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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木山药用植物资源多样性分析及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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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次比较全面地对内蒙古兴和县苏木山药用植物进行实地考察，进一步摸清其资源状况，并进行多样 

性分析，为苏木山药用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结果显示：苏木山现有药用植物资源丰富，共 

有 7 5科 3 6 8种，以种子植物菊科、豆科和蔷薇科为主. 药用部位主要以全草和根类为主，分别有1 7 1种和6 2 种，占该 

地药用植物总数的46. 47% 和 16. 8 5 % .功效应用以清热药居多，占药用植物总数的36. 96% ，其次是利水渗湿药、补 

虚药和解表药. 其中人典种仅有9 2 种，占总种数的25. 0 0 ;栽培种5 2 种，占总种数的14. 13% .说明苏木山药用植物 

资源虽然丰富，但开发利用程度低，引种栽培少，所以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今后要处理好旅游开放和药用植物保护 

之间的关系，强化药用植物的综合利用，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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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木山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境内，“苏木”蒙语是“箭”的意思，为此苏木山古时称箭山；春秋战 

国至两晋时期叫雁门山；北魏时又叫蟠羊山[1].这里曾是古代战争的屯兵之所，现在苏木山以西的古长城和 

烽火台还蜿蜒屹立在山川之间.因其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成为乌兰察布境内人们文化旅游的重要景点之 

一.同时，苏木山森林覆盖率高，涵养水源，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使苏木山成为内蒙古中西部的“天然动植物 

之园”，药用植物种类相当丰富.究竟苏木山的药用植物有多少种？ 目前多见于民间流传（流传有120多种）， 

正式文献甚少，虽有任艾主编的《苏木山药用植物图谱》(共记载 161种）一书，也只限于旅游宣传，没有正规 

刊号.我校从2012年至 2016年历时五年，每年带领学生多次进行实地考察、走访当地居民、标本采集鉴定与 

资料考证等对苏木山药用植物资源状况进行摸底，并进行了多样性研究和分析，希望能对苏木山药用植物资 

源开发利用及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苏木山作为学生药材实践基地提供第一手参考资料.

1 研究地概况

苏木山地处东经113°52'北纬40°53'，属阴山之尾，长 达 35 km ，宽 约 25 km ，平均海拔为1800 m ，最高峰 

2334.7 m (黄石崖），是乌兰察布市的最高点，被誉为乌兰察布市的“珠穆朗玛峰”.苏木山地处我国中温带， 

总体属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可分为河谷、山地、高山区三种地貌类型，从河谷到高山区可细分为：中亚热 

带、北亚热带、南温带、中温带四个气候类型，垂直分布明显，气候差异大.冬季长，夏季短，无霜期短，土壤为 

棕壤或黄棕壤，森林覆盖率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2].

2 研究方法

通过实地考察、走访当地居民、标本采集鉴定与资料考证等相结合的方法对苏木山药用植物资源多样性 

特征进行考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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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 . 1 药 用 植 物 类 群 的 多 样 性 分 析

根据实地考察、标本采集鉴定，《中国高等植物图鉴》[3]《内蒙古植物志》[4]《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5]2015 
版和《全国中草药汇编》[6]等资料查阅考证，苏木山共有药用植物7 5 科 3 6 8种，种类丰富，隶 属 5 个类群[7]. 

其中种子植物占绝大多数，分别占总科数的92. 00%和总种数的 97. 8 3 % ;而其他类植物所占比例甚小.结果 

见表 1.

表 1 药用植物类群组成分析结果

植物类群 科 比例/% 种 比例/%

菌类植物 2 2. 67 2 0. 54

地衣植物 1 1. 33 1 0. 27

苔藓植物 1 1. 33 1 0. 27

蕨类植物 2 2. 67 4 1. 09

种子植物 69 92. 00 360 97. 83

合计 75 100 368 100.00

3 . 2 药 用 植 物 科 构 成 的 多 样 性 分 析 [8]

苏木山药用植物隶属7 5科 ，其中含 1 种的有 3 0 科 ，分别占总科数的40. 00%和总种数的8. 15% ;含 2〜 

5 种的有 3 0 个科，共 8 5 种 ，分别占总科数的40. 00%和总种数的22. 8 2 % ;含 6〜1 0 种的有 5 个科，共4 1 种， 

分别占总科数的6. 67%和总种数的11. 6 9 % ;含 11〜2 0 种的有 7 个科，共 1 0 4种 ，分别占总科数的9. 33%和 

总种数的 28. 26% ;含 2 0种以上的有 3 个 科 ，共 1 0 8种，分别占总科数的 4. 00%和总种数的29. 0 8 % .优势 

科为菊科、豆科和蔷薇科.结果见表2.可见苏木山药用植物种类丰富，分布科比较广泛，这主要与苏木山山 

体海拔高，气候差异较大等独特的地形地貌有密切关系.

