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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AP)�的起草工作

已经启动,其目的是通过规范中药材生产过程, 以保证药

材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但目前制定的�中药材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 ( GAP)�主要针对栽培中药材和濒危野生中
药材人工栽培技术的研究。这无疑对于保证栽培中药材

的规范化生产及制订中药材质量标准有重大意义。

作者在对优质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和制订质量标准问

题进行思考时,感到有关野生中药材的生产和质量标准

探讨和研究甚少。因此应该在�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中加入有关自然药材的内容。
作者在这里提出�自然药材�这一概念,以区别于� 野

生药材�。其理由是野生药材一般指自然生长于野外, 未

经人为干涉的药材。然而在目前资源保护中, 对于已采

挖的野生药材,还要进行人工更新和人工恢复, 这些经过

人为干涉的药材已不再是� 纯野生�的了。为了区别, 我

们提出� 自然药材�这一概念。其含义是指在自然条件下
自生的(包括自然生长和自然更新)和经过人工干涉而自

然生长(包括人工更新和人工恢复)的药材。

规程概要:

1� 种质评价标准
2� 生态环境和群落类型评价

3� 最大持续产量标准
4� 自然更新评价

5� 人工恢复操作规程

6� 采收技术操作规程

7� 药材质量检测操作规程
8� 加工、包装、贮藏操作规程。

9� 采收人员培训规程。
10� 文件记录操作规程。

制定规程的试验方法

规程制订应通过试验观察和调查, 制定出每种自然

药材的规程, 除一些植物分类学、分布学、地理学、生态学

方法外, 下面三种方法有着重要的作用。

1� 野外试验法 � 每种药用植物的� 最大持续产量�
都应在不同生境、不同群落类型中进行实验性调查。调

查时应该了解采挖部位、植物的生活型、物种的生物学特

性、生境、群落类型、自然更新速率,设计不同采收年限、

采收比例, 从而确定其在某一群落类型中采收量及其采

收周期。

2� 人工更新试验 � 对于自然药材, 由于其自然更新

速率较慢, 应在采收后进行人工更新,以便保持其有一定

的资源量, 从而保持较高的�最大持续产量�。
3� 自然更新的观测 � 对于每种大量采收的自然药

材, 应进行自然更新观测。观测应在定位站进行。观测

内容包括: 自然环境记载、群落类型、种在群落中的地位、

群落演替、种在年度中的盖度和数量变化, 生长节律变

化, 找出影响其自然更新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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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刺萼参属 Echinocodon 是桔梗科新近建立的一个属,

该属只有一个植物种即刺萼参 E. lobophyllus Hong, 它是

1984年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洪德元教授确定的新

种,并据此建立起新属。该植物为中国特有, 仅分布于我

国湖北省郧西县城关、东营、大沟。生长于山坡草丛中或

沟边石缝中, 当地民间用以治疗肺结核和慢性支气管炎。

刺萼参作为药用植物和药材, 目前尚未见有任何研

究的报道。为此, 我们力求通过对该药进行生药学研究,

阐明其原植物形态, 药材性状和组织结构等特征, 以期为

刺萼参资源研究及进行准确鉴定提供有益的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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