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丽江县鲁甸村药用植物资源评价的民族

植物学研究!

王雨华，许建初，李延辉，裴盛基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

摘要：利用民族植物学的野外调查和访谈法，以纳西文化悠久的鲁甸行政村作为研究地点，

从社区水平深入地评价了鲁甸村丰富多样的药用植物资源，分析了生境———物种———药用植

物资源利用的民族传统知识多样性的统一、以及药用植物资源综合利用价值与稀有濒危参数

密切的相关性，提出了社区水平的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一定要建立在当地的传统文化

知识基础上与实际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并同时建议在当地建立若干专类药用植物生境保护

区、寻求就地保护等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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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资源是人类健康的物质基础，自有史以来，人类就依赖药用植物治疗各种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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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和进行健康保健。现在不仅在发展中国家 !"#的人们依赖草药治病，就是发达的美国

也有 $"#以上的药物来自药用植物（%&’，())*），药用植物资源已成为新药开发的重要

源泉和模型依据（+,-./ 012 3/4516708，())9）。同时，药用植物资源作为森林小产品的重要

成分，其经济价值不亚于同块替代型土地利用形式（集约型农业、农场和林场）上所创造

的产值（:08-;< 012 =512584/71，())>）。因此药用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不仅关系到人类子

孙后代健康新药的开发，也关系到当地民族社区的生计、经济收入、健康保健和民族传统

文化（?565, 等，()!)）。合理利用药用植物资源，保护传统民族民间医药知识已成为当今

世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云南西北部（滇西北）地处青藏高原至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位于喜马拉雅山东侧的

横断山区域的南部，是横断山区的中心部分，是许多生物类群的现代分化中心，具有较高

的物种多样性、特有性和珍稀性（吴征镒和朱彦丞，()!9；王荷生和张镱锂，())$）。因

此，该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十个地区之一；云南两大生物多样性中心之一（李

锡文，())$）；也是药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蕴藏了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和大量的

名贵特有药材，具有“药材之乡”的美称，是我国特别是云南的重要药材产地。

滇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地区，全省 >@ 个少数民族在那里几

乎都有分布，但以藏族、纳西族、白族、傈僳族、彝族、普米族、怒族和独龙族等民族为

最多，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其几千年悠久的民族文化历史和丰富的传统知识，在

世界文化历史中具有特殊地位，是世界上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地区。特别是其传统医

药知识和经验，不仅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特色。如青阳参（!"#$#%&’( )*)+&",-
,’(）是居住在滇西北的纳西族、白族常用于治疗头风头痛、冬令进补的民族药；紫金龙

是大理白族用于镇痛的药；滇重楼更是云南著名的民间草药；这些都已被研制成天然新

药，为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其几千年的管理和利用药用植物资源的

知识和经验，对维持生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利用药用植物资源、保证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

续性利用具有重大作用（裴盛基，())!）。

在滇西北的贫困农村中，人们对药用植物资源有着强烈的依赖性。一方面，该地区

!"#以上的人们仍然使用传统医药作为主要的疾病治疗方式，人们对中草药的依赖性仍然

比较强烈和明显；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人们对药用植物资源的依赖不

再局限于其治疗作用，亦已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植物，在人们家庭经济收入中起重要的作

用。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无疑为该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但

是如何立足于当地的生物资源，充分发挥各民族的优势，在有效地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的

前提下，开发和利用当地资源，促进当地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能够正确地评价当地

的药用植物资源，从而让人们有目的的去保护和合理地管理当地的药用植物资源。

我国对药用植物资源评价关注较多的主要是药用植物资源“家底式的清查”以及珍稀

濒危程度的判断和评价标准（王年鹤等，())>；贾敏如，())@；黄潞崎等，()))）。这些

工作已从全国这个大尺度上正确地评价了我国的药用植物资源，但很难适用于具有一定具

体性和特殊性的每个社区，无法凭此开展当地有关可持续管理药用植物资源的一些实际工

作，为此，本研究运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从社区水平上深入评价了当地的药用植物

资源状况，从而为当地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探讨具体出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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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 研究地点

