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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牛降国家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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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牯牛降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对资源的保护及永续利用进行探讨。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走访调查、野外实地调查、标本采集与鉴定，对保护区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特色进行整

理分析。结果　牯牛降有珍稀濒危药用植物３０科５８种，其中国家级保护植物１８种，其他珍稀药用植物４０

种。在５８种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中，２８种是常用中药材的正品来源，１２种是中国特有的第四纪以前孑遗植

物。结论　牯牛降国家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种类丰富，需合理利用，并加强环境和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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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安徽南部的石

台、祁门两县交界处，是黄山山脉向西延伸的主体，

地理坐标为东经１１７°１５′～１１７°３４′，北纬２９°５９′～

３０°６′，总面积６７．１３ｋｍ２。牯牛降主峰耸立在石台

县南部边缘，海拔１７２７．６ｍ，为皖南第三高峰。南

坡年平均气温１４．９℃，北坡年平均气温１２．４℃，平

均年降水量１６００～１７００ｍｍ。１９８２年始建为省级

自然保护区，１９８８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

全国植被区划中，其位于东部中热带常绿阔叶林地

带的北缘，为中国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前沿阵

地［１］，主要保护对象是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

统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牯牛降是安徽省第一个被批

准建立的森林生态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安

徽现有的６个国家级保护区中，牯牛降地处最南端，

银杏生物种类丰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还存

有许多特有种，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

列为“中国优先保护生态系统”［２］，属于中国“森林生

态系统优先保护区”。

早在１９２６年，中国植物学家秦仁昌在牯牛降地

区调查发现了一度被视为“安徽特有种”的永瓣藤

（犕狅狀犻犿狅狆犲狋犪犾狌犿犮犺犻狀犲狀狊犲）。１９８３年由安徽省科技

厅和林业厅组织了第１次综合考察，调查统计牯牛

降保护区内有植物１２１０种，分隶１８０科６２７属
［１］。

２００３年陈黎等
［３］对牯牛降保护区观赏植物资源进

行了分类研究；２００５年陈文豪等
［４］在牯牛降发现新

分布２０种；２０１０年戴启培
［５］对牯牛降观赏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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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进行了调查与评价；２０１１年倪味咏
［６］在牯牛降

发现木本植物新分布１１种；２０１２年王四川
［７］在牯

牛降发现唇形科药用植物２１属３３种。然而，尚未

有关于牯牛降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系统的调查研

究。为系统了解牯牛降自然保护区的珍稀濒危药用

植物资源现状，对资源的保护及永续利用提供参考

依据，笔者在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安徽省

石台县中药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对牯牛降国家自然

保护区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加以整理。

１　调查方法

石台县中药资源普查队通过收集和参考《牯牛

降科学考察集》［１］、《安徽植物志》［８］、《安徽珍稀濒危

保护植物的区系特征及地理分布》［９］、《安徽省重点

保护的珍贵、稀有、濒危植物研究》［１０］、《安徽珍稀濒

危植物及其保护》［１１］等文献，初步了解牯牛降自然

保护区野生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此外，普查队

对牯牛降自然保护区进行了长达４２ｄ的野外调查

和标本采集，并通过实地访谈以及后期的标本鉴定

对所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归纳总结。

２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１２］、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１３］、《野生药材资源

保护管理条例》［１４］等法定标准，并参考《中国植物红

皮书》［１５］、《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

卷》［１６］等专业文献，笔者整理调查结果后发现牯牛

降自然保护区有珍稀濒危药用植物３０科５８种，其

中国家级重点保护药用植物１８种，其他珍稀药用植

物４０种。

２．１　国家级重点保护药用植物　牯牛降自然保护

区有国家级重点保护药用植物１８种，其中国家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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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植物３种，国家Ⅱ级保护植物９种以及国家Ⅲ 级保护植物６种，保护级别及分布情况见表１。

