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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是指一切可用于药物研究和开发的植物遗传资源，是我国中医药事业持续发展
的物质基础，是形成优质中药材的基础。
种质的优劣直接影响药材质量，进而影响临床用药的安全和有效。
　　当今，人们对天然药物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作为天然药物主要来源的药用植物，其资源越来越紧
缺，甚至濒临灭绝。
保护药用植物资源就日益显得重要和紧迫，作为保护基础的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它的研究和开发就显
得尤为关键。
但是目前对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①没有健全的种质资源的评价体系。
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多为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含量甚微，一般只占0．01％～1％，同时天然来源植
物的生物多样性亦为药用植物的质量评价增加了难度。
②深入系统的种质资源考察、比较、鉴别研究十分匮乏。
如目前研究最深入的人参种质资源，直到20世纪70年代认识到种内变异的重要性后，大马牙、二马牙
、长脖、圆膀圆芦等为人共知的优良地方品种或农家品种才逐步被发现并加以选育。
③“道地药材”这一种质资源缺乏生物学的阐明。
道地药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没有对其内在的生物学原理进行详细的阐述。
④种质资源流失严重。
由于对药用植物需求量的增加，许多野生药用资源被乱采滥伐，资源严重破坏。
同时，一些农家品种经长期选育栽培，具有一些优良性状，但如今面临无人传代接种的局面。
因此开展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牵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中
医药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广西药用植物园、湖北中医学院、江西
中医学院等科研机构和院校共同承担的中央级科研院所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中药材优良种质标准研
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立项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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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药用植物种 质资源研究》是国内关于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研究的代表性学术专著，来源于国家科
技项目的研究成果，展示了该领域的最新成果。
主要介绍药用植物种质资源概述、研究内容和理论基础，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保护与评价，生
物技术在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研究中的应用，并从根及根茎类中药、花类中药、果实种子类中药中选择
具有代表性的药用植物进行具体的研究实践，分别对人参、三七、半夏、地黄、金银花、菊花、枳壳
、薏苡等8种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现状和问题、产地调研和收集、种质资源的系统评价等内容开展研
究，并制定了相关的标准。
　　《药用植物种 质资源研究》内容均为编著者自己的研究工作，数据翔实，结果可靠；各品种研究
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具有较好的新颖性和时效性；在内容的安排上，既对相关内容的研究现状有全
面的综述，又对研究的方法和内容有详尽的叙述，更提供了相关的标准草案，对从事药用植物种质资
源研究的学者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对于从事制定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相关标准的工作人员又易于学习
和掌握，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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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璐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兼中药研究所所长，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中药）合作中心主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生物物种保护专家委员会
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生态学会中药资源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鉴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学学科带头人，《中国中
药杂志》副主编，《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副主编等。
主要从事中药资源学和分子生药学的研究。
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
奖2项，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二等奖2项，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
并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新世纪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北京十
大杰出青年”、“无限极中国中医药十大杰出青年”、“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央国
家机关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永炎，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
1999年被科技部聘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首席科
学家。
2001年6月当选为中国科协第六届常委。
2003年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
从事中医内科医疗、科研、教学40余年，主要从事中风病与脑病的临床研究及中医药现代化的基础研
究。
先后主持了包括wHO、973、863和国家“七五”至“十五”攻关课题20余项研究工作，共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4项，省部级一、二等奖10项，以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香港求是基金会“
中医药现代化杰出科技成就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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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研究的特点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研究与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相比，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种质资源选育的目标不同，前者侧重质量，后者侧重产量。
由于药用植物中用来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活性成分是一些含量甚微的次生代谢物(secondary constituent)，
如生物碱、黄酮、苷类、萜类、香豆素、鞣质等，它们在植物体中，含量通常仅有百分之几甚至万分
之几，因此品种的选育极为重要。
　　(2)药用植物的种质资源研究起步晚，基础弱。
过去我国在药材生产中对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研究方面重视不够，已做过的工作成效不显。
许多栽培药材仅经过短期引种和驯化，而引种时又存在盲目性，未经甄别和筛选。
因此，栽培群体种质混杂，野生性状明显，植株间良莠不齐。
即便是经过初步筛选的农家品种，也具有进一步改良的潜力。
一些农家品种经几代栽培之后出现了种质退化现象，如地黄的小黑英、北京1号、北京2号、金状元、
新状元等农家品种，近年来大郜严重退化。
天麻无性繁殖4代以后也出现严重退化，减产20％，为此需要对品种进行提纯复壮。
　　(3)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具有更强的地域性。
一个药用植物品种或农家类型往往是在一个特定地区经长期自然和人工选择后形成的，如山西长治的
“潞党”，辽宁振江的“石柱参”，安徽歙县的“贡菊”等等。
这些品种最适合当地生态环境因子，最有利于其目的性状的表达。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传统的道地药材中可能存在着一些经过多年选择但未完全纯化的地方优良
种质，这是我们开发与利用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宝贵财富，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药用植物种质资源　　研究的重要意义　　种质资源中蕴含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基
因，是药用植物育种的物质基础，也是研究其起源、进化、分类、遗传的基础材料。
一个物种，如果遗传多样性丰富，该物种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就强，进化的潜力就大；否则适应力
就弱，进化潜力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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