鲁甸行政村方圆 !"# $%& ，海拔 & ’"" ( # )"" %，位于丽江县的西北部，滇西北的中心，金沙江与澜

沧江两流域的分界处，属金沙江流域，西与维西县相接（图 !）。该地海拔 & ’"" ( # )"" %，气候温凉，

雨量充沛，地形地貌多样，属于典型的高山温凉区，因此适宜种类繁多的栽培和野生中药材的生长，是

重要的栽培药材———木香、当归、秦艽、人参等的种植基地。

鲁甸行政村是鲁甸乡最大的一个行政村，包括 * 个自然村，&) 个社，总人口 ’#’& 人。有以汉、纳

西、普米、彝、僳傈为主的 ) 个民族，纳西族为最多，约占 +",左右。该村有着悠久的居住史，在东巴

经送魂路线中，这是送魂路线的最后一环，纳西族对祖先十分崇拜，人死后要“开路”送魂，将死者从

家里一站一站地送往祖先所在的地方，实际上这一送魂路线是纳西先祖的迁徙路线（郭大烈，!--.）。

图 ! 鲁甸行政村位置图

/012 ! 34567048 49 3:;068 <;%080=7>670?@ A0BB61@

!"# 野外快速生物多样性编目

野外快速生物多样性编目（C@0，!--’）是参与性方法在生物多样性调查中的成功运用。在前后 # 年

的研究中，共访谈了 + 位当地草医和 !’" 多位当地的居民。为了能够详细、全面地编目当地的药用植物，

一般的做法都是由当地居民描述他们所使用的、了解的药用植物，然后由他们带领到野外采集证据标

本，回来以后再三、五成群共同讨论。

!"$ 生态分布走剖调查法

由当地草医带领下，选取 # % D ! ’"" % 的样方，从海拔 & ’"" % 的村边出发，到达海拔 # !"" % 的山

腰公路边，途经地形基本是村边路旁农田、刺栎灌丛、山坡开荒地、山沟幼树林、山沟森林，并对各种

生境类型做详细的生态样方调查。这些调查都直接由当地的草医参与，主要了解当地药用植物的分布、

物种的多样性及出现的频度。

!"% 药用植物资源综合评价

参考有关文献（薛达明等，!--!；姚振生等，!--*；王年鹤等，!--&；袁昌齐等，!--&；车生泉和可

燕，!--)），对药用植物资源的稀有濒危参数和综合利用价值进行了定量评价。在评价标准中，除了分类

学中的几个指标外，其余指标的打分都是来自于大量民间调查中的均值，即当地居民的感知度和认识

度。具体见表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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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药用植物综合价值评价指标的权重、等级划分及赋值标准

!"#$% & !’% (%)*’+，,$"-- "./ 01$%0 230 +’% 4"$1"+)3. 32 ,3560%’%.-)4% 1+)$)7"+)3. 2",+30

评价指标 权重 等级 赋值（分）

药用价值（89） :;<: & 级：国家药典中收载的常用种类 =
> 级：部颁标准收载的品种或国家药典与地方习用品种 >
= 级：民间用品种 &

分类学价值（8!） :;:? & 级：单种科型：科内 & 属 & 种植物。 =
> 级：少种属型：属内 & @ &: 种。 >
= 级：多种属型。 &

特有状况（AB） :;:> & 级：滇西北特有属、种 =
> 级：中国特有属、种 >
= 级：一般属、种 &

分布范围（CD） :;&E & 级：局部种类：在鲁甸只有 & 处小面积分布，生境特殊。 =
> 级：区域性分布：分布于鲁甸几处或较大面积的生境中。 >
= 级：广布。 &

野生资源数量（FC） :;>E & 级：极少 =
> 级：野生资源数量较少 >
= 级：野生资源数量中等 &
< 级：野生资源数量多 :

