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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岚山区野生植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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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岚山区野外植物资源调查和数据分析，掌握该地区野外植物资源种类、分布情况，为
该地区的植物资源利用、保护和中药产业发展提供建议，并对指导中药材生产开发提供可靠的依据。方法　以
传统野外调查方法为基础，运用影像、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网络技术展开普查。根据国家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管

理系统自动生成样地，从中选取３６个未被人工破坏的进行调查。汇总植物种类及数量信息等数据，估算该地区
可用的植物资源及重点中药的蕴藏量。结果　本次资源普查共调查样地３６个，样方套１８０个，样方１０８０个，植
物品种２９６种。其中草本植物共２２７种（７７％），灌木３２种（１１％），乔木３７种（１２％），分属于８２科，主要的有菊
科３８种，禾本科２８种，豆科２２种等。植物分布面积较广的有牛膝（３４．９３ｋｍ２）、忍冬藤（３２．０１ｋｍ２），蕴藏量较
大的药材有商陆（２０２．５ｔ）、忍冬藤（１４５．７ｔ）等。结论　岚山区商陆、忍冬藤、牛膝、白茅等野生中药植物蕴藏量
较大，山杨、黑松、茅莓、刺蓼、水蓼等野生非中药类植物数量较多，当地可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

关键词　野生植物资源调查；日照市岚山区；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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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项目，开展
日照市岚山区野生中药资源调查，掌握其重要中药

材资源的生产及供需现状，建立中药材资源数据

库，保障基本药物目录中中药饮片和中成药原药材

供应，促进岚山地方经济发展。

１　调查内容与方法

根据《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技术方案》［１］准则和

要求，设计普查的方案。采用传统野外调查（样地

调查和样线调查）与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网络技

术、数据库技术、数码影像技术相结合的方法［２～３］，

调查日照市岚山区野外植物资源品种种类、分布情

况。

１．１　外业调查
进入国家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统，根据代

表区域如表１，系统自动生成４３个样地，从中选取
３６个有效样地并标号（图１），样地信息见表２。每
个样地设置不少于 ５个样方套（共 １８０个），每个
样方套间距不小于１００ｍ，固定标号，按顺序编号 １
～６；１号样方，１０ｍ×１０ｍ调查乔木，２号样方，５ｍ×
５ｍ调查灌木；３～６号样方，２ｍ×２ｍ调查草本植物。
样方示意图如图 ２。本次资源普查涉及耕地、林
地、草地、水域这４种不同土地利用地形。