3 . 3 药 用 植 物 药 用 部 位 的 多 样 性 分 析

苏木山药用植物人药部位差异也很大，根据 2 0 1 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药大辞典》[9]，苏木山 

药用植物依其药用部位可分为1 0类（有些种多个部位人药)[1°]，结果见表3.

从表 3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其中以全草和根类人药的植物较多，分别有171种和 6 2种 ，占该地药用植物 

总种数的46. 4 7 % 和 16. 8 5 % .而这些资源的采收基本上是以整株植物的死亡为代价的，因此对此类植物的 

开发利用，应注意保护好资源的再生性，采挖时兼顾资源的更新，做到可持续利用.

3 . 4 药 用 植 物 功 效 应 用 的 多 样 性 分 析

根据高学敏主编的《中药学》[ 1 1 ] 一 书记载，中药按功效应用可分为2 1类.将苏木山药用植物资源按此分 

类 ，进行功效的多样性分析统计[7]，其中以清热药的居多，占药用植物总数的 36. 9 6 % ;其次是利水渗湿药、 

补虚药和解表药，有的植物可多部位人药，功效各异.结果见表4.

3 . 5 药 用 植 物 其 他 特 征 的 多 样 性 分 析

苏木山药用植物资源除了以上的多样性外，我们对药用植物的野生种和栽培种（指现在仍在栽培）进行 

了分析，为进一步的引种驯化提供科学基础.同时，对任艾主编的《苏木山药用植物图谱》（16 1种）中的记录 

种，我们采到了全部标本;《乌兰察布药用植物图谱》[12](451种）中的记录种，我们采集到了 2 4 4种 ，结果见

表5_

通过上表分析可以看出：苏木山共有药用植物3 6 8种 ，其中人典种仅有9 2 种 ，占总种数的25. 0 0 % ;栽 

培种 5 2种 ，占总种数的14. 13% ;说明苏木山仍有大量的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没有开发利用.其中《苏木山药 

用植物图谱》记载种有 1 6 1种 ，占总种数的43. 7 5 % ，《乌兰察布药用植物图谱》记载种有24 4种 ，占总种数的 

66. 3 0 % .经过上述两书的记载比例看，说明我们的考察研究工作比较滞后，研究基础薄弱，同时也说明苏木 

山的药用植物资源还有很大的开发利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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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药用植物科构成分析结果

类 型 科名（所含药用植物数量）

薦燕科  Agaricaceae(l 种） 灰包科  lycoperdaceae(l 种） 梅衣科  Parmeliaceae(l 种）

萌芦薛科  Cucurbitaceae(l 种） 木贼科  EquisetaceaeQ 种） 蔵科 Pteridiaceae(l 种）

麻黄科 Ephedraceae(l 种） 禅木科  Betulaceae(l 种） 壳斗科 F agaceae(l种）

檀香科 Santalaceae(l 种） 紫茉莉科  Nyctaginaceae(l 种） 马齿宽科 P〇rtulacaceae(l 种）

1 种 小菜科  Berberidaceae(l 种） 防己科 Menispermaceae(l 种） 旱金莲科  Tropaeolaceae(l 种）

(30 科） 金丝桃科  IIypericaceae(l 种） 瑞香科  Thymelaeaceae(l 种） 柳叶菜科〇en〇therceae(l种）

杉叶藻科  IIippuridaceae(l 种） 锁阳科  Cynomoriaceae(l 种） 鹿蹄草科 PyralaceaeCl种）

白花丹科 Plumbaginaceae(l 种） 萝摩科  Asclepiadaceae(l 种） P〇lemoniaceae(l f t )