栽培状况（AA） :;&: & 级：尚无栽培，使用的全部是野生资源 =
> 级：有栽培，但仅占使用量的少部分 >
= 级：栽培品，占使用量的大部分或全部 &

注：G89H I :;<89 J :;:?8! J :;:>AB J :;&ECD J :;>EFC J :;&AA

表 " 药用植物稀有濒危参数评价指标的等级划分及赋值标准

!"#$% > !’% ,$"-- "./ 01$%0 230 +’% 4"$1"+)3. 32 %./".*%0%/ 2",+30

评价标准 分级打分

药用价值 =：国家药典中收载的常用种类或鲁甸习惯使用的同属代用种类。

>：部颁标准收载的品种或国家药典与地方习用品种。

&：一般民间草药。
分类学价值 =：单种科型：科内 & 属 & 种植物。

>：少种属型：属内 > @ &: 种。

&：多种属型。
分布范围 =：局部种类：在鲁甸只有 & 处小面积分布，生境特殊。

>：区域性分布：分布于鲁甸几处或较大面积的生境中。

&：广布。
野生资源数量 =：极少。

>：少。

&：尚少。

:：多。
当地野生资源量减少速率 >：市场紧缺或突然减少。

&：时有供不应求现象或与过去相比较少。

:：基本上没有变化。
栽培状况 =：尚无栽培。

>：已有少量栽培。

&：大量栽培。
保护现状 >：未受到保护。

&：已受到一定保护。

:：已重点保护。
综合开发现状 &：已被综合开发利用。

:：未被综合开发利用。
经济价值 =：显著增加经济收入。

>：作为一般的药材进入市场。

&：价值一般，很少进入市场。
人们的认识程度 =：被全区域 >K= 以上的人熟知。

>：被全区域近半数人熟知。

&：被全区域 &K= 左右的人所知。

:：只被几个人所知。

注：其和为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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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结果

!"# 药用植物资源的民族植物学编目

本研究共采集药用植物证据标本 !"! 种，分别属于 #$ 个科 %&& 个属。编目内容主要

集中在药用植物名、当地名、学名、药用部位、生境、功效和药典出现情况上。本编目

中，被第 $ 批《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收载的有独钉子（稀有）、延龄草（渐危），

被第 % 批《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收载的有云南榧树、黄牡丹、九头狮子、大黄、

苍山乌头，被林业部办公厅颁发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收载的有人参、云南黄

连、独钉子、九头狮子。有 $#’ 种收录在《中国本草图录》中，%$$ 种收录在《中药大辞

典》中，(( 种收录在《丽江中草药》中，!$# 种收录在《云南中药资源名录》中。

!"! 药用植物资源的分布评价

通过调查发现，鲁甸的药用植物资源的分布可从总体上分为 ! 大类：野生药用植物、

庭院药用植物和大田栽培药用植物。

野生药用植物：除了使用民族植物学快速编目外，还进行了生态分布走剖调查，调查

结果如图 %，可以看出野生药用植物有着明显的垂直分布特点，且种类丰富多样，但从表

! 中的频度统计来看，一些重要的药用植物资源的蕴藏不大。同时还了解到在毁林后的荒

地中药用植物的分布明显减少，车前子、龙胆草等在过去比现在要多出几倍，杏叶防风现

在已变成低频度的植物了，野生贝母、类叶牡丹都很难找到了。

图 % 生态分布走剖调查

)*+, % -./01234*50 16.728

庭院药用植物：生活在“药材之乡”的鲁甸各族人民，大部分有识药、种药、用药的

丰富经验，特别是当地草医及纳西族人民，他们都有在自己庭院种植药用植物的传统和习

惯。这些药用植物大部分是栽培种和山上采来的野生种，在随机调查的 "( 家中，共调查

到药用植物 "! 种。有近 "’9的家庭有庭院药用植物，有 $:;%#9的家庭种有 ( 种药用植

物，(;$:9的家庭种有 $’ 种以上的药用植物。分别统计其庭院的药用植物，出现次数在

&:增刊!" 王雨华等：云南省丽江县鲁甸村药用植物资源评价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 次以上的药用植物有：三分三，何首乌，大黄，附子，百合，木瓜，金丝杜仲，金钱

草，藿香，野牡丹，荷苞山桂花，川芎，十大功劳，苦参，野姜，紫苏，厚朴，金灯笼。

尽管每个家庭中种植的数量不多，但这些都是一些常用的或野外很难采到的。

表 ! 生态走剖样方中出现的物种频度调查

#$%&’ ( )*’+,’-./ 0- 1*$-2’.130- 2,*4’/

频度 " 5 ( 6 !

