仅可以长途迁徙并建立新的生存领地，甚至可
以立足不同于以往的生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必
然会对该物种适宜生存环境的最终确认造成一定
的困难；其三，资源利用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当前
先后陆续出台了针对全国和局部地区野生动物保
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列入保护名录的野生动物种类
及保护等级不断增加，即便通过生态抚育方式实现
了提高某些野生动物种类的种群数量，但是列入目
录内的野生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必然会受到法律
相应的制约。
对微生物资源种类而言，虽然属于广泛涉及食

品、医药、工农业、环保等诸多领域的生物资源类群
之一，不仅种类数量众多，而且分布范围极广，也受
到普遍的广泛关注和实际应用，但个体微小，机体组
织结构简单。基于微生物资源种类存在易于诱发遗
传变异、天然资源产物难以有效收集、许多有益的微
生物资源已实现工业化生产等方面的特点，显然不
适宜于采用生态抚育方式进行资源种类的规模化繁
育。
3.5 有助于实现同步获取多种效益的共赢格局
采用生态抚育模式进行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的

规模化繁育，不仅可以有效提高资源的实有资源
储量和产出能力，而且可以同步获得相应的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多重效益共赢的
目标。
生态效益：生态抚育模式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资

源抚育过程中对天然生态环境的人为扰动和破坏，
起到了资源利用过程中间接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的作
用。既可以提高抚育区内植被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
群落多样性，有助于提升群落的结构稳定性和基因
多样性，还可以间接起到生态环境建设的作用。此
外，通过直接参与方式，可以充分调动资源抚育区广
大农牧民群众自主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
观能动性，无疑会为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起
到推动作用。
经济效益：开展资源生态抚育工作，可以从不

同方面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收益。成功实施后，可
以获得一定产量规模的资源产品及其持续供给能
力，提升抚育区自然生态系统的资源产出价值，进

而形成相应规模的持续性经济收益。在实施过程
中，可以减少人为耕作管护费用，明显降低相关生
产企业获得资源性原料的相应成本，并由此获得
相应的间接性经济效益。对参与生态抚育的农牧
民群众来说，在不改变承包草场（林地）自主经营
模式，并加强日常看护性监管的前提下，可适度出
售抚育目标资源产品而取得相应经济收益。此外，
还可通过生态抚育方式形成的目标资源可持续利
用能力，为相关特色生物资源产业的健康发展、后
续资源产品相应经济效益的获取等方面提供坚实
基础和原料保障。
社会效益：采用生态抚育模式进行特色生物资

源种类的规模化繁育，在促进特色生物资源产业健
康发展的同时，还可提高农牧民经济收入，有效改善
民生，增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3.6 需加强资源生态学研究
不同生物资源种类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生物

学特性差异，在生态抚育技术模式的总体思路框
架范畴内，不同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的具体实施方
案也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种间差异。因此，需要根
据不同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的生物学特性，有针对
性地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才能获得生态抚育模
式的良好成效。
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实用的实施方案，首先

需要了解并掌握生态抚育目标资源种类的生物学特
性。因此，围绕抚育目标资源种类的资源生态学研
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目标资源种类的繁殖
生物学特性研究、目标资源种类的道地产区及其分
布规律调研、资源种类的生长发育特征研究及生态
抚育方案优化等。
总体而言，特色生物资源种类生态抚育的规模

化资源繁育方式具有下列主要特点：①以抚育区生
态环境保护为前提，借助人为辅助措施明显提升资
源抚育实效；②资源生态学研究是确保抚育资源种
类生态抚育成功的关键；③可适用抚育资源物种范
围宽泛；④可充分利用大自然的环境条件和资源的
天然增殖能力；⑤具有较为广泛的区域适用性，尤其
适用于大区域广袤地区资源增殖；⑥有助于同步实
现获取多种效益的共赢格局。

4 资源生态抚育应用实例

科技智库

14- -



青海科技 青海科技2019年第 3期 2019年第 3期

（1）唐古特大黄的生态抚育：唐古特大黄是青海
省传统道地药材。因其根部较大，采挖时易造成局
部生态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目前野生资源采挖破
坏现象严重。根据其野外生长特性及群落特征，在
海北州祁连县、果洛州等原生分布区进行了适度定
植，建立了 40亩抚育示范区，自然越冬成活率达
60%，提高植被盖度 20%，较好地实现了资源保护与
利用的统一。
（2）肉苁蓉、锁阳的生态抚育：二者均为荒漠寄

生植物，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市场资源需求量较
大。对野生资源的采挖，也容易造成荒漠区脆弱生态
环境的破坏。在海西州都兰县巴隆滩开展了 1500
亩抚育示范工作，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综合接种成
活率达 60%以上，预计产量可达上万斤。
（3）麻花艽的生态抚育：麻花艽是传统中藏药

材，为青藏高原特有种，多生长于 2000m～4950m的
高山草甸、灌丛等生境下，根部在地下扭结形成麻花
状，俗称“左拧根”。在果洛州大武镇黑土滩滩地上
开展了麻花艽生态抚育，建立了 30亩抚育基地，2～
3年后植物盖度增加到 40%，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黑土滩滩地治理。

5 前景展望

特色生物资源生态抚育工作突破了传统的药材
资源生产经营模式，可较好地解决当前药材生产中
面临的品质退化、病虫害严重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
问题，实现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增殖和可持续利用的
有机结合，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作为一种探索性的
创新思路，生态抚育的特色生物资源繁育模式依旧
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在资源生态学、植物资源学及管
理学等方面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需有关部门加
大关注力度，开展相关系统性的研究工作，推进该模
式在更多资源种类及更大范围内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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