紫葳科 Boraginaceae(l 种） 忍冬科  Capri丨oliaceae(l 种） 川续断科 Dipsacaceae(l种）

香蒲科 T yphaceae(l种） 水麦冬科  Juncaginaceae(l 种） Dioscoreaceae(l

水龙骨科  P〇lyp〇diaceae(2 种） 松科 Pinaceae(3 种） 柏科 Cupressaceae(3 种）

杨柳科 Salicaceae(3 种） 愉科 Ulmaceae(2 种） 桑科 Moraceae(2 种）

專麻科  Urticaceae(2 种） 觅科 Amaranthaceae(2 种） 磐粟科 Papaveraceae(5 种）

景天科 Crassulaceae(4 种 ) 耗牛儿苗科Geraniaceae(2种） 亚麻科 Linaceae(2种）

2〜5 种 藥黎科  Zygophyllaceae(2 种） 大戟科  Euphorbiaceae(3 种） 凤仙花科  Balsaminaceae(2 种）

(30 科） 锦葵科 M alvaceae(3种） 柽柳科  Tamarricaceae(2 种） 堇菜科 Violaceae(4种）

报春花科 Primulaceae(3种） 木庫科〇leaceae(2 种） 龙胆科  Gentianaceae(5 种）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5 种） 紫草科  Boraginaceae(5 种） 列当科  Orobanchaceae(2 种）

车前科 Plantaginaceae(2 种） 茜草科 Rubiaceae(2种） 败酱科 Valerianaceae(2 种）

梧梗科  Campanulaceae(4 种） 鸾尾科 Iridaceae(3种） 兰科 Orchidaceae(2 种）

6〜1 0种 黎科 Chenopodiaceae(K)种 )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6 种） 煎科 Solanaceae(10 种）

( 5 科）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8 种） 葫芦科  Cucurbitaceae(7 种）

11〜2 0种 

( 7 科）

薬科 Polygonaceae(13 种） 

伞形科 Umbelli丨erae(13种）

毛茛科 Ranunculaceae(l9 种） 

唇形科 Labiatae(13种）

十字花科Cruci丨erae(16种） 

禾本科  Gramineae(19 种）

百合科 L iliaceae(ll 种）

> 2 0 种（3 科） 蔷薇科 Rosaceae(2 7种） 豆科  Leguminosae(31 种） 菊科 Compositae (50 种）

表 3 药用植物药用部位分析结果

药用部位 种数 比例/% 药用部位 种数 比例/%

全草类 171 46. 47 花类 24 6. 52

根类 62 16. 85 皮类 7 1. 90

根茎类 29 7. 88 果实类 45 12. 23

藤茎类 29 7. 88 种子类 35 9. 51

叶类 16 4. 35 其他类 5 1. 36

注：由于有一些种有多个不同的药用部位，故各类之和大于药用种类总数 .

4 开发利用与保护建议

药用植物资源是中医药的物质基础，没有足够的优质药用植物资源，中医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 

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广阔的前景[13̂ 14].苏木山的药用植物种类丰富，无论从种类、科的构成和药用 

部位，还是从野生和栽培药用植物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多样性.为了更好地利用好和保护好现有药用植 

物的多样性，特提出以下3 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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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科普宣传教育，处理好旅游开放与植物保护的关系.在旅游开放的同时，一定要搞好药用植物资 

源的宣传保护工作，让群众系统全面地了解当地野生药用植物的生长周期、采收时节和方法，认识到植物都 

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这样既可以让苏木山发挥其休闲娱乐之功能，又可以成 

为植物科普教育的基地，促使人们形成保护资源的意识.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更要有方向性、原则性和长期性， 

做到有计划、合理地开发利用，采取科学的采收方式，采大留小，边采边育，坚决杜绝“竭泽而渔”的现象[15].