表１　调查区域

代表区域
顺序号

代表区域
名称

地区行政
区划名 面积／ｋｍ２ 样地数量

１ 阔叶林 岚山区 ３９．１７ ７
２ 沼泽 岚山区 １６．９４ ５
３ 针叶林 岚山区 ２２７．１０ ３１

图１　岚山区样地分布图

图２　样方示意图

在样方套中，按规范记录野生植物资源的详细

信息，包括表格信息、物种名称、乔木高度、胸径、冠

幅和重点药材株数。拍摄生境照片、乔木类样方照

片、灌木类样方照片、草本类样方照片、工作照片、

植物实物照片等［４７］。并采集原植物标本。

表２　样地信息记录表

样地 经度 纬度
平均海
拔／ｍ 地名 调查时间

１号 Ｅ１１９°１２′３９．３９″ Ｎ３５°２１′２０″ ２２．５ 后村镇，辛家皋陆村 ２０１９．０７．１１
２号 Ｅ１１９°２３′１１″ Ｎ３５°２３′２８．２″ ９．７ 后村镇，大曲河村东北 ２０１９．０４．２７
４号 Ｅ１１９°１２′３９．３９″ Ｎ３５°２１′２０″ １３．３ 碑廓镇，大朱曹二村西 ２０１９．０５．２５
５号 Ｅ１１９°１３′３１．６７″ Ｎ３５°０８′３８．９１″ １０．８ 碑廓镇，二朱曹村 ２０１９．０５．０３
７号 Ｅ１１９°１１′４４．２９″ Ｎ３５°０８′０７．５３″ ２２．７ 碑廓镇，岳家村 ２０１９．０７．１２
８号 Ｅ１１９°２０′０６．２４″ Ｎ３５°０６′５５．４６″ ９７ 碑廓镇，卫东山村 ２０１９．０５．０８
９号 Ｅ１１９°２１′５６″ Ｎ３５°０７′２０．９８″ ６７．８ 大阡里村 ２０１９．０５．１２
１１号 Ｅ１１９°２１′３９．４３″ Ｎ３５°０７′２２．９７″ ８６．５ 岚山头街道办事处，胡家林村北 ２０１９．０５．１９
１２号 Ｅ１１９°１９′１１．４８″ Ｎ３５°０８′０３．１″ ９８．２ 虎山镇，官山 ２０１９．０５．１８
１３号 Ｅ１１９°１２′３９．６８″ Ｎ３５°１４′２８．３６″ ４８．９ 巨峰镇，刘家沟村 ２０１９．０７．１３
１４号 Ｅ１１９°１１′４９．１７″ Ｎ３５°１９′２８．０２″ ５９．２ 巨峰镇，后崖下村 ２０１９．０７．１５
１５号 Ｅ１１９°１６′５２″ Ｎ３５°２０′２８．２６″ １２８．８ 后村镇，丁家官庄村东 ２０１９．０６．０８
１６号 Ｅ１１９°１０′４４．５７″ Ｎ３５°１９′２６″ ６２１．３ 巨峰镇，后山北头村东北 ２０１９．０７．１６
１７号 Ｅ１１９°１２′４２″ Ｎ３５°２２′２４．６８″ １１９．６ 后村镇，宅科山村 ２０１９．０７．１７
１８号 Ｅ１１９°１８′４２．９８″ Ｎ３５°１２′２２．６３″ １００．８ 上崖西 ２０１９．０４．１８
１９号 Ｅ１１９°０９′４５．６５″ Ｎ３５°２５′５３．１″ １４６．３ 黄墩镇，候家沟北山西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０
２０号 Ｅ１１９°１７′１０．５４″ Ｎ３５°２５′２０．２８″ ４５．１ 后村镇，东高家村 ２０１９．０７．２４