表１　牯牛降国家级重点保护药用植物及分布

科名 种名 拉丁名 保护级别 分布

银杏科 银杏 犌犻狀犽犵狅犫犻犾狅犫犪Ｌ． Ⅰ级 海拔６００ｍ降上村旁，奇峰村口

红豆杉科 红豆杉 犜犪狓狌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Ｐｉｌｇｅｒ）Ｒｅｈｄ． Ⅰ级 奇峰５００～１４００ｍ的林冠下可见

南方红豆杉 犜犪狓狌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Ｐｉｌｇｅｒ）Ｒｅｈｄ．

ｖａｒ．犿犪犻狉犲犻ＣｈｅｎｇｅｔＬ．Ｋ．Ｆｕ

Ⅰ级

香榧 犜狅狉狉犲狔犪犵狉犪狀犱犻狊Ｆｏｒｔ．ｅｔＬｉｎｄｌ． Ⅱ级 保护区海拔１４００ｍ以下的沟谷坡地，见于西

柏、奇峰

木兰科 鹅掌楸 犔犻狉犻狅犱犲狀犱狉狅狀犆犺犻狀犲狊犲Ｓａｒｇ． Ⅱ级 保护区海拔９００～１３００ｍ的山地林中

厚朴 犕犪犵狀狅犾犻犪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 Ⅱ级 见于五村海拔８００ｍ左右山麓地带

凹叶厚朴 犕犪犵狀狅犾犻犪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 Ｒｅｈｄ．Ｅｔ

Ｗｉｌｓ．ｓｕｂｓｐ．ｂｉｌｏｂａＬａｗ

Ⅱ级 见于七井海拔８００ｍ左右山麓地带

华中五味子 犛犮犺犻狊犪狀犱狉犪狊狆犺犲狀犪狀狋犺犲狉犪 Ｒｅｈｄ．

ｅｔＷｉｌｓ．

Ⅲ级 保护区海拔１０００ｍ以下的山坡杂林中，见于

牯牛降景区，古徽道景区

樟科 樟 犆犻狀狀犪犿狅犿狌犿犮犪犿狆犺狅狉犪（Ｌ．）ｐｒｅｓｌ Ⅱ级 保护区海拔２３０ｍ处的星火河边有２棵古樟

树，景区内也有１棵古樟树

天竺桂 犆犻狀狀犪犿狅犿狌犿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犿Ｓｉｅｂ． Ⅱ级 保护区海拔５００～１３００ｍ常绿阔叶林中

马兜铃科 细辛 犃狊犪狉狌犿犺犲狋犲狉狅狋狉狅狆狅犻犱犲狊Ｆ．Ｓｃｈｍｉｄｔ Ⅲ级 保护区海拔２００ｍ以上山坡阴湿处，见于大山、

目连山

卫矛科 永瓣藤 犕狅狀犻犿狅狆犲狋犪犾狌犿犮犺犻狀犲狀狊犲Ｒｅｈｄｅｒ Ⅱ级 保护区海拔２００～１０００ｍ的山地林中

蓝果树科 喜树 犆犪犿狆狋狅狋犺犲犮犪犪犮狌犿犻狀犪狋犪Ｄｅｃｎｅ． Ⅱ级 见于奇峰海拔２００～８００ｍ的沟谷坡地

龙胆科 龙胆 犌犲狀狋犻犪狀犪狊犮犪犫狉犪Ｂｕｎｇｅ Ⅲ级 保护区海拔４００ｍ以上潮湿的荒坡草地中

条叶龙胆 犌犲狀狋犻犪狀犪犿犪狀狊犺狌狉犻犮犪Ｋｉｔａｇａｗａ Ⅲ级 保护区海拔４００ｍ以上潮湿的荒坡草地中

茜草科 香果树 犈犿犿犲狀狅狆狋犲狉狔狊犺犲狀狉狔犻Ｏｌｉｖ Ⅱ级 保护区海拔３００～１４００ｍ壳斗科植物为主的

常绿阔叶林中，见于西柏

百合科 天门冬 犃狊狆犪狉犪犵狌狊 犮狅犮犺犻狀 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Ｍｅｒｒｉｌｌ

