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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濒危中藏药材资源持续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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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重点对青海省濒危珍稀中藏药材的资源分布特征与现状、 资源可持续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

析。 青海地处高原，寒旱气候条件下繁育了许多特色药材资源，但是由于资源生长周期长、繁育技术和人工种植推广

相对落后，药材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在经济活动超强度干扰的影响下，资源枯竭、濒危，造成储量和

分布面积的急剧萎缩，严重影响了特色中藏药产业的发展。 目前应重点加大对野生资源的抚育和人工种植基地的培

育，扩大资源量，提高中藏药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利用度，创造青海中藏药产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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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海中藏药材资源分布特征与现状

青海省共有药用动物、植物、矿物 1660 种，其中

植物药 1461 种。藏药有 1294 种，其中植物药 1087

种。属于中藏交叉使用的药材 121 种[1]，是发展特色

中藏药产业的基础和条件。
受到全球气候变化、人为经济活动以及超强度

开发的影响，青海省中藏药材资源日益锐减，造成许

多中藏药材资源的濒危，例如历史时期青海省的大

宗出口创汇的著名药材品种：唐古特大黄、羌活、暗
紫贝母等已经成为濒危药材品种。通过调查与分析，

本次研究筛选了唐古特大黄、麻黄、桃儿七、唐古特

马尿泡、麻花秦艽、羌活等 11 种濒危珍稀药材品种，

基本涵盖了青海省境内不同生态环境类型内生长发

育的药材品种。
从资源分布和资源储量的调查分析结果看，青

海省野生中藏药材资源呈现资源分布区面积缩减、
资源储量下降的整体发展态势，例如唐古特大黄目

前的资源储量仅有 1.88×106 kg(干重)，仅占历史时

期的最大资源收购量的 1/5 左右，分布面积也从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资源分布基本涵盖青海省全境，

萎缩到目前仅存在于祁连山地、青海高原和上述两

地区的毗邻地区[2]。
从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分析，青海省野生中藏

药材资源整体存在开发利用超越资源自然繁育的生

长速度，例如羌活、暗紫贝母、冬虫夏草、水母雪莲

等，长此以往，资源的濒危和枯竭将是必然趋势。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资源家底不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明

青海省中藏药材资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进

行过系统的调查，迄今为止再未做过中藏药资源普

查。因此，资源家底究竟有多少，缺乏科学调查数据。
从上次中藏药材资源普查到现在，我国的中藏药产

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藏药材

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中藏药材的需求量、产量及主

要产区分布等，与 40 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特

别是中藏药材市场流通渠道的拓宽，贸易集散地分

散，加上产区标识混乱，甚至冒充地道产区交易，造

成了中藏药材资源的产出量统计困难，难以科学评

价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青藏高原气候更为明显

地表现出暖干化趋势发展，冰川萎缩、荒漠化扩展，

加上经济开发活动的范围和强度的增加，青海省生

态类型和分布范围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草场变

化调查结果为例：对比两次草地普查资料（上个世纪

80 年代和 2010 年），可以明显看出，近 40 年来，青

海省草地面积退化十分严重，退化面积由第一次普

查的 751×104 hm2 增加到了 3131.04×104 hm2，退化

草地面积比例由 19.4%增加到 74.07%[3]，草地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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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退化，特别是草地沙化和黑土滩草地的形成，造