物

种

夏枯草，附子，

碟 子 草， 车 前

草， 龙 胆 草，

黑蒿，刺黄连，

重楼

巴巴 叶，紫 花 地

丁， 鹅 不 食 草，

马 鞭 草， 草 莓，

翻白叶，土大黄，

金 钱 草， 大 戟，

铁蕨草，蒲公英

小木通，姊妹草，通草，

秦 艽， 雪 风 草， 续 断，

广木 香，挖 耳 草，过 路

黄，潞 商 壶， 龙 须 草，

一 柱 香， 贯 众， 防 已，

三角枫，石苇，地蜂子

兰肉，青 阳 参，鹿 衔

草，飞 天 蜈 蚣，吉 祥

草，灯 盏 细 辛，两 姊

妹，小远志，回心草，

石 壶， 白 薇， 大 黄，

金丝岩陀

杏 叶 防 风，

千 年 健， 鸡

肝 散， 小 麦

冬， 柴 胡，

透 骨 草， 莲

台参

注：频度数字的意义。蹲下不动去数眼前视野范围内的药用植物，"：看到 !7 棵以上且出现次数在 !7 次以上的。5：

看到 !7 棵以上或出现次数在 !7 次以上的。(：看到 " 棵以上且出现次数在 " 次以上的。6：看到 " 棵以上或出现次数在

" 次以上的。!：看不到 " 棵或出现次数不到 " 次的。

大田栽培药用植物：该地面积广阔，人工栽培药材历史悠久，当归、云木香、秦艽等

在解放前数十年就已种植，野生天麻家种也获成功。87 年代初，“北参南移”在国营拉美

荣药材种植场试种成功，产量可观，质量优良。如今山嵛菜的种植已发展到 8 9 : 公顷，

主要销往日本。从 "7 年代到 ;7 年代中期，在拉美荣药材种植场的统一经营下，每年能为

国家提供上百吨的地道药材，尽管现在不能找到这些情况的详细记录，但作为当时丽江的

重要药材生产基地，可以从丽江历年来对这些药材的收购情况中反映出来，药材生产由

"7 年代逐年上升，到 :7 年代末达到高峰，;7 年代以后逐年下降。尽管现在种植面积大量

减少，但初步统计当前栽培药材仍有如下贮量：当归 67 吨左右，秦艽 6 吨左右，云木香

"7 吨左右，人参 "77 千克左右。拉美荣标本园最多种植药用植物活标本达 (77 多种，通过

与当时的有关部门及负责人接触，已初步整理了该标本园中 677 多种药用植物的编目。

"#! 药用植物的生物多样性评价

在研究中对 : 种药用植物分布的代表类型做了样方调查，分别为高山草甸、混交林边

缘草地、次生松林、荒山草地、村边草地、过度放牧灌丛下草地、箐沟。通过 <=$--0>
?’3-’* 指数、均衡指数（@）、<0*’-2’- 相似指数分析（表 5、表 "），发现村边草地和荒山

草地的生物多样性比较高，而过度放牧的灌丛则最少，但是村边草地、箐沟草地和高山草

甸的物种却最多，考查均衡指数可以看出荒山草地和村边草地的最高，放牧过度的是最

低。村边草地与混交林边缘草地的相似性最大，而次生松林则与其它任何一种的相似性都

比较小，除与高山草甸的相似性为 !6AB7 外，其它皆为零，这说明次生松林由于土壤 CD
较低，只生长适应于酸性土壤的某些特有种类植物。纵观全表还可以看出村边草地、混交

林边缘草地、箐沟草地、山坡草地之间的相似性都比较高，高山草甸和次生松林则显出与

其它类型不相容的特殊性。这就暗示了药用植物资源保护的区域性。

"#$ 药用植物资源的综合评价

综合价值评价：价值最高的（<EFG H 6A"）有 8 种，它们是类叶牡丹、黄牡丹、水晶

兰、荷包山桂花、掌叶大黄和苦参；价值较高的（6A7 I <EFG I 6A"）有 !6( 种，如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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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陀、独钉子、双参、珠子参和竹节草等；价值一般的（!"# $ %&’( $ )"*）有 !!+
种，如菖蒲、半夏、黄芩、虎掌草和千里光等；价值低的（%&’( $ !"#）有 !!* 种。

表 ! 药用植物调查样方的生物多样性指数（%,-../.0123.24 5’6 2）

7-892 : %,-../.0123.24 5’6 2 3. ;-<=93.> ?@-A4-B2;

样方号 植被类型 %（个） C（个） D（个E<)） 5’ 2
F 村边草地 )) )!* )) F"::*G:# )"#HF*+H
: 荒山草地 !G !G) !G F"F)I*+: )"G*##+#
G 箐沟草地 !I ):H !I F"*H*H:) )"FIF:#G
! 高山草甸 !I G+) !I )"G:H)H) )"!:GH*+
) 混交林边 !) )F! !) )"#FF!)# )"F:G)HH
H 次生松林 !) H* !) )":!GHIF )"):*F*F
# 过度放牧 H H: H !"G:IF) )"):+*:H

