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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漫滩国家森林公园药用植物资源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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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地调查、采集标本、数码照相、分类鉴定和查阅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河南石漫滩国家森林

公园药用植物资源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 结果发现，该区域药用植物有 ８７ 科，２６６ 种，其中蕨类植物 ７
科，７ 种；裸子植物 ３ 科，４ 种；种子植物 ７７ 科，２５５ 种． 对该区域重要的药用植物种类进行了药效分析． 针对目前

人们对药用植物盲目无序采挖和资源日渐匮乏的现状，提出了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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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我国蕴藏着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并具有广阔

的市场需求． 但是，由于目前药材市场需求的不断

扩大、野生药用植物的无序采挖和生态环境的破

坏，导致药用植物资源呈现日渐枯竭之趋势． 因此

对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迫在眉

睫． 石漫滩国家森林公园处于暖温带与北亚热带过

渡的过渡区域，是温带植物区系较为丰富的地区之

一，其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条件，为不同植物的生

长发育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目前该地区处于资

源再生弱于需求的局面． 因此，通过对该区域中草

药的种类、蕴藏量及分布概况进行实地调查与分

析，为石漫滩国家森林公园乃至整个伏牛山地区药

用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提供依据，为扩大药

源、引种驯化、寻找新资源和新品种奠定理论基础．

１　 石漫滩国家森林公园自然概况

舞钢市位于河南省中部伏牛山东麓，黄淮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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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 石漫滩国家森林公园 １９９２ 年被批复建立，位
于舞钢市南部，与市区毗邻，总面积 １９０ ｋｍ２，其中

景区面积 １２０ ｋｍ２，主要景区包括石漫滩风景区、
天池山风景区、九头崖风景区、九龙山风景区等． 该
区地处北纬 ３３°０８′００″—３３°２５′２５″，东经 １１３°２１′
２７″—１１３°４０′５１″，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区［３］，由于地

处暖温带向北亚热带过渡地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气候特征． 气温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１４． ６ ℃，年
平均降雨量 ９４８． ３ ｍｍ，年平均日照时数 ２ ２３０ ｈ，
无霜期平均 ２２１ ｄ． 植被区系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

区域． 该区植被类型主要为阔叶落叶林、常绿阔叶

林和常绿针叶林的混交林［４］ ． 多数为人工改造的

次生林，森林覆盖率在 ９０％以上，该公园由于地处

过渡地带，地形复杂多样，气候湿润温和，生态环境

多种多样，因而蕴藏着种类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
盛产麻栎、槲树、野山楂、芫花、延胡索、柴胡、何首

乌、百部、杠板归、牛膝、忍冬、连翘、木通、绞股蓝、
山药、绵枣等药材［５⁃６］ ．

２　 研究方法

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期间，笔者采用野外全面踏

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石漫滩风景

区、九头崖风景区、天池山风景区、九龙山风景区和

马鞍山等次生植被生长较好的地方． 调查以山坡、
山谷、田野、荒地、湿地为主，拍摄数码照片、采集标

本、查阅植物图鉴及有关文献资料［７⁃１１］ ． 同时多次

走访周边中药材收购点、本地经验丰富的村民和药

农，了解当地中草药资源的利用情况．

３　 结果与分析

通过调查、查阅工具书鉴定［１２⁃１６］ 和统计，石漫

滩国家森林公园共有药用植物 ２６６ 种，隶属 ８７ 科．
其中蕨类植物有 ７ 科，７ 种；裸子植物有 ３ 科，４ 种；
被子植物有 ７７ 科，２５５ 种． 根据调查记录的药用植

物资料，对其中的重要种类进行了药理药效分析，
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药用植物药理功效表