Ⅲ级 保护区１０００ｍ以下阴湿的林边或草丛中，见

于七井、奇峰

兰科 铁皮石斛 犇犲狀犱狉狅犫犻狌犿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犲 Ｋｉｍｕｒａｅｔ

Ｍｉｇｏ

Ⅲ级 汪屋组四库有一群落分布

２．２　珍稀药用植物　除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外，另有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４０种：槲蕨犇狉狔狀犪狉犻犪犮犲犪犲犳狅狉

狋狌狀犲（Ｋｕｎｚｅ）Ｊ．Ｓｍｉｔｈ、青钱柳犆狔犮犾狅犮犪狉狔犪狆犪犾犻

狌狉狌狊（Ｂａｔａｌｉｎ）Ｉｌｊｉｎｓｋａｙａ、青檀犘狋犲狉狅犮犲犾狋犻狊狋犪狋犪狉犻

狀狅狑犻犻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杜 仲 犈狌犮狅犿犿犻犪 狌犾犿狅犻犱犲狊

Ｏｌｉｖ．、百蕊草犜犺犲狊犻狌犿犆犺犻狀犲狊犲Ｔｕｔｃｚ．、商陆犘犺狔

狋狅犾犪犮犮犪犪犮犻狀狅狊犪Ｒｏｘｂ．、黄山木兰 犕犪犵狀狅犾犻犪犮狔犾犻狀

犱狉犻犮犪 Ｗｉｌｓ．、天女花犕犪犵狀狅犾犻犪狊犻犲犫狅犾犱犻犻犓．Ｋｏｃｈ、

天目 木 姜 子 犔犻狋狊犲犪犪狌狉犻犮狌犾犪狋犪 Ｓ．Ｓ．Ｃｈｉｅｎｅｔ

Ｃｈｅｎｇ、短萼黄连 犆狅狆狋犻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Ｆｒａｎｃｈ．ｖａｒ．

犫狉犲狏犻狊犲狆犪犾犪Ｗ．Ｔ．ＷａｎｇｅｔＨｓｉａｏ、獐耳细辛 犎犲

狆犪狋犻犮犪狀狅犫犻犾犻狊Ｓｃｈｒｅｂ．ｖａｒ．犪狊犻犪狋犻犮犪 （Ｎａｋａｉ）Ｈａ

ｒａ．、八 角 莲 犇狔狊狅狊犿犪狏犲狉狊犻狆犲犾犾犻狊 （Ｈａｎｃｅ）Ｍ．

Ｃｈｅｎｇ、六 角 莲 犇狔狊狅狊犿犪 狆犾犲犻犪狀狋犺犪 （Ｈａｎｃｅ）

Ｗｏｏｄｓ．、安徽小檗犅犲狉犫犲狉犻狊犪狀犺狑犲犻犲狀狊犻狊Ａｈｒｅｎｄｔ．、

大血藤犛犪狉犵犲狀狋狅犱狅狓犪犮狌狀犲犪狋犪 （Ｏｌｉｖｅｒ）Ｒｅｈｄｅｒｅｔ

Ｗｉｌｓｏｎ、木 通 犃犽犲犫犻犪狇狌犻狀犪狋犪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Ｄｅ

ｃａｉｓｎｅ、草珊瑚犛犪狉犮犪狀犱狉犪犵犾犪犫狉犪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Ｎａ

ｋａｉ、祁阳细辛犃狊犪狉狌犿犿犪犵狀犻犳犻犮狌犿 ＴｓｉａｎｇｅｘＣ．

Ｙ．ＣｈｅｎｇｅｔＣ．Ｓ．Ｙａｎｇ、紫茎犛狋犲狑犪狉狋犻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