表 " 鲁甸药用植物各样方相似指数（%/42.;2. J.A2K）

7-892 # %/42.;2. 3.A2K 3. ;-<=93.> ?@-A4-B2;

高山草甸 混交林边 村边草地 山坡草地 放牧过度 次生松林 箐沟草地

高山草甸 !** H":# I"GH !H"HG ):"** !)"I* !#"GI
混交林边 !** :!"!+ )G"#I !!"!! * )#"+*
村边草地 !** F*"GG )+"#G * )#"+*
山坡草地 !** )H"I * )G"G+
放牧过度 !** * ):"**
次生松林 !** *
箐沟草地 !**

稀有濒危参数评价：本研究中，最高分为 )) 分，最低分为 I 分，这样我们将分数分

成 F 个段，位于上 !EF（即 L !G 分）的为濒危物种，介于中间的（即 !G M !: 分）为受威胁

种，位于下 !EF（即 !: M I 分）的为正常种。属于濒危的有 )) 种，如类叶牡丹、黄牡丹、

荷包山桂花、云南黄连、紫金龙和珠子参等；属于受威胁的有 !HG 种 如鸡心七、滇紫草、

草血竭、血满草和酢浆草等；剩余的为正常种。

综合价值与稀有濒危参数相关性评价：通过对濒危参数进行递减排序，然后作两轴折

线图，并分别通过二元非线性回归作其趋势图，如图 F。从图中可以看出，药用植物的综

合价值与其濒危参数之间有着一定的趋势关系，这就是随着药用植物综合价值的增加，药

用植物受威胁的程度越大。这就暗示了保护综合价值高的药用植物的重要性，同时也说

明，之所以这些药用植物出现濒危，是人们对其较高的综合价值的追求。

# 分析与讨论

#$% 鲁甸村药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

无论从鲁甸药用植物民族植物学编目方面，还是从生态样方调查方面讲，鲁甸的药用

植物资源都是比较丰富多样的。在研究区域，只有 !** N<) 左右，所调查到的药用植物竟

有 I! 个科 )## 个属 FHF 种。过去栽培品种的产量在百吨以上，尽管当前资源减退，其贮

量仍接近百吨。有 H*O以上的家庭在庭院中种有药用植物，并且种类繁多、大宗、珍稀。

野生物种垂直分布明显，分布频度较高。通过样方统计分析可见，物种丰富度最高达 !I
种E<)，每平方米的植株个数最高达 G+) 个，平均达 )#) 个E<)。村边草地药用植物物种多

G:增刊!" 王雨华等：云南省丽江县鲁甸村药用植物资源评价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样性 !’最高，达 "#$，很接近理论上的 "#%（马克平，&’’$）。以村边草地、山坡草地和

箐沟草地为代表的药用植物的主要分布类型，其 !’值皆在 " 以上。特别是在七个不同类

型的样方中物种的相似指数都很低，最高值只有 $&#&(，大部分都在 ") 以下，这更说明了

药用植物物种的多样性。

图 " 鲁甸药用植物资源综合价值与濒危参数相关性评价

*+,- " ./012+3456+7 8/29//4 :3;7</6/45+=/ >2+0+?12+34 @1:23< 14A /4A14,/</A @1:23<

!"# 生境 $ 物种 $ 民族传统知识多样性的统一

长期生活在山区、森林的居民，特别是在过去与外界交往困难、闭塞的情况下，人们

所能依赖和最直接接触利用的就是身边的植物，植物的丰富多样，从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

利用植物的知识：传统采集和栽培方法以及传统保护策略。

在鲁甸，本研究共调查到 "B" 种药用植物，这些药用植物都是当地人认识和利用的，

并且药用的形式多种多样，这无不说明药用植物的丰富多样促使形成了人们的药用植物知

识的丰富多样。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人类的文化知识是在人类与自然进行生存斗争中形成