Ｔａｂ． １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科名 种名 拉丁名称 药用部位与功效

木贼科 节节草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ｕｍ Ｄｅｓｆ 全草入药，疏风散热，解肌，退翳．
海金沙科 小叶海金沙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Ｌ． ） Ｓｗ 全草入药，清热利湿，舒筋活络．
石松科 石松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ｕｍ ｃｌａｖａｔｕｍ Ｌ 全草入药，袪风除湿，舒筋活络，降血压．
卷柏科 卷柏 Ｓｅｌａｈｉｒｅｌｌａ ｔａｍａｒｉｓｃｉｎａ （Ｂｅａｕｖ． ） Ｓｐｒｉｎｇ 全草入药，生用活血通经，炒用止血．
凤尾蕨科 凤尾蕨 Ｐｔｅｒｉｓ ｍｕｌｔｉｆｉｄａ Ｐｏｉｒ 全草入药，清热解毒，利尿止血．
鳞毛蕨科 贯众 Ｃｙｒｔｏｍｉ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Ｊ． Ｓｍｉｔｈ 根状茎入药，清热解毒，凉血散瘀．
水龙骨科 石韦 Ｐｙｒｒｏｓｉａ Ｌｉｎｇｕａ （Ｔｈｕｎｂ） Ｆａｒｗ 叶、根入药，清热凉血，利水通淋．
银杏科 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Ｌ 种子、叶入药，润肺定喘，活血养心，涩肠止泻．
柏科 侧柏 Ｂｉｏｔ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 ） Ｅｎｄｌ 成熟的种仁入药，凉血止血，清肺止咳．
松科 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 Ｃａｒｒ 树节、松叶、松油、花粉入药，祛风益气，收湿，止血．
松科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Ｌａｍｂ 植株各部入药，袪风燥湿，强筋骨，舒筋通络．
百合科 野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 Ｅ． Ｂｒｏｗｎ ｅｘ Ｍｉｅｌｌｅｚ 鳞茎入药，滋补，强壮，止咳．
百合科 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 Ｌ 根茎入药，清热解毒，消肿散结．
百合科 舞阳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ｗｕｙ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Ｚ． Ｙ． Ｇａｏ 鳞茎入药，止咳平喘．
百合科 多花黄精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ｙｒｔｏｎｅｍａ Ｈｕａ 根茎入药，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
百合科 玉竹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Ｍｉｌｌ． ） Ｄｒｕｃｅ 根状茎入药，养阴，润燥，除烦，止渴．
百合科 土茯苓 Ｓｍｉｌａｘ ｇｌａｂｒａ Ｒｏｘｂ 根状茎入药，清热解毒，利湿消肿．
百部科 直立百部 Ｓｔｅｍｏｎａ ｓｅｓｓｉｌｉｆｏｌｉａ （Ｍｉｑ． ） Ｍｉｑ 块根入药，润肺，下气，止咳，杀虫．
天南星科 天南星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ｃｏｎ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ｕｍ Ｓｃｈｏｔｔ 块茎入药，袪风定经，化痰，散结．
天南星科 半夏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 Ｂｒｅｉｔｅｎｂａｃｈ 块茎入药，化痰，降逆止呕．
唇形科 夏枯草 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ｖｕｌｇａｒｅ Ｌ 果穗入药，清肝明目，散结解毒．
唇形科 益母草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Ｓｗｅｅｔ 全草入药，活血调经，利尿消肿，清热解毒．
唇形科 丹参 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 Ｂｕｎｇ 根入药，活血祛瘀，调经止痛，养血安神．
菊科 天名精 Ｃａｒｐｅｓｉｕｍ ａｂｒｏｔａｎｏｉｄｅｓ Ｌ 果实入药，清热解毒，袪风杀虫．
菊科 茵陈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 Ｔｈｕｎｂ 干燥地上部分入药，清湿热，退黄疸．
菊科 苍术 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 ｌａｎｃｅａ （Ｔｈｕｎｂ． ） Ｄｃ 根状茎入药，燥湿健脾，袪风散寒．
菊科 红花 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 Ｌ 干燥花入药，活血通经，袪瘀止痛．
蔷薇科 野山楂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ｃｕｎｅａｔ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根、叶、果实入药，消食健胃，收敛止血，散瘀止痛．
蔷薇科 棠梨 Ｐｙｒｕｓ ｂｅｔｕｌａｅ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 果、枝、叶入药，消食止泻．
蔷薇科 沙梨 Ｐｙｒｕｓ ｐｙｒ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ｒｍ． ｆ． ） Ｎａｋａｉ 果入药，消食健胃，收敛止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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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
科名 种名 拉丁名称 药用部位与功效