２１号 Ｅ１１９°０９′０５．７３″ Ｎ３５°２６′３５．２７″ １０２．８ 李家沟村东 ２０１９．０７．３０
２２号 Ｅ１１９°１５′４２．４７″ Ｎ３５°２４′０５．２６″ ７７．４ 后村镇，沙沟村北 ２０１９．０８．０２
２３号 Ｅ１１９°１４′２４．７１″ Ｎ３５°１２′４３．３１″ １４４．７ 碑廓镇，玉峰岭村东 ２０１９．０７．２２
２４号 Ｅ１１９°１７′３１．９８″ Ｎ３５°２０′３５．５９″ ８３．８ 高兴镇，棒子崖村角 ２０１９．０６．０１
２６号 Ｅ１１９°０５′３６．４４″ Ｎ３５°２５′２５．７９″ １７０．６ 黄墩镇，红卫村西南 ２０１９．０８．０１
２７号 Ｅ１１９°１５′４６″ Ｎ３５°２６′１８″ １０２．７ 碑廓镇，袁家庄村西 ２０１９．０７．２８
２８号 Ｅ１１９°１８′４４．４″ Ｎ３５°１３′２２．３７″ ７６．２ 龙潭眼西 ２０１９．０７．２１
２９号 Ｅ１１９°０５′２８．０６″ Ｎ３５°２３′２９．３３″ １８０．２ 黄墩镇，田家沟十七队西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６
３０号 Ｅ１１９°０４′４３．２″ Ｎ３５°２４′４２．６６″ １５６．１ 黄墩镇，寺后村南 ２０１９．０７．３１
３３号 Ｅ１１９°２０′３７．６８″ Ｎ３５°１２′１４．４７″ １３．１ 虎山镇，黄泥沟村 ２０１９．０４．２０
３４号 Ｅ１１９°０５′５８．５６″ Ｎ３５°２４′３８．２６″ １５４．８ 黄墩镇，田家董旺庄村西南 ２０２０．０６．０６
３５号 Ｅ１１９°１２′５６．９″ Ｎ３５°２３′２６．２″ １６３．３ 后村镇，刑家沟十一队南 ２０１９．０８．０４
３６号 Ｅ１１９°１７′４２．６２″ Ｎ３５°１３′１０．４３″ ２３７．４ 崔家庄子东北 ２０１９．０４．２８
３７号 Ｅ１１９°１９′２９″ Ｎ３５°２１′２３．６６″ ９５．８ 高兴镇，白云村西北 ２０１９．０５．２６
３８号 Ｅ１１９°２１′２２″ Ｎ３５°２１′２６″ ３７．９ 高兴镇，汪家村南 ２０１９．０８．０３
４０号 Ｅ１１９°１４′５９．６２″ Ｎ３５°２４′１４．９４″ １３８．９ 巨峰镇，韩家沟村 ２０２０．０６．０７
４１号 Ｅ１１９°２０′３２．６８″ Ｎ３５°２１′１４．５５″ ３７ 高兴镇，潘家洼村北 ２０１９．０６．０７
４２号 Ｅ１１９°０８′４７．２８″ Ｎ３５°２６′５５″ １８７．２ 黄墩镇，张家沟村 ２０１９．０７．２５
４３号 Ｅ１１９°１３′４６．４″ Ｎ３５°１３′２２．８６″ ７５．３ 巨峰镇，沟洼二队南 ２０１９．０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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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数据整理
对野外普查得到的数据信息进行整理并录入