Ｒｅｈｄｅｒ．ｅｔＷｌｉｓ、黄山花楸犛狅狉犫狌狊犪犿犪犫犻犾犻狊Ｃｈｅｎｇ

ｅｘＹｕ、雷 公 藤 犜狉犻狆狋犲狉狔犵犻狌犿 狑犻犾犳狅狉犱犻犻Ｊ．Ｄ．

Ｈｏｏｋｅｒ、银 鹊 树 犜犪狆犻狊犮犻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 Ｏｌｉｖｅｒ、瑞 香

犇犪狆犺狀犲狅犱狅狉犪Ｔｈｕｎｂｅｒｇ、竹节参犘犪狀犪狓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

（Ｔ．Ｎｅｅｓ）Ｃ．Ａ．Ｍｅｙｅ、珠子参犘犪狀犪狓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

ｖａｒ．ｍａｊｏｒ（Ｂｕｒｋｉｌｌ）Ｃ．Ｙ．Ｗｕ＆Ｋ．Ｍ．Ｆｅｎｇ、徐

长卿犆狔狀犪狀犮犺狌犿狆犪狀犻犮狌犾犪狋狌犿 （Ｂｕｎｇｅ）Ｋｉｔａｇａｗａ、

苍术 犃狋狉犪犮狋狔犾狅犱犲狊犾犪狀犮犲犪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Ｃａｎｄｏｌｌｅ

Ｐｒｏｄｒ．、白术 犃狋狉犪犮狋狔犾狅犱犲狊犿犪犮狉狅犮犲狆犺犪犾犪 Ｋｏｉｄｚ．、

荞麦叶大百合犆犪狉犱犻狅犮狉犻狀狌犿犮犪狋犺犪狔犪狀狌犿 （Ｅ．Ｈ．

Ｗｉｌｓｏｎ）Ｓｔｅａｒｎ、七 叶 一 枝 花 犘犪狉犻狊狆狅犾狔狆犺狔犾犾犪

Ｓｍｉｔｈ、华重楼犘犪狉犻狊狆狅犾狔狆犺狔犾犾犪Ｓｍ．ｖａｒ．ｃｈｉｎｅｎ

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 Ｈ． Ｈａｒａ、延 龄 草 犜狉犻犾犾犻狌犿

狋狊犮犺狅狀狅狊犽犻犻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鹿药 犕犪犻犪狀狋犺犲犿狌犿犼犪

狆狅狀犻犮狌犿 （Ａ．Ｇｒａｙ）ＬａＦｒａｎｋｉｅ、射干犅犲犾犪犿犮犪狀犱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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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ｎｃｈ．）Ｒｏｌｆｅ、杜鹃兰犆狉犲犿犪狊狋狉犪犪狆狆犲狀犱犻犮狌犾犪狋犪

（Ｄ．Ｄｏｎ）Ｍａｋｉｎｏ、白及犅犾犲狋犻犾犾犪狊狋狉犻犪狋犪 （Ｔｈｕｎｂ．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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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Ａ．Ｍｕｒｒａｙ）Ｒｃｈｂ．ｆ．、绶草犛狆犻狉犪狀狋犺犲狊狊犻狀犲狀狊犻狊