蔷薇科 木香花 Ｒｏｓａ ｂａｎｋｓｉａｅ Ａｉｔｏｎ 根、叶入药，活血散瘀，调经，消肿．
大戟科 油桐 Ａｌｅｕｒｉｔｅｓ ｆｏｒｄｉｉ Ｈｅｍｓｌ 根、叶、花、果入药，解毒消肿，消积散结，袪风痰，通二便．
大戟科 大戟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ｕｐｒ 根入药，泻水逐饮，消肿散结．
茄科 白英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ｒ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 全草入药，清热，利湿，袪湿，解毒．
桔梗科 杏叶沙参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ａｘｉｌｌｉｆｌｏｒｅ Ｂｏｒｂ 根入药，养阴清肺，袪痰止咳．
桔梗科 桔梗 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ｏｎ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ｓ （Ｊａｃｑ． ） Ａ． ＤＣ 根入药，宣肺化痰，利咽，排脓．
蓼科 虎杖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ｕｍ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根状茎、根入药，祛风利湿，散瘀定痛，化痰止咳．
蓼科 何首乌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Ｔｈｕｎｂ 块根入药，养心安神，袪风通络，解毒．
蓼科 杠板归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Ｌ 全草入药，利水消肿，除湿退黄，清热解毒．
蓼科 拳参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ｂｉｓｔｏｒｔａ Ｌ 根状茎入药，清热解毒，散结消肿，收敛止痢．
景天科 瓦松 Ｏ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ｕｓ （ Ｔｕｒｃｚ． ） Ｂｅｒｇｅｒ 全草入药，化湿行滞，袪风消肿．
萝藦科 地梢瓜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ｔｈｅｓｉｏｉｄｅｓ （Ｆｒｅｙｎ） Ｋ． Ｓｃｈｕｍ 果实、全草入药，补肺气，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消炎止痛．
萝藦科 牛皮消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Ｒｏｙｌｅ ｅｘ Ｗｉｇｈｔ 根入药，理气止痛，消食健脾．
萝藦科 鹅绒藤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Ｒ． Ｂｒ 全株入药，祛风解毒，健胃止痛．
胡颓子科 牛奶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果实、根、叶入药，清热利湿，止血 ．
杜仲科 杜仲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Ｏｌｉｖ 树皮入药，补肝肾，强筋骨，安胎．
壳斗科 麻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Ｃａｒｒ 树皮入药，收敛，止痢，解毒消肿．
壳斗科 槲树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ｄｅｎｔ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果壳入药，收敛，止痢．
三白科 鱼腥草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地上部分入药，散热，解毒，止咳，利尿．
豆科 野葛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ｌｏｂａｔａ （Ｗｉｌｌｄ． ） Ｏｈｗｉ 根入药，解肌退热，发表透疹，生津止渴．
豆科 歪头菜 Ｖｉｃｉａ ｕｎｉｊｕｇａ Ａ． Ｂｒ 全草入药，补虚调肝，降压，理气止痛．
伞形科 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ＤＣ 根入药，解热，镇静，镇咳，疏散退热．
伞形科 前胡 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ｄｅｃｕｒｓｉｖｕｍ （Ｍｉｑ． ） ｍａｘｉｍ 根入药，舒散风热，降气化痰．
葫芦科 赤匏 Ｔｈｌａｄｉａｎｔｈａ ｄｕｂｉａ Ｂｕｎｇｅ 根、果实入药，理气，活血，祛痰，利湿．
卫矛科 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ａｌａｔｕｓ （Ｔｈｕｎｂ． ） Ｓｉｅｂ 具翅状物的枝条、翅状物入药，破血，通经，杀虫．
卫矛科 苦皮藤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ａｎｇｕｌａｔｕｓ Ｍａｘｉｍ 根皮、茎皮入药，清热解毒，杀虫消肿，舒筋活络，调经透疹．
石竹科 石竹 Ｄｉａｎｔ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 带花果全草入药，利小便，清湿热，活血通经，抗癌．
石竹科 瞿麦 Ｄｉａｎｔｈｕｓ ｓｕｐｅｒｂｕｓ Ｌ 带花果全草入药，利小便，清湿热，活血通经．
苋科 牛膝 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Ｂｌ 根入药，活血通经，利关节，强腰膝，补肝肾．
忍冬科 接骨草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 根、叶入药，舒筋活血，散瘀消肿，止痛．
忍冬科 接骨木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ｉ Ｈａｎｃｅ 根皮、枝叶入药，散瘀消肿，活血止痛，袪风除湿．
忍冬科 金银花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花蕾、花入药，清热解毒，疏散风热．
桑科 柘树 Ｃｕｄｒａｎｉ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Ｃａｒｒ． ） Ｂｕｒ 根皮入药，清热凉血，舒筋活络．
马兜铃科 绵毛马兜铃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 Ｈａｎｃｅ 全草入药，袪风除湿，通络止痛．
马兜铃科 马兜铃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ｄｅｂｉｌｉｓ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根入药，清肺降气，止咳平喘，凉血消肿．
马兜铃科 细辛 Ａｓａｒｕｍ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Ｍｉｑ 全草入药，发散风寒，止咳化痰，利尿．
罂粟科 延胡索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ｙａｎｈｕｓｕｏ Ｗ． Ｔ． Ｗａｎｇ 块茎入药，活血散瘀，行气止痛．
罂粟科 紫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ｅｄｕｌｉｓ Ｍａｘｉｍ 全草入药，治咳血、遗精、疮毒、顽癣．
漆树科 黄栌 Ｃｏｔｉｎｕｓ ｃｏｇｇｙｇｒｉａ Ｓｃｏｐ 枝叶、木质部入药，消炎，清湿热，降压．
胡桃科 化香树 Ｐａｌ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叶入药，解毒，杀虫，消肿．
胡桃科 枫杨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ＤＣ 树皮、枝叶入药，袪风除湿，解毒杀虫．
玄参科 地黄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Ｌｉｂｏｓｃｈ 根入药，清热凉血，养阴生津．