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统，对已采集的标本进行

鉴定和制作，对中药资源数据进行分析并提出行业

发展建议。

２　结果

２．１　野生植物各科信息
岚山区野生植物隶属８２科，排前１０位的科为

菊科３８种，禾本科 ２８种，豆科 ２２种，唇形科 １５
种，蔷薇科１３种，蓼科１３种，石竹科９种，十字花
科８种，大戟科８种，百合科６种。
２．２　野生植物类别信息

岚山区野生植物共２９６种，主要以草本植物为
主，共２２７种，占野生植物总值的 ７７％，灌木共 ３２
种，占野生植物总值的１１％，乔木共３７种，占野生
植物总值的１２％。见表３。

表３　植物类别分析
类别 科数 科占比 植物种数 植物占比

乔木 ２２ ２７％ ３７ １２％
灌木 １８ ２２％ ３２ １１％
草本 ４２ ５１％ ２２７ ７７％

２．３　岚山区植物种类及资源数量评价
本次调查共发现２９６种野生植物，根据样地调

查数量，计算各种植物每 ｋｍ２数量蕴藏量，按乔
木、灌木、草本３类进行汇总。见图３。

注：Ａ．乔木；Ｂ．灌木；Ｃ．草本。

图３　植物种类及资源数量评价

２．４　岚山区重点品种蕴藏量表
从２９６种野生植物中选取有药用价值且调查

数量较多的重点中药２８种，进行分布面积估算和
蕴藏量计算，称量样地内药用部位重量，再根据国

家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统自动估算的分布面

积进行计算。见表４。

表４　岚山区重点中药品种蕴藏量表

序号 药材名 入药部位
分布面积
／ｋｍ２ 蕴藏量／ｋｇ

１ 商陆 根及根茎类 ４．１６ ２０２４９３．７９
２ 忍冬藤 茎木类 ３２．０１ １４５６５７．０９
３ 牛膝 根及根茎类 ３４．９３ ４２９３３．３８
４ 白茅根 根及根茎类 １８．０３ ３０８１０．４９
５ 紫苏梗 茎木类 ８．９８ ２０９０５．０７
６ 金银花 花类 ３２．０１ １７６０８．５８
７ 紫苏叶 叶类 ８．９８ １４８５６．８８
８ 银杏叶 叶类 １．３６ １１５９２．３８
９ 酸枣仁 果实和种子类 １９．０５ ８５３１．９７
１０ 商陆（垂序商陆） 根及根茎类 ０．５６ ７８２５．０５
１１ 地骨皮 皮类 １４．８７ ７４１３．２１
１２ 水红花子 果实和种子类 ５．１３ ６３０３．９４
１３ 紫菀 根及根茎类 ２．２ ３０３５．３２
１４ 丹参 根及根茎类 ４．４ ２５９０．９５
１５ 葛根 根及根茎类 ２．９３ ２５２３．７４
１６ 蓄 全草类 ０．８４ １７２３．４８
１７ 瞿麦 其它类 ３．３ １３０２．０４
１８ 杠板归 全草类 １２．０５ １２６１．０５
１９ 白果 果实和种子类 １．３６ １１４９．２１
２０ 桔梗 根及根茎类 １．６３ １１０１．８６
２１ 天仙藤 茎木类 ２．７１ ９３６．０５
２２ 合欢花 花类 １．４７ ９１２．８
２３ 算盘子叶 叶类 ９．３６ ５４３．９８
２４ 算盘子根 根及根茎类 ９．３６ ４５３．３１
２５ 苘麻子 果实和种子类 ０．７３ １７５．８２
２６ 龙葵 全草类 ０．２８ １６７．８７
２７ 薄荷 全草类 ０．３７ １０２．５６
２８ 首乌藤 茎木类 ０．１７ ２４．３９

３　讨论

３．１　岚山区药用植物资源现状
本次普查在样地及样线中实际共发现植物物

种４５６种，然而很多种无法采集到合格的标本且数
量极小，故而舍弃，最终按２９６种植物品种计。其
中有３３．８％为２０２０版中国药典收载品种的基原植
物，有６种药用植物为山东道地药材丹参、金银花、
银杏叶、远志、酸枣仁、香附的基原植物，具有较大

的开发利用价值。

岚山区野外植物资源种类繁多，但总体药用植

物资源较少，通过全面调查和整理，对数据进行分

析，发现菊科种类最多，其次是禾本科、豆科、唇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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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岚山区野生植物乔木类以山杨、黑松、枫杨、马

尾松、栗，灌木类中以茅莓、忍冬、商陆、野蔷薇、胡

枝子，草本类以刺蓼、水蓼、野茼蒿、野艾蒿、马唐为

优势物种。但各样地又不相同，如１３号样地的树
林土层深厚，排水良好，适宜商陆的生长，１５号样
地的湿润环境适宜忍冬生长，４３号样地的山坡灌
丛生态环境，适宜算盘子的生长。在重点中药的蕴

藏量调查中，则发现商陆、忍冬、牛膝、白茅等野生

中药植物蕴藏量较大。岚山区陆生与水生（湿生）

的药用草本植物比率均较高。这样的生活型谱的

特征，正反映了岚山区药用植物的温带海洋性气候

特征。

本次调查发现１个山东省地理分布新记录植
物为：茜草科丰花草属山东丰花草 Ｂｏｒｒｅｒｉａｓｈａｎ
ｄｏｎｇｅｎｓｉｓＦ．Ｚ．Ｌｉ＆Ｘ．Ｄ．Ｃｈｅｎ。

岚山区被列入《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植

物有３种，包括国家１级保护植物水杉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Ｈｕ＆Ｗ．Ｃ．Ｃｈｅｎｇ、国家２级保护植
物银杏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Ｌ．（少量种植）、国家 ２级保
护植物野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ｓｏｊ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少量野
生）。