表 4 药用植物药用功效分析结果

序号 功效类别 种数 比例/% 代表药材

1 解表药 29 7. 88 麻黄、升麻、北豆根、柴胡、防风、牛蒡子等

2 清热药 136 36. 96 马齿苋、银柴胡、白头翁、结球甘蓝、瓦松等

3 泻下药 6 1. 63 火麻仁、山大黄、郁李仁、蓖麻子、牵牛子等

4 祛风湿药 41 11. 14 油松节、草乌、威灵仙、老鹳草、秦艽等

5 化湿药 3 0. 82 土庄绣线菊、苍术、黑大豆

6 利水渗湿药 32 8. 70 篇蓄、瞿麦、赤小豆、地锦草、冬葵子等

7 温里药 23 6. 25 小茴香、辣椒、玉竹、髙粱、番茄等

8 理气药 3 0. 82 田葛缕子、水金凤、美蔷薇花

9 消食药 9 2. 45 谷芽、麦芽、瓜蒂、莱菔子、山楂等

10 驱虫药 4 1. 09 西葫芦子、南瓜子、鹤虱等

11 止血药 28 7. 61 地榆、茜草、艾叶、大蓟、小蓟等

12 活血化瘀药 18 4. 89 桃仁、月季花、苏木、益母草、红花等

13 化痰止咳平喘药 25 6. 79 白屈菜、芥子、葶苈子、暴马子皮、紫沙参等

14 安神药 5 1. 36 桕子仁、柠条根、小叶锦鸡儿花、天仙子、缬草

15 平肝息风药 3 0. 82 软蒺藜、蒺藜、亚麻子

16 开窍药 0 0 —

17 补虚药 31 8. 42 白芍、黄精、甘草、锁阳、百合、补血草等

18 收涩药 12 3. 26 浮小麦、覆盆子、罂粟壳、松花粉、鸡冠花等

19 涌吐药 1 0. 27 瓜蒂

20 解毒杀虫燥湿止痒药 1 0. 27 大蒜

21 拔毒化腐生肌药 2 0. 54 石龙芮、白菜根

表 5 药用植物种类其他特征多样性分析结果

类型 种数 比例/%

野生种 317 86. 14

栽培种 52 14. 13

人典种 92 25. 00

《苏木山药用植物图谱》记载种 161 43. 75

《乌兰察布药用植物图谱》记载种 244 66. 30

2) 增进了解和开发，实现药用植物的综合利用.对于一些用全草和根的药用植物，尤其是采根，虽只用一 

部分，就意味着全株的毁灭.所以一定要开发药用植物的“一物多用”，实现多个部位人药.另外，在开发利用 

过程中，应加强对药用植物的综合利用与产品的深加工，以避免资源浪费，获得更大效益.在创造经济效益的 

同时，更要注重生态和社会效益，尽可能地不影响植物种类的发展，增强药用植物的更新能力，做到可持续 

利用.

3) 注重资源保护，加强野生药用植物引种和栽培力度.增加栽培面积，并不断加强对野生药材引种驯化 

和栽培的力度[16].同时，还要通过一些先进的育种技术对珍稀物种进行种群复壮，增大其生态适应幅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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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木山建设成为药用植物引种、栽培基地，或物种保护区.真正实现苏木山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相结 

合，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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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Analyz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of Sumu Mountain in Inner Mongolia

Li Shuzhen1 ， Wu Fei2

(1. Wulanchabu medical college. Inner Mongolia, Wulanchabu 012000 China；

2. Wulanchabu central hospital. Inner Mongolia, Wulanchabu 012000 China )

Abstract ：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for the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of Sumu Mountain in Inner Mongolia. We investigated for plants species, making clear the resources status and analyzing diver
s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cinal pla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were very rich in Sumu Moun
tain, there were 75 families and 368 species?dominant families were Compositae? Leguminosae and Rosaceae. The plants used 

whole herb and root as medicinal materials, which were 171 species and 62 species, respectively,accounting for 46. 47% and 16. 
85% of the total species number. Antipyretics medicine is majority, accounting for 36. 96% of the total number of medicinal 
plants, followed by dampness medicine and tonic reconciliationsheet. recorded species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was only 92, 
accounting for 25. 00% , cultivation species was 52, accounting for 14. 13% . The above description showed that there were 

many medicinal plants in Sumu Mountain, but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were low, and cultivated varieties and 

cultivated area were less,so the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in Sumu Mountain had a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opening up tourism and protecting medicinal plant,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medicinal plants, and to realize th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the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Keywords： medicinal plants; diversity；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Sumu Mountain； Inner Mongolia

[责任编辑王凤产]

http://www.wlcbly
http://www.smsslgy.com/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