毛茛科 草乌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Ｐａｘｔ． ｖａ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ｕｓ Ｗ． Ｔ．
Ｗａｎｇ． ｅｔ Ｈｓｉａｏ

块根入药，散风袪湿，止痛，镇痉．

木通科 木通 Ａｋｅｂｉａ ｑｕｉｎ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 Ｄｅｃｎｅ 果实、藤入药，清热利尿，活血通脉．
木通科 大血藤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 （Ｏｌｉｖ． ）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根、藤茎入药，舒筋活血，袪风除湿，镇痛 ．
木樨科 连翘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ｓｕｓｐｅｎｓａ （Ｔｈｕｎｂ． ） Ｖａｈｌ 果实入药，清热解毒，消肿散结．
木兰科 华中五味子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果实入药，收敛，滋补，生津，止泻．
瑞香科 芫花 Ｄｏｐｈｎｅ ｇｅｎｋｗ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干燥花蕾入药，泻水逐饮，袪痰止咳，杀虫疗癣．
苦木科 苦木 Ｐｉｃｒａｓｍａ ｑｕａｓｓｉｏｉｄｅｓ （Ｄ． Ｄｏｎ） Ｂｅｎｎ 根皮、树皮入药，清热，袪湿，解毒．
山茱萸科 山茱萸 Ｃｏｒｎｕ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成熟果实入药，补益肝肾，涩精固脱．
山茱萸科 毛梾 Ｃｏｒｎｕｓ ｗａｌｔｅｒｉ Ｗａｎｇｅｒ 枝、叶入药，解毒敛疮．
紫葳科 楸树 Ｃａｔａｌｐａ ｂｕｎｇｅｉ Ｃ． Ａ． Ｍｅｙ 叶、树皮、种子入药，清热解毒，散瘀消肿，利尿．
防己科 木防己 Ｃｏｃｃｕｌｕｓ ｔｒｉｌｏｂｕｓ （Ｔｈｕｎｂ． ） ＤＣ 根入药，补肾益精，袪风除湿，利尿．
金缕梅科 牛鼻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枝叶入药，益气，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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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
科名 种名 拉丁名称 药用部位与功效

