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不再耕种的田地和陆地上荒废地区的总称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wasteland )

云南传统中药材的可持续采集

背景 中药是世界上古老的传统医学的组成部分，其使用的大部分药材来自野生植物
，因此很多品种遭遇过度采集，尤其是对根茎的采集，对植物有很大的破坏性。本篇案
例介绍了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可持续野生采集的实践经验，以及采集对当地人生活
的影响。该案例主要针对五种在当地常见的药材，它们分别是：羊齿天门冬、滇南天门
冬、七叶一枝花、大百部、老虎须。FairWild标准作为可持续性的评估准则，用于指导
对上述药材实现可持续野生采集和公平贸易。在2010年进行了可持续采集野外调查，采
用的调查方法是：统计产地森林中目标植物的保有量，并计算出可持续采集的数量和次
数。

物种 目标植物主要分布在林地和荒地1。项目对选定的五个西双版纳村落周围的目标
植物进行了调查，并向村民询问了采集的数量和方法。并且对目标植物的贸易链做了研
究，分别从了解原料收购的中间商、德国药用植物产品制造商以及贸易链中其他成员的
信息等方面对贸易链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植物只在中国药用植物专营药店内销售，因
为原产地不在欧洲，而没有被用来制作欧洲传统药。
 羊齿天门冬和滇南天门冬均被列为民族植物（Ethnospecies），就连当地居民
也不能很好地分辨它们。它们的块茎经过剥皮、煮制、晒干后可以入药，治疗发热、咳
嗽和月经不调。羊齿天门冬广泛分布于喜马拉雅地区，而滇南天门冬则是云南地区独有
的物种并且被列入《中国保护植物红皮书》。这两种植物在当地被笼统的称为“天门冬
”，在云南地区分布较为广泛。
 七叶一枝花是药效比较强的中草药之一，它的块茎经过煮制后晾干可以制成“
重楼”，常被用来止血止痛，治疗昆虫、蛇类叮咬以
及肿瘤，被IUCN列为易危物种。
 大百部制成的中药叫“百部”，其块茎煮熟晾
干后，可以作为杀虫剂消灭寄生虫，也可用来治疗咳
嗽。
 老虎须也具有块状根茎，在切片、煮熟、晒干
后可以治疗胃痛、高血压、腹泻和肺炎，被列入《中
国保护植物红皮书》，受威胁程度为“易危”。
 理论上讲，有根状茎的植物（如七叶一枝花和
老虎须）只要地下茎没被全部破坏，根茎就可以再生。

FairWild标准的实施 
野生草药的采集和保护要求 对于上述药草，有药用价值的只是其根部。通常的采集
方法是连根拔起，这会使其种群面临过度开发的风险。虽然对上述草药的化学研究很多
，但对其生态学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例如授粉者和繁殖率）。特别是近年来，不仅
是中国，包括德国在内的国际市场对传统中草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为了确保药
材的可持续采集，对它们进行生态学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增加可持续采集能力，必
须做到规范采集，即在获取植物根茎时，必须保留部分根茎在土壤中，以保证其能够再
生。当植株大面积开花时，表明繁衍过程还未结束，应避免在此时采集。另外，限制采
集的区域、月份（也可采取设定固定的时间间隔进行轮采）和采集量有利于种群数量的
恢复，进而有利于可持续采集。因此，适当监测和专业知识对野生采集尤为必要。

案   例

云南省野生草药植
物采集

在这里，居民采集草药
主要是为了维持生计，
但大量采集是为了获得
更多的经济利益。目前
，居民中的采集行为并
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而是按照中间商的“订
单”进行采集，在被调
查的村落，草药的采集
量和居民的收入成反比
。因为原始收购价太低
，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
来源于非木材林产品（
NTFPs）的销售，而随
着贸易链上各经销商转
手，价格逐渐上涨，最
终价格远远高于收购价
，但是没有增加附加值
。比如说，天门冬属药
草稍微加工处理后，在
德国药店的销售价竟是
在中国初始收购价的
118倍。



 

法律和道德要求 由于上述选定的5种药用植物成熟时间不固定，且分布地域广泛，
加之只有少数人从事采集工作，所以管理起来十分困难。整体来说，目前药材采集缺乏
有效管理措施，且法律法规尚不明确。药材的采集区域一般集中在社区周边的林地，没
有专门人员对采集进行监管，采集通常是在村民去田间劳作的往返途中，采集地点也分
散在村落周边的广阔区域，有时儿童也会参与田间劳作和采集活动。

社会和公平交易要求 目前药材公司和采集者（或采集者组织）之间并没有明
确的合同关系，供应链中各环节的透明度有限。由于参与采集的人员很多，药材采集量
很难测算和评估。由于缺少组织机制，不仅采集难于管理，可持续采集无法实施，而且
还造成了贸易链各个环节的肆意加价行为。如果能够缩短供应链，村落中的剩余收入份
额就可能增加，从而给村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

结论 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当地农民的采集方式不是可持续的。农民们反映当地药用
植物种群数量出现了下降，因此需要对药用植物分布地区进行生态环境调查，特别是了
解种群的再生速度。对于滇南天门冬和羊齿天门冬常作为同类民族植物进行贸易的情况
，应该对它们的药用活性成分进行化学分析。当前的野生采集方式无法满足可持续采集
标准，野生药用植物的数量出现了下降趋势，因此需要大力开展上述两种天门冬的人工
培育研究（范例：在云南北部地区已经实现了七叶一枝花的人工培育，老虎须也作为观
赏植物在温室进行种植）。另外，草药的采集量受当地居民经济收入的影响明显（若当
年收入减少，则采集量增加），而且从村民到国内乃至国际市场收购价格存在较大的差
异。因此，建议建立村民合作社以便有效地组织和管理野生药材的采集和贸易，缩短贸
易链，也有利于当地农民增收。
 FairWild标准可能会有利于实现云南省野生药用植物可持续采集。从商业前景
来看，德国的贸易商对于符合可持续标准和公平贸易的产品比较感兴趣，因此，Fair-
Wild认证可以提高药材原料的附加值，增加从事可持续采集的农民的收入。另外，收购
商和采集者之间形成的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对于实现采集方式的转变和保护意识的提高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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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商业要求

要制订采集管理计划，
首先要明确采集活动和
采集单位的法律基础。
现阶段，地方和省级层
面还没有出台明确的采
集管理办法。另一方面
，定期对物种状态监测
也是必要的。目前，村
民们采集草药不会顾及
种群的数量，而是尽可
能多的采集从而可以全
部卖给收购的中间商。
由于市场对草药的需求
量连年变化，因此价格
也没有保障。在林下种
植药用植物是一种对野
生资源的替代和补充，
有利于药用植物种群恢
复，实现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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