成了植被覆盖度下降，原生植被消失，这种大范围和

区域性的植被退化往往会导致许多地道药材资源的

大范围消失，药材资源锐减。这也是药材资源大幅

度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由于未做中藏药材资

源的调查，因此中藏药材资源的分布面积和储量的

变化仍然没有十分科学和全面的数据。
药材的地道性主要表现在药材的适生性和药材

的活性成分含量的极值两个方面。每一中药材都有其

核心道地产区，历史时期到现在，青海省一直未做过

详细的调查研究，这对优质野生资源种质库建设、中
藏药材资源保护与建设规划等都是不利影响因素。
2.2 中藏药材资源供应缺乏，资源与产业化发展矛

盾突出

虽然青海省拥有丰富独特的中藏药资源，但是

很多药材面临只采挖不保护的境况，并且缺少有效

的监督管理机制，加之生态环境比较脆弱，野生中藏

药材生长缓慢、再生能力低下，这些都使得许多珍贵

的中藏药资源储量和生活力大幅度下降，一些品种

甚至处于濒危的境地。
随着近年来市场的开拓和中藏药产业的迅猛发

展，中藏药材的需求量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对

中藏药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出现了只重视采挖

资源，轻视保护资源的情况，这就使得中藏药资源日

益枯竭。据不完全统计，青海中藏药材年需求量在

2000～2500t 之间，但年收购量不足 1000t。加上栽

培药材生产基地建设缓慢，目前不足 0.73 万 hm2，远

远不能满足企业和市场的需求。
2.3 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不高

长期以来，青海省中藏药材资源利用水平不高，

多数资源都是以原材料形式面向市场，除了近年来开

发的冬虫夏草片剂以外，其他资源鲜有深加工产品，资

源附加值较低，影响了资源人工繁育产业的发展。
青海制药产品结构也是品种“老化”，附加值低。

截至 2015 年，全省具有批准文号的中藏药有 403

种，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受理已再注册批准文

号的有约 267 件，2015 年待再注册批准文号的有

350 件，2015 年后再注册批准文号的有 63 件，全省

有 34 家药品生产企业，已通过 GMP 认证的企业有

28 家，但其中不乏因产品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效

益下降，设备闲置，被收购或转产的企业。

受到研究平台及人才紧缺的制约，加上经费不

足，造成新型中藏药产品的研究开发能力低下，缺少

高科技产品和精深加工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缺乏核

心竞争力。
此外，青海省中藏药产品工艺落后，剂型单一。

在调查的 666 种药品中，胶囊剂(120）占有 18.02%，

片剂(174)占有 26.13%，丸剂(200)占有 30.03%，口服

液、颗粒剂、散剂等共占 10.06%，注射液(68)只占

10.21%，在这 666 种注册的药品中，中藏药(含配伍

中含有中藏药材的药品)约有 403 种，主要以胶囊、
片剂、丸剂和颗粒剂的剂型为多。由于许多传统中成

药质量标准较低，制备工艺落后，部分产品已被市场

淘汰。虽然，近几年中藏药生产企业得到较大发展，

但 80%的企业规模小、效益低。

3 濒 危 中 藏 药 材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对 策 与

建议

3.1 野生资源保护与人工种植基地相结合

中藏药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保证青海省特

色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由于青藏高原生

态系统的脆弱性，普遍存在开发利用一种药材，就会

面临毁灭一种药材的问题。因此，首先应加强野生种

质资源的保护，同时加强濒危中藏药材人工规范化

种植基地的建设，使种植资源替代野生资源，以保证

药材的质量及满足大规划工业化利用，达到可持续

利用的需求。
3.2 企业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

根据企业发展不同阶段，选择适当的模式，以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集成创新为辅，在个别领域

开展原始创新，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青海省中

藏药企业目前多属于中小企业，自身研发技术能力

较弱，所以多采用产学研结合的方式，进行引进、吸
收再创新模式解决自主创新中的技术问题。
3.3 建设集约型企业

根据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的要求，改革政府对企

业投资的管理制度，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
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进一步

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发展多种融资方式，通过深化改

革和扩大开放，最终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

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
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同时进一步加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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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引导，一是政府对产业化重

大科技攻关项目给予重点资金支持；二是政府投资

引导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对青海经济发展影响巨大

的高原特色生物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三是加大政府

对高新技术生物产业化项目的补助、贴息、科研经费

投入力度。建议每年拿出 5%的财政地方收入支持

企业发展，用于企业进行新产品试制、中间试验和重

大科研项目。
3.4 关键技术研发与创新

目前，青海省中藏药生产工艺相对落后，如中药

材前处理技术，提取分离、浓缩纯化、干燥等技术，能

耗、物耗大，杂质多，效率低。应当引进和广泛使用

超微粉碎技术、膜分离技术、超临界萃取技术及其他

先进技术，高值化利用资源，提高中藏药饮片炮制及

中藏成药的整体水平。

4 政策建议

4.1 完善资源保护政策

4.1.1 扩大资源保护范围

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坚持保护优先的原

则，组织相关力量，科学调查与规划实施濒危中藏药

资源保护范围。有重点地保护濒危中藏药材资源，

控制野生资源开发量；设立专项，研究濒危中藏药植

物的发展变化和品质评价；结合国家实施的生态环

境保护项目，保护高原森林生态系统、高原草地生态

系统、灌丛植被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有效控制

生态环境恶化扩大，增加资源分布区域与蕴藏量。
4.1.2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

（1）在适宜野生区，建立野生濒危中藏药植物种

质资源保护基地和药材生产基地，开展濒危野生药

用植物的驯化和优良品种选育工作和 GAP 基地建

设。
（2）参加国家的大型药用植物种质基因库收藏，

实现异地资源种质保护。
（3）在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建立青海高原濒危

中藏药植物种质资源人工繁育基地。
4.2 产业政策

结合中藏药产业与资源利用的状况，大力推进

产业机构调整，促进特色产业、新兴产业发展、传统

产业改造升级。不断地提高生产效率。对于良种培育

繁育、资源消耗低、产品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符合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项目，优先列入计划给予支持，形

成的新产品给予价格补贴和减少税率。积极推进资

源价格合理化，提高资源税率和补偿费，有效控制濒

危中藏药资源的采挖量。加大对基地建设、种质资源

保护以及其它基础设施建设，使青海的濒危中藏药

材资源环境保护成为青藏高原的示范区。
4.3 资金投入政策

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投入体系。充分发挥政府

在投入中的引导作用，以财政直接投入的方式，吸引

全社会资金投入。进一步完善青海省生态补偿专项

基金建设，支持濒危中藏药植物生长环境保护和建

设。鼓励银行等金融部门降低融资条件，为企业发展

提供资金保障。同时，要以濒危中藏药资源可持续利

用为主题，积极向国家申请项目，力争得到国家的支

持。面向产业发展，由政府主导、企业、金融机构参

与，建立一个创业投资机构或融资信贷结构，重点投

向资源保护、基地建设、种质保护、资源综合利用以

及良种繁育等，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
4.4 科技支撑政策

青海省作为中藏药濒危资源的大省，加快科技

发展，在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

距，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各级政府部门要立足资

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实用

技术，为濒危中藏药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强有力的

科技支撑。要以项目为依托，聚集科技资源，大力推

进技术创新，加快成果转化产业化，不断提升产业的

竞争力。支持采用先进的方法，重点开展资源高值化

利用的应用研究，兼顾基础性研究，把濒危中藏药植

物保护及深加工等方面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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