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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阐述广西中药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根据广西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广西 

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与对策，为广西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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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elaborating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1 Chinese medicine in Guangxi and 

the existing primal problems in current situ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edicina1 plant resources，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 for the utilization of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in Guangxi 

are stated，which als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re— 

sources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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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 

健康问题 日益关注和 国际上对天然药物的重视 ，中 

药的需求量开始激增。然而由于不合理的长期采 

挖，导致野生中药资源急剧下降，不少产区采挖量已 

远远超过了资源的再生能力，大量物种濒临枯竭，野 

生药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面临极大的压力 ]。在 

1992年公布的《中 国植物红皮 书》中所收录 的 398 

种濒危植物里 ，药用植物有 168种 ，约 占 42 。随 

着全球性的“回归自然”与“中医药热”浪潮，人们对 

于天然药和中药的研究开发已经高度重视，而中药 

产业是典型的药材资源依赖型产业，中药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是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 

此，中药资源的科学保护、合理开发和持续利用，是 

21世纪面临的国家战略任务。在中国全面启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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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现代化的今天 ，如何积极应对全球性天然药研究 

开发给中药产业带来的严峻挑战与发展机遇 ，实现 

中药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个中药学科技工 

作者肩负的历史责任。广西位于我国的西南，自古 

便是传统地道药材产区，是我国药材主要产地之一， 

素有“川广云贵，地道药材”之称，为驰名中外的“西 

土药材”产地。广西是我国中草药的主产区，中草药 

产业为广西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随着中药产 

业化的推进，其资源可持续 利用问题亦 日益 突出。 

本文在阐述广西中药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根据广西 

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 

出广西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与对策，以期为广 

西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1 广西中药资源的优势 

根据 1983~1987年广西中草药资源普查，广西 

有中草药植物 4623种(包括亚种、变种和变型)，约 

占全国植物资源 12807种的 1／3，在全国排第二位， 

仅次于云南，其中植物药 4064种，动药物 509种，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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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 5O种l2 ]。在 4046种药用植物中，常用中药材 

有 470种 。广西是中国三大中药省区之_-，但是广 

西当前的中药材整体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不高 ，已经 

开发利用 的药用植物仅有 1078种 ，不到广西中药资 

源的 3O ]。目前全国 400多种常用 中药材中有 

7O多种主产于广西 ，其 中有 10多种 占全 国总产量 

的 5O ～80％[6]。罗汉果、广豆根甚至高达 90％以 

上L 。广西是国内唯一临海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北 

部湾海洋资源得天独厚，蕴藏着许多可供开发的药 

用资源。广西沿海海域分布有 404种海洋药用生 

物，其中，研究资料相对比较全面的可供做中药材的 

有 252种 ，资料欠缺又主治功效及用法用量大致相 

同的同科属不同种的有 152种[ 。广西还有丰富的 

沿海滩涂生物种类有待于做进一步的中药材研究和 

开发。 

广西道地药材资源相 当丰富，广西特产药材有 

1l2种，道地药材约 4O种，占全国道地药材总量的 

l／4左右，比如 ：八角茴香、千年健、广山药 、广山楂 、 

广血竭 、广豆根、蛤蚧等等 都是广西的道地药材 。 

广西的少数民族药用资源也相 当丰富，富有广西特 

色的壮医药 、瑶医药、苗医药等也在 国内中医药业 中 

占据有一席之地。现已查明有壮药 2300多种 ，瑶药 

1300多种，苗药 200多种，各类验方单子 10000多 

个 j，其中壮族药用植物如：广西马兜铃、千斤拔、两 

面针、龙船花、闭鞘姜、半边莲 、刺芋等 ；瑶族药如：山 

木通、羊耳菊、蜘蛛香、地胆草等；苗族药如：通关藤、 

马蹄蕨、吉祥草、黄荆、朝天罐等；侗族药有 324种， 

如 ：白纸扇 、血水草 、南五味子、马鞭草 、大丁草等 ；仫 

佬族药 262种，如：救必应、马兜铃、茅膏菜、黑面神、 

飞龙掌血、铁包金 、娃儿藤等 ；毛南族药 115种，如： 

金果榄、木鳖、对坐神仙草、白花丹、宽筋藤、钩吻等； 

京族药有 3O种 ，如：鸡矢藤 、臭牡丹 、旱莲草等 ；彝族 

药有 22种，如：青蒿、假地兰、马齿苋等口 ” 。广西 

的少数民族用药中以壮药最出名。 

壮药与其他的民族药理论不同，壮药用药广泛 ， 

发展前景广阔。 

2 广西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其存在的 

主要 问题 

2．1 广西中药材种植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2003年广西投资 8000千多万元打造的五万亩 