（Ｐｅｒｓ．）Ａｍｅｓ、见血青犔犻狆犪狉犻狊狀犲狉狏狅狊犪（Ｔｈｕｎｂ．ｅｘ

Ａ．Ｍｕｒｒａｙ）Ｌｉｎｄｌ．、独花兰犆犺犪狀犵狀犻犲狀犻犪犪犿狅犲狀犪

Ｓ．Ｓ．Ｃｈｉｅｎ。

３　牯牛降国家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特色

３．１　药用价值分析　牯牛降国家自然保护区调查

发现的５８种药用植物中，有２８种是常用中药材的

正品来源，如商陆是中药“商陆”的正品来源、华中五

味子是中药“南五味子”的正品来源、短萼黄连是传

统道地药材“宣黄连”的正品来源、草珊瑚是常用中

药“肿节风”的正品来源、铁皮石斛是名贵中药“铁皮

枫斗”的正品来源。另外，３０种药用植物常作为代

替品入药或为当地传统民间用药，如黄山木兰和天

女花的花蕾常作为“辛夷”的代替品，八角莲和六角

莲在石台常作为清热解毒药使用。

３．２　存在状态研究

３．２．１　特有种介绍　５８种植物中，有１２种中国特

有的第四纪以前孑遗植物。其中裸子植物的孑遗种

有红豆杉、南方红豆杉、香榧；被子植物的孑遗种有

鹅掌楸、天女花、青钱柳、大血藤、青檀、紫茎、银鹊

树、香果树以及皖赣地区的珍贵特有植物———永瓣

藤。这些古老的孑遗种，多数为特有单种属或少种

属，珍贵而稀有，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３．２．２　存在的现状及问题　研究表明，牯牛降自然

保护区虽有多种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但是多为易危

种且分布零散，个别种甚至濒临灭绝，亟需保护。如

铁皮石斛，普查队仅在汪屋组发现一小片群落。本

次调查发现，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植物适生环境被严

重破坏。近年来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牯牛降地

区人员流动日益增多，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更

加严峻。此外，由于近几年对中药材的需求量增加，

有价值的药用植物被掠夺式地采挖，如红豆杉因为

价格昂贵，其成树一旦被发现便会被砍伐，导致资源

已近枯竭。然而，越稀有的药材价格越高，又形成了

恶性循环，野生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所面临的形

势相当严峻。

３．３　保护措施探索　笔者针对调查发现的现状进

行分析，并结合以往的研究资料［１７］，对珍稀濒危药

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措施进行探索。

３．３．１　加强就地保护并继续深入调查　牯牛降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丰富，建议联合当

地群众加强对保护区的保护。在保护区涵盖不到的

周边地区，可建立森林公园和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圃，

以保护野生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资源生境及种群的完

整性。此外，有关部门应重视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

保护，成立专项调查组展开深入调查，全面了解牯牛

降保护区的药用植物资源，确定地方保护植物名录，

为今后的科学研究，物种多样性的保护以及中药产

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３．３．２　开展生态旅游　牯牛降景区可以在保护整

个区域内自然景观、森林植被资源的基础上，对银

杏、樟树等古树名木进行圈地挂牌保护，建设成古树

名木的景点，并安排专人进行巡查管理。这样既可

以保护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又可以为景区提供新的

景点。对于小种群物种，如七彩玉谷景区的独蒜兰、

汪屋组的铁皮石斛，可以将其迁移至更为安全并方

便开展相关研究的场所，以便进一步保护。

３．３．３　加强宣传教育，开展人工种植　对保护区群

众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其保护意识，使群众树立保护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的意识，杜绝盗采盗挖药用植物

的行为。与此同时，可选择组织培养和栽培技术已

经比较成熟的名贵药材进行种植。此次调查过程中

发现，七井地区村民种植白及，获益颇丰，因此，可在

大山村、汪屋组、莲花村等适合白及种植的区域开辟

新的种植基地，使栽培品代替野生品种，这样不仅能

够使野生资源得以恢复，还可为当地居民带来可观

的收入。此外，传统道地药材“宣黄连”的来源植物

短萼黄连可以在大山村及周边地区６００ｍ以上的

阴湿环境处进行种植，名贵中药材“蚤休”的来源植

物七叶一枝花可以在奇峰村８００ｍ以上的阴湿地

区实验种植。在发展珍稀濒危资源的同时，促进当

地传统大宗药材如薏苡仁、覆盆子、山茱萸的生产发

展，将牯牛降及其周边地区发展成道地药材种植区，

带动当地中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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