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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九章，导论部分介绍了中药资源学的内涵、科学观、地位和作用、特点及其研究方法、
研究现状与发展，以后的各章分别从中药资源与生态环境、道地药材形成的机理及其质量评价、中药
资源调查研究的方法与技术、中药材人工培育理论和技术、中药资源保护、中药资源综合开发与利用
、中药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利用、巾药资源经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专题介绍，附录中收录了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植物名录）、中国稀有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和中国野生植物药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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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中药资源的科学观　　中药资源研究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要求我们要坚持科学的观点与正
确的思路，采取先进的方法与技术，立足于全局，着眼于开源节流，把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而有效的
基础上，使其真正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基石。
　　在当今全球化、市场化的形势下，在中医药逐步走向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中药资源学的研究
，既要融入现代性，又要坚持自身的特性，使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展开富有成效的工作。
　　根据中药资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经验，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面临的现实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与展望，中药资源研究应该坚持以下几个观点和思路。
　　一、中药资源系统观　　中药资源系统观就是用整体的、动态的观点去认识资源，以控制的、能
动的观点去把握中药资源，它是中药资源科学发展观中最核心的观点。
要认识到，中药资源与其他的各种自然资源构成一个整体，存在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
因此，应从整体上把握各种资源所共同构成的大资源系统，以它为指导推进中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用和保护。
只有当人类充分认识到自己是人与自然大系统的一部分的时候，才可能真正实施与自然协调发展。
而且，也只有当人类把各种资源都看成人与自然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并正确处理中药资源子
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时，人类才能高效利用中药资源。
　　从资源的角度来看，最大的系统就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这两个巨系统。
人类社会这个系统，可以分为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和体制资源。
其中人力资源又可分为劳动力资源和智力资源，文化资源又可以分为人文资源和科技资源，体制资源
又可以分为制度资源和管理资源。
自然资源则形成一个矩阵资源系统，分为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海洋资源、矿产资源、能源
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物种资源、中药资源等数十种子系统；各种子系统又互有交叉、彼此影
响或融合，子系统自身内部又相互依存、互为条件。
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都存在于一种自然系统之中，个体链接着种群，种群链接着群落，群落链接着生
态系统。
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甘草的过度采挖，导致沙化加快、加重，使甘草生存环境
丧失；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虽然可暂时提高药材的产量，终将导致土壤板结、微生物菌群失调、农药
残留量增加；过度垦殖导致土地荒漠化，水土严重流失，使中药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
因此，在开发利用任何一种自然资源时，除考虑本系统内部资源的影响外，还必须考虑其对其他资源
的影响。
通过协调各子系统，使它们之间达到综合平衡，以寻求整个系统的功能最优，追求资源区域利用的整
体效果。
　　从时空尺度来看，中药资源主体属于可更新资源，其承载力在一定条件下可自我恢复，但仍然是
有限的，如果失去控制，其更新能力必将受到制约甚至丧失。
可持续发展的巾药资源系统观就是要认清中药资源在地球这个大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尽一切努力使
其可持续存在下去，以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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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药资源学专论》供中医、中西医结合各专业研究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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