广西稀缺中药材那坡种植基地项 目，结束了广西没 

有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简称 中药材 GAP)基 

地的历史 。该项 目在中心示范区种植 5个品种的中 

药材 ，作为广西国内乃至国际中草药技术培训、良种 

保存、繁育与引种、科学研究基地 ]。 目前，全广西 

已有各种 中药材种植场 28000个，其 中已经形成较 

大规模的生产基地 16个，种植药材面积 35000hm。， 

种植模式大多采用传统上提倡“企业+农户+基地” 

的模式 ，企业和农民签定合同，由农 民 自主种植 ，企 

业负责收购l4]。目前已经逐步建立有罗汉果、肉桂、 

八角、灵香草、金银花、砂仁、田七、厚朴、黄柏、杜仲、 

栀子、竹叶柴胡、地枫皮、石斛、吴茱萸等中药材 

GAP基地 。壮药材的 GAP基地正在规划建设 ， 

对广西特产 中药、壮药材及药材 质量标准逐 步开展 

全程标准管理和严格控制 。 。此外，广西北生药业 

准备在北海建立 GAP基地，桂林三金药业也已经 

准备建立包含 GAP基地的科技园[1 43。这些项目的 

实施 ，必将推动广西中药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但是，广西中药材种植模式单一，技术落后。目 

前广西中药材种植采用传统上提倡的企业十农户+ 

基地的模式和药农分散零散种植 即 自产 白销 的模 

式 ，这两种模式对药农来说有三难 ：一买到优质种苗 

难 ，二掌握种植技术难 ，三寻找市场销路难 ，这就使 

中药材的质量得不到保障 j。中药资源病虫害防治 

技术规程不规范，中药材农 药残 留量和重金属含量 

超标，目前中药材生产中最薄弱的环节是病虫害的 

防治。例如：巴戟天常患茎基腐病、烟煤病、轮纹病 

等多种病；田七种植对气候 、地块 、土壤湿度等耕作 

环境要求较苛刻，病虫害达 lO余种；山药常见病虫 

害有白锈病、炭疽病、褐斑病、蓼叶蜂、蛴螬、地老虎 

等口 ]。如不及早解决，将严重制约 中药材 的产量和 

质量 。另外 ，生产人员对农药知识缺乏导致错用、误 

用、滥用农药时有发生 ，长期单一用药 ，病菌和害虫 

产生抗药性导致农药使用次数与强度不断提高，农 

药残留检测机构又不健全，以上种种原因造成 了农 

药残 留量超标 。广西特产药材罗汉果曾因检测出农 

药残留超标 ，在 国际市场 上一度遭 到冷遇【 。因 

此，中药材标准化种植是确保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 

及其质量稳定的关键。 

2．2 广西中药工业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入 20世纪 9O年代 ，广西制药企业发展迅速 ， 

已经在玉林市形成一个药材市场 ，中药工业企业 也 

从原来几十家发展到 目前超过 lOO家 ，桂林三金药 

业集团公司和广西玉林制药厂被列入全国中药重点 

企业五十强行列。但是，广西大部分中药企业规模 

小而分散 ，缺少规模化大产业，未能形成大 品牌，比 

如罗汉果、桂郁金、广豆根、田七、鸡骨草、苦玄参、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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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以及滇桂艾纳香等，都没有形成大品牌或产业，导 