岚山区外来入侵植物有小蓬草 Ｃｏｎｙｚａｃａｎａ
ｄｅｎｓｉｓ（Ｌ．）Ｃｒｏｎｑ．、一年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ａｎｎｕｕｓ（Ｌ．）
Ｐｅｒｓ．、圆叶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ｐｕｒｐｕｒｅａ（Ｌ．）Ｖｏｉｇｔ、垂序
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Ｌ．、藿香蓟 Ａｇｅｒａｔｕｍ
ｃｏｎｙｚｏｉｄｅｓＬ．、野燕麦 ＡｖｅｎａｆａｔｕａＬ．、土荆芥 Ｃｈｅ
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Ｌ．、钻叶紫菀Ｓｙｍｐｈｙ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Ｍｉｃｈｘ．）Ｇ．Ｌ．Ｎｅｓｏｍ等，这些入侵物种
一般分布在田边、荒地等处，其中小蓬草和一年蓬

数量极多，且大片分布，应当引起重视。

３．２　岚山区药用植物资源存在问题
尽管中药资源中的植物资源是可再生资源，但

是一些药用植物的再生周期比较长，一旦生长环境

遭到破坏，则难以再生［８］。调查中发现：１）岚山区
部分居民过度采挖野生植物资源卖给药材收购商

以获得短期利益，使得村庄附近的野生植物资源数

量大幅减少，例如在村庄附近的蒲公英几乎被采挖

殆尽；２）部分样地已经被开垦为农田或茶园，已经
较少有未经人工干预的野生植物群落，如１０号样
地虽有植被覆盖，但均为人工栽培绿化植物；３）工
业的快速发展导致野生生态被破坏，如３１、３２号样
地位于山东钢铁集团厂区内，空气质量较差，沿海

植被已基本消亡。

３．３　岚山区野生植物资源可持续发展建议
３．３．１　科学合理地保护生态　生态系统具有自己
的生物链，各种生物都依靠链间关系来实现物质和

能力的转化，并维持生态的平衡［９］。建议首先要

引导当地居民意识到中药资源的重要性［１０］，呼吁

对野生植物资源进行保护，对有过度采挖行为的居

民进行劝导，必要时应该加大执法力度；其次，应合

理规划种植园的建设地点，避免盲目占山，也可通

过建设野生保护区公园的形式保护部分野生生态；

最后，应控制工厂污染物的排放，集中处理，降低对

周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和伤害，以契合“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根据本次普查，未来发展规划建议以阿掖山和

大旺山相子山为核心，建立并形成岚山区野生药
用植物资源保护区域，本区域包括“金银花保护

区”“胡颓子蛇葡萄保护区（图４②）”等野生药用
植物资源保护区建设区。根据岚山区土地使用规

划及各乡镇情况建议建设以阿掖山为中心的“忍

冬枸杞种植基地或保护区（图４③）”，以黄墩镇为
中心的“忍冬艾蒿种植基地（图４①）”等特色中药
材区。

图４　岚山区主要中药资源区划及规划区建议图

３．３．２　合理开发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　目前岚山
区的大部分区域被开发种植绿茶。可以充分利用

本地区的气候和环境特点，开展优势中药材的人工

规范化种植，对优势物种引种栽培，发展药源基地，

对野生药用植物合理采收并保护，既能带动当地农

民合理利用当地资源发家致富，又能发展中药产

业。进一步减少对野生植物资源的采挖，保护资源

的可持续性作用［１１］。并加强产学 （下转第９页）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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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ｂｉｏｐｈａ．２０１６．１０．００９．
［８］　董潞娜，曹浩，张欣宇，等．二氢槲皮素的研究进展

［Ｊ］．生物技术进展，２０２０，１０（３）：２２６２３３．ＤＯＩ：１０．
１９５８６／ｊ．２０９５２３４１．２０２０．０００８．

［９］　ＢｅｄｉｒＦ，ＫｏｃａｔüｒｋＨ，Ｙａｐａｎｏｇ̌ｌｕＴ，ｅ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ａｘｉｆｏｌｉ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ｒｏ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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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合作，以提高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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