金缕梅科 枫香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Ｈａｎｃｅ 干燥成熟果实入药，袪风除湿，舒肝活络，利水．
猕猴桃科 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ｌａｎｃｈ 果实入药，清热解毒，活血消肿．
薯蓣科 山药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ｏｐｐｏｓｉｔａ Ｔｈｕｎｂ 块茎入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

４　 保护及其开发利用建议

４． １　 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为药用植物创造适宜

的生存条件

石漫滩国家森林公园野生药用植物种类繁多，
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长繁衍，若其适生的自然环

境受到破坏，药用植物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近年来，因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垦荒山造耕田

日趋扩张，药用植物的生境遭到破坏，使其存留量

逐年减少． 保护和恢复野生药用植物生态环境刻不

容缓． 首先要加快低山丘陵退耕还林的进程，让其

重新披上绿装，为草本性、灌木性药用植物创造最

适宜的生存环境． 同时，科学合理地规划封山育林

区域． 由于药用植物多数为较矮小的草本和灌木，
若其长期生长在遮天蔽日的密林下，光照和营养条

件极差，势必会枯竭死亡． 因此，选择不宜栽种中草

药的陡坡险崖封山育林，培养用材大树；保留那些

适宜发展为草本、灌木合理搭配的沟谷坡地，为在

野生环境中栽培种植草药创造最适的生存条件．
４． ２　 科学采收，保护现有药用植物资源

搞好科普宣传教育工作，利用多种宣传形式和

举办一些当地药用植物标本展览，让群众系统、全
面地了解本地药用植物的种类、用途、生长周期、采
收时节和方法，使其认识到药用植物都有各自的生

长规律，虽能再生繁衍，但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资源，尤其是对待那些紧俏名贵药材，生长

慢，存量小，不能只顾眼前经济利益，不分老幼雌

雄、忽视季节、不顾破坏生境，只要遇见就一律挖绝

采净． 正确引导村民，多利用房前屋后的闲置空地

栽种草药，既能满足生活之需，又对药用植物的可

持续发展、维持生态平衡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４． ３　 摸清家底，合理利用野生药用植物种质资源

对石漫滩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野生药用植物资

源进行细致普查，摸清核实，综合分析，科学评价，
筛选出适合重点开发利用的土著品种，遵循因地制

宜的原则，制定出一整套科学完善的开发利用总体

规划． 如对那些品质优、价值较高、市场需求量大、
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草药品种，可在本地区建立野

生草药栽培基地，进行规范化种植及合理加工，既
满足了药材市场的需求，使农民致富创收，同时又

减缓了对野生草药无节制的乱采滥挖，对药用植物

资源的留、养、用起到了平衡作用．
４． ４　 利用先进的快繁技术，提高药用植物的质和量

确定目前本区域急需保护的珍稀、濒危药用植

物种类，建立野生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 利用先进

的植物组培技术和快繁技术，对一些价值高、种群

小、自然繁殖系数低、濒危程度较高，灭绝后可能造

成严重遗传损失的野生药用植物品种进行重点扩

繁． 提高栽培种植药用植物资源的质和量，降低对

野生药用植物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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