致中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没有发挥广西药物 

资源应有的优势作用。广西中药企业，由于企业经 

营规模小，企业资金不足，缺乏科研经费 ，研发能力 

弱，因此企业产品大多数为中药材粗提取物或粗加 

工产品 ]，比如，由广西道地药材开发出来 的追风 

舒筋活血丸(千年健)、山药丸妇科止带片(广山药)、 

血竭胶囊 (广血竭)、广豆根注射液和山豆根片(广豆 

根)等，只停留在简单的制剂上面 ]，而且这些中药 

产品的加工仍然按照传统 的粗糙的加工方式 ，严重 

影响了药材的质量。再加上，传统的加工工艺一直 

没有创新，许多传统的加工工艺也相继失传，导致近 

些年来广西中医药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无论是中药 

材利用的种类，还是中药材利用的总量都相对比较 

低[4,173。广西的中药材在中成药、食品、保健品、化 

妆品领域还蕴藏着巨大使用空间，有待开发。 

广西中药材加工没有创新 ，中药材质量研究也 

不深入。近几年 ，在广西政府的带动下 ，中药产业有 

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与云南、贵州等药材大省相比， 

还有差距很大。比如 ：云南文山的三七 ，无论是资金 

投入、GAP生产规划，还是药材质量都得到了系统 

的研究，并申请专利，在全国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而 

广西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刚起步 ，药材质量研究 大部 

分还是处于上世纪的水平，现代的科技手段没有得 

到很好 的应用_】 。广西虽然有中药专业研究机构 

20多个，但是力量分散，可利用资源缺乏整合，高层 

次学科带头人才少，制约了中草药研究项目的深度 

和广度 ]。目前 ，广西已纪开发利用 中药物种 只有 

1078种，占广西药用植物总资源不到 30 ，整体资 

源开发利用率不高，而且许多野生药材和特色品种 

的资源连年锐减，影响正常生产 ]。这主要是由于 

广西的中药开发和研究能力都还很处于低下水平， 

研究成果也欠缺所致。广西的中药工业需要与现代 

科技发展进程相结合，加大特色产业研究，尽快建立 

具有广西民族药用资源优势的特色产业链，形成具 

有广西民族药用特色的品牌产品。 

3 广西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与对策 

3．1 摸清资源数量 ，实施中药资源保护政策 

广西 的野生物种很多。至 1992年底 ，已确认广 

西有野生维管束植物(高等植物)8354种，尚有 4000 

多种高等植物未被利用，甚至还不知道其用途；广西 

沿海的海洋生物共有 1766种，其中植物 179种，动 

物 1587种，均有待开发l】 ；广西的动物种类非常 

丰富，其中淡水鱼类 235种，陆栖脊椎动物 929种， 

到 1994年止昆虫已定名的有 5901种 。广西 

这些丰富的野生物种中，药用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只 

是 1983～1987年广西中草药资源普查以及后来部 

分院校、科研机构不甚系统的调查结果。经过近 2O 

年来的大量采挖利用，目前应该尽快组织对全广西 

药用资源普查和系统地整理，并准确了解近几年农 

民自主种植药材的情况，摸清广西药用资源种类和 

数量。今后保护什么、开发利用什么，各部门形成共 

识口 ，制定法规政策，实现广西 中药资源的可持续 

用。比如，对野生资源 日益枯竭尤为明显的地不容、 

青天葵、／ 角莲、七叶一枝花、石斛、广豆根、横经席、 

朱砂莲、走马胎、丁公藤等根部和全草入药的植物资 

源可以从就地保护(如广西的龙虎山、苗儿山保护 

区)和迁地保护(广西的药用植物园)两个方面制定 

法律法规进行 保护l2 ；对 黄花倒水 莲、草果、鸡 血 

藤、鸡骨草、鸡骨香、过江龙、虎舌红等由于过度采挖 

或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已经呈濒危稀少状态口。 的药 

用植物资源，尽快建立种质基因库 以避免物种灭 

绝 。 ；对广西道地药材设立专用标志，表明药材产 

品产自特定的原产地域，并且经过特殊的质量监控、 

加工工艺而具有特殊的质量特色。道地药材专用标 

志所有权属于国家，是国家监控企业使用的法定产 

品标志，受国家法律保护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 

冒用 ，违者严厉查处 。 

3．2 加快建设中药材 GAP基地建设 ，增加中药资 

源的绝对蕴藏量 

随着世界各国对天然药物提取物的兴趣大增，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药物提取物 出口国。 

这种需求的巨增造成中国部分特产资源迅速枯竭， 

比如，陕西的贯叶连翘，青海的冬虫夏草，东北的人 

参等资源已经濒临灭绝__2 。在这样的形势下，广西 

要扩大中药材种养规模，加快建设一批道地药材和 

大宗药材的规范化种植基地 ，增加广西中药资源的 

绝对蕴藏量。广西可以借鉴其他省地区对道地药材 

的开发利用经验来开发广西的道地药材 ，利用遥感 

技术对道地药材的资源量进行调查，对广西地产地 

道中药资源及其产业化背景进行调查、分析和评价， 

制定广西为道地药材的发展规划，投入资金建设道 

地药材基地。大宗药材的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可以 

借鉴云南的经验。云南注重三七 GAP基地建设， 

其在国家科技部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建 

立三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标准体系(GAP)，推广 

三七药材的规范化种植 ，以控制三七药材的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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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已经成功地打造了驰名中外的三七系列产 