的，正因为鲁甸人们有着丰富多样的药用植物知识，才会有本次调查到他们使用的 "B" 种

药用植物。文化和物种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特别是在药用植物资源和药物文化知识

之间，没有人们的认识，根本谈不上药物资源，没有药物资源，也就无法形成药物文化知

识。在坝区耕地栽培大宗药材，从而产生有关栽培的知识、经验和技术；在庭院种植药用

植物，从而产生药用植物的庭院文化；野外各种生境造成药用植物的各种特殊分布，从而

产生道地采药、易地用药的文化；等等，这一系列的现象无不说明生境———物种———药用

植物资源利用的民族传统知识多样性的统一。这是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不可缺少的社

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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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是药用植物资源保护的直接动力

通过综合评价发现，在 !"! 种药用植物中，综合价值最高的有 " 种，较高的有 #$!
种，已超过所有物种的 #%!。通过综合利用价值与稀有濒危参数相关性分析，发现随着药

用植物综合价值的增加，药用植物受威胁的程度越大。这就暗示了保护综合价值高的药用

植物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之所以这些药用植物出现濒危，是人们对其较高的综合价值

的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利用是导致药用植物出现濒危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将这

些利用价值大、濒危参数高的物种与庭院栽培、大田栽培及拉美荣标本园的调查结合起来

看，就会发现这些物种都已出现在人们有意识的驯化栽培活动中了。因此，这就暗示人们

在制定相关保护措施时，一定要将药用植物的保护与当地的治疗和经济利用紧密地结合起

来，只谈保护不谈利用的保护是毫无意义的。

!"# 社区水平的药用植物资源评价的重要意义

通过本次鲁甸药用植物资源评价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使我们和当地人一起认识到了当

地有着丰富多样的药用植物资源，物种———生境———传统知识的多样性是相互统一的，这

些宝贵的资源能为当地人们带来巨大的利益，正是这些巨大利益的驱动下，当地人们才会

尝试着各种方法去延续或繁殖他们，从而积累了宝贵保护知识和经验，因此这就要求保护

措施的制定一定要建立在当地的传统文化知识基础上，与实际利用结合起来。同时，通过

物种分布及其生物多样性的评价，使大家共同认识到了药用植物资源保护的区域性，从而

提出了在当地建立若干专类药用植物生境保护区、寻求就地保护的具体措施。

近年来药用植物资源的迅速枯竭已经引起了世界人们的重视，探索、寻求药用植物资

源可持续管理的出路迫在眉睫，尽管我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距离药用植物资源的

可持续管理还有一段相当距离。主要原因是这些大量的关于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管理探索

都是基于全国这个大尺度上或某一领域可持续管理的方针政策上，而我国药用植物资源具

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点，体现出独特的多样性，同时药用植物资源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

性，又决定了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特别是山区，药用植物资源的利用与市场以及人们的

经济收入密不可分（王雨华等，$&&$），因此一个切合实际、可以操作的药用植物资源可

持续管理的实践活动应该以社区为单元进行开展，这就必须要求正确、深入地评价社区水

平的药用植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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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5#F#*-. =.-*+(［;］3 <UG[，!.-*5，CQ#+Y)".-*5

N9) \;（薛达明），/#-*> ;T（蒋明康），?# Z&（李正方），01103 C+957 %* +,) >"-5#*> #*5)L)( $%" +,) "-") -*5 )*5-*>)")5 D.-*+(

#* /#-*>(9，Z,)^#-*> -*5 R*,9# ="%6#*F)［/］3 !"#$% 8$9#)’$:,$/%* 71#,$1,（中国环境科学），$$（J）：0M0—0MM

A-% ZC（姚振生），Z,-*> Z@（张宗琼），!) &（葛菲），0112 3 C+957 %* >"-5#*> (+-*5-"5 $%" +,) "-") -*5 )*5-*>)")5 :)5#F#*-.

D.-*+( #* /#-*>L#［/］3 &’()$%* ’+ ;("%$ 3’/%$#1%* 6,-,%)1"（武汉植物学研究），$)（H）：0J2—0OH

A9-* G@（袁昌齐），A9) /C（岳俊三），B-*> [8（王年鹤），011H3 X-.9-+#%* %$ +,) "-") -*5 )*5-*>)")5 :)5#F#*-. D.-*+( #*

/#-*>(9 ="%6#*F)［/］3 !"#$% &’()$%* ’+ !"#$,-, .%/,)#% .,0#1%（中国中药杂志），$(（J）：0JI—0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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