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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繁多。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多次组织全国性、地域

性的中药资源调查工作，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国务院

第45次常务会议关于“对全国中药资源进行系统调查研究”

的决定，我国在1983～1994年间组织了全国范围的规模宏大

的中药资源普查，普查证明中国中药资源品种达12807种，其

中药用植物11146种，药用动物1581种，药用矿物80种。同时

我国民族众多，其民族医药文化相当丰富，约有民族药3500

多种，如蒙药、藏药、维吾尔药、傣药、壮药、苗药等等，

是世界上药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其中仅对320种常用药物类

药材的统计，总蕴藏量就达850万吨左右，成为世界植物药材

生产大国，占有一定的市场优势。然而，由于我国目前中药

研究开发水平较低，产业发展滞后，对资源利用率低，浪费

却相当严重。由于经济宏观调控体制不健全以及市场经济中

的盲目性、投机性，给药用植物资源和道地药材产品带来严

重威胁。以前几年发生的甘草出口引发的甘草大战，使我国

甘草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土地沙漠化，西北地区的生态平衡

恢复需要十几年或几十年。做为植物药丰富的国家，开发利

用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合理的开发、保护措施和政策，

势必造成资源枯竭。合理的采收和利用是保护延续药用植物

资源的核心。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都将导致历史的错

误。因此，必须加强中药资源的管理。 我国《药品管理法》

规定：“国家保护野生药材资源，鼓励培育中药材”。为保



护和合理利用野生药材资源，适应人民医疗保健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30日国务院发布了《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

例》，明确了对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的原则、物种三级分类管

理、采收、经营及违反条例应承担的责任等具体规定；列出

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本条例要求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采猎、经营野生药材的单位或个人必须遵守。 国

家对野生药材资源实行保护、采猎相结合的原则，并创造条

件开展人工种养。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收载野生

药材物种76种，包含中药材42种。 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药材

物种分为三级： 一级：濒临灭绝状态的稀有珍贵野生药材物

种（简称“一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中收载了4种。

二级：分布区域小、资源处于衰竭状态的重要野生药材物种

（简称“二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中收载了17种。 三

级：严重减少的主要常用野生药材物种（简称“三级保护野

生药材物种”，名录中收载了21种。 具体管理办法及物种名

录，详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为了保护、拯救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

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中药国际贸易的发展，我国1988年第七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该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

事野生动物的保护、驯养繁殖、开发利用活动，必须遵守本

法。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

生野生动物和有利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

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鼓励开展野生动物科学研

究。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方面成绩显



著的单位和个人，由政府给予奖励”。 1993年5月29日，国务

院发出“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通知指出：

“犀牛和虎是国际上重点保护的濒危野生动物，被列为我国

已签署了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物种

。为保护世界珍稀物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和《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有关规定，重申禁止犀角

和虎骨的一切贸易活动。通知中明确：取消犀牛角和虎骨药

用标准，今后不得再用犀牛角和虎骨制药。国家鼓励犀牛角

和虎骨代用品药用的研究开发，积极宣传推广研究成果。这

一系列法律、法规文件的公布实施，为中药资源的合理开发

利用和管理、保护指出了方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