品【 。广西加快中药材 GAP基地建设，还可以继 

续采取企业+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增加政府投 

入资金支持，并和高校联合提高生产过程的科技水 

平，以保证药材的质量以及农户和公司的利益E ]。 

这样逐步扩大人工栽培和驯养中药材的种类数量及 

规模 ，同时还可以积极从 区外引种新 的中药材品种 ， 

增加广西的中药资源蕴藏量和中药种类及数量 。不 

久的将来 ，广西的中药产业就一定会更加强大。 

3．3 利用现代技术开展中药资源研究，提高中药资 

源的利用率 

广西为了减少中药资源的消耗，在现阶段采用 

缩减开发来减少消耗的方法是不现实的，应该利用 

现代技术开展中药资源研究，提高中药资源的利用 

率。利用现代的植物化学分类的原理(近缘植物含 

有相似的化学成分)和技术手段可 以寻找和发现替 

代资源和新的资源、新的药用部位，如：现代研究已 

证实三七除传统药用部位主根外，其花序、果实、茎 

叶等部位也含有较高含量的可利用物l_2 。目前中 

药渣主要被作为生活垃圾或工业垃圾 ，进行固定区 

域堆放填埋或焚烧处理，不仅严重污染环境，而且造 

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中药废渣的处理和再利用已经 

成为迫在眉睫的新课题 。由于制药工艺和提取技术 

的单一，中药渣中尚含有大量营养成分和功效成分， 

有着巨大的开发利用潜力，如：食用菌可以利用中药 

渣进行生长，其生物转化率至少超过 5O l2 ，刘树 

华等以中药残渣为基质生产草皮卷，发现利用 中药 

残渣生产的草皮卷具有出苗齐成坪、抗病性强，节水 

省肥等优点 。除了有利于促进食用菌产业、有机 

生态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外[3 ，中药渣作为一种生 

物质资源，是否还有其它更重要的用途，需要人们利 

用现代技术开展进一步系统地研究，提高利用率。 

广西的壮药 、瑶药 、苗药等少数名族药资源具有独特 

的优势，可以利用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对它 

们进行 比较研究 ，从化学的角度研究它们化学成分 

的合成途径、累积动态 与地理、生态环境 的关系等 

等，研究化学成分的种类与含量，及其变化与环境的 

关系，从而提高有效成分的提取率，研发出一批以地 

产特色药材为原料的壮药、瑶药和苗药产品，打造出 

桂药品牌，占领国际市场，实现广西中药产业跨越式 

发展，为广西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做出 

巨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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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发出加密硬件可以确保非易失性存储器应用安全 

采用非易失性主存储器(NVMM)为主存的计算机会 大大减 少计算机的开机 时间，提升存储能力，而且 

非易失性存储器在断电后仍能存储数据，因此拥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但是，NVMM 即使有切断电源后，存 

储 内容也不会消失仍然继续保持。使用传统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为主存的计算机在关闭后无法 

存储数据 ，这意味着，在线交易完成后 ，主存 并不会保留用户的信用卡账号和密码 。然而，NVMM 在计算机 

关闭数年后仍会在主存内保留所有用过的数据。这种特性给了犯罪分子可趁之机，他们可以从盗取的手提 

电脑主存 内获取用户的私人信息或其他数据。而且 ，因为 NVMM 内的数据被存储在主存 中，无法使用软件 

对其加 密。NVMM 也 面临着安全问题 。最近 ，美国科 学家研发 出了一种名为 i-NVMM 的硬件加密 系统， 

解决了NVMM 的这个问题。i-NVMM硬件只对一种新算法探测出的处理器需要的 78 主存数据进行加 

密，系统的运行速度只减少了3．7 。i-NVMM硬件还有另外两个额外的优势：首先，新算法也会 自动探测 

出某个操作进行当中没有使用的数据(比如信用卡卡号等)，并对其 自动加密。这使 i—NVMM 的安全性比 

DRAM更高。其次计算机使用时只对78 的主存加密，剩下22 的主存会在计算机关闭时被加密。所以，i 
— NVMM 硬件加密 系统能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加密保护。i-NVMM 系统基 于一个配套齐全的加密引擎，这个 

引擎可以在不改变计算机处理器情况下被整合进计算机，这意味着，它可以用在不同的处理器和不同的系统 

中使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