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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期间发现的
药用植物新资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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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系统总结了近 10 年发布的福建省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发现的新种及新分布资料，结合相关文

献对其药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在福建省 9 个市 85 个县中发现 41 个新种 （含 3 变种），隶属于 18 科 31 属；新分

布植物 93 科 256 属 362 种，其中药用植物有 61 科 110 属 128 种。新种及新分布植物主要分布在武夷山山脉。福建

省药用植物资源丰富，近 10 年新种及新分布植物增加了 403 种，为该省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中药资源利用提供了物

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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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new species and new distribution data of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identified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last ten years during the fourth national survey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resources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medicinal uses by referring to relevant literature. A total of 41 

new species (including 3 varietas) belonging to 31 genera of 18 families were identified in 85 counties of Fujian province. A 

total of 362 plant species belonging to 256 genera of 93 families were identified to have new distribution, including 128 

medicinal plants belonging to 110 genera of 61 families. New species and the plants with new distribution mainly grew in 

Wuyi Mountains. Fujian province is rich in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In the last ten years, the number of new species and 

plants with new distribution increased by 403. The findings supplemented data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resources in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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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三面环山，东面临

海，北邻浙江，西接江西，西南毗连广东，东部与

台湾省隔海相望，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且水系稠密，

陆 地 面 积 为 12. 14 km2， 位 于 E115° 50′~120° 44′，

N23°31′~28°19′ [1]。西北面主要为武夷山脉，是福

建境内大山带之一；中部主要有鹫峰山山脉、戴云

山脉与博平岭山脉，戴云山脉和博平岭山脉组成另

一闽中大山带，两条大山脉与福建海岸大致平行，

使全省地势走向西北高、东南低[2]。福建省靠近北回

归线，属于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武夷山山脉

阻挡了北面冷空气的东侵，东南又有海风的调节，

使该省气候具有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湿

润等特点[3]。复杂的地形地貌和适宜的生态环境为福

建省药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中药资源是中医药传承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药用植物是中药资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4]。距离第

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已经有 30 余年，随着经济建

设和生态环境的改变，中药资源在分布、种类、组

成等方面发生了巨大改变。福建省第四次全国中药

资源普查的前期准备工作于 2012 年开始，2013 年正

式启动，至今已有 10 年之久，普查的开展为摸清该

省中药资源的本底情况，建立中药资源数据库，药

用植物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

科学依据[1]。新种和新分布植物的发现丰富了福建省

植物资源的多样性，为该省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更多可能。

1　材料与方法

系统总结了福建省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

作开展以来发现的新种及新分布记录资料，以中国

知网 （https://www. cnki. net/）、万方知识数据服务

平台 （https://www. wanfangdata. com. cn/）、维普中

文 期 刊 服 务 平 台 （http://qikan. cqvip. com/）、 SCI

（https://www. webofscience. com/） 数据库能查到的、

正式发表的关于近 10 年新种及新分布的文献作为

参考补充，将所统计的新记录资料与物种 2000 中

国 节 点 网 站 （http://www. sp2000. org. cn/） 中 数 据

进行对比。对新资源的中文名、拉丁学名、科、属

进行整理与分析，其中，蕨类植物按蕨类植物分类

系统 （PPG） [5]、杨氏分类系统 （GPG Ⅰ） [6]，被子植

物按被子植物分类系统 （APG Ⅳ） [7]进行分类。查阅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

2020 年版[8]、《中华本草》 [9]、《中药大辞典》 [10]、《全

国中草药汇编》 [11]、《世界药用植物速查辞典》 [12]等

书籍对福建省新分布的药用植物在物种构成及药用

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按 《中国植被》 [13]对药用植物

生长型进行分类。

2　福建省第四次全国中药普查新种及新分布记录

概况

2. 1　新资源物种的多样性分析

福建省第四次全国中药普查的外业工作于 2013
年正式启动，2021 年 7 月结束，其间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资源调查、生态多样性调查及林业种质资源调

查等项目 （第二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

第一次林木种质资源调查、华东—福建本土植物清

查与保护、全国兰科植物专项调查、华东—福建本

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计划等） 相继展开，继续完善了

福建省植物本底信息。纵观福建省第四次全国中药

资源普查开展的近 10 年 （截至 2022 年 10 月 1 日），

该省共发现 41 个植物新种和 362 个植物地理新分

布种，隶属于 98 科 276 属，包括 2 个新分布科 （水

韭科、霉草科） 和 48 个新分布属。其中，蕨类植物

11 科 39 种、单子叶植物 17 科 133 种、双子叶植物 70
科 231 种，可见在此期间发现植物新种及新分布以

被子植物为主，双子叶植物占比最多，占全部物种

的 57. 32%。分别对新种及新分布进行统计，结果见

表1、表 2。

新种和新分布植物中，单科单种植物共 37 个，

占总科数的 37. 76%；含 2~5 种的科有 45 个，占总科

数的 43. 75%，代表科有凤尾蕨科 （5 种）、伞形科

（4 种）、鸢尾科 （3 种）、爵床科 （2 种）；含 6~10 种

表1　福建省植物新种分类统计

植物种类

单子叶植物

双子叶植物

蕨类植物

科数

3
14

1

科数占
比/%

16.67
77.78

5.55

属数

11
19

1

属数占
比/%

35.48
61.29

3.23

种数

15
25

1

种数占
比/%

36.58
60.98

2.44
表2　福建省植物新分布分类统计

植物种类

单子叶植物

双子叶植物

蕨类植物

科数

17
66
10

科数占
比/%

18.28
70.97
10.75

属数

73
157

26

属数占
比/%

28.51
61.33
10.16

种数

118
206

38

种数占
比/%

32.60
56.90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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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有 9 个，占总科数的 9. 18%，代表科有茜草科

（10 种）、鳞毛蕨科 （9 种）、景天科 （7 种）、蔷薇科

（6 种）；含 11~20 种共 5 个，分别为菊科 （17 种）、

唇形科 （16 种）、豆科 （15 种）、禾本科 （13 种）、

苦苣苔科 （13 种）；含 20 种以上的科有 2 个，为兰

科 （71 种） 和 莎 草 科 （26 种）， 占 全 部 植 物 的

17. 62% 和 6. 45%。可见，福建省新资源主要集中在

几个大科中。

2. 2　新资源分布区域分析

对新种及新分布植物的分布点进行统计，部分

新分布植物在多地均有发现，按首次发表文章进行

统计，分别为三明市 （83 个）、漳州市 （74 个）、福

州市 （59 个）、南平市 （57 个）、宁德市 （45 个）、

龙岩市 （43 个）、泉州市 （20 个）、厦门市 （12 个）、

莆田市 （10 个）。将分布点按各市海拔分为 3 个区

域：1） 低海拔区域为漳州市、厦门市、泉州市及莆

田市，位于闽东南的沿海丘陵平原区域，海洋性气

候明显，气候温暖潮湿，适合海洋药材生长。其中，

厦门市及莆田市占地面积较小、经济发达，人口对

植物资源有较大影响，新种及新分布植物在这些区

域分布相对较少；漳州市与泉州市占地面积较大且有

山脉与河流纵横交错，为植物生长提供良好的生态环

境。泉州市地形复杂，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

有戴云山脉，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密度大，丘陵

地区陡岩，峡谷溪流较多，海拔落差较大，普查工作

较困难，故新种及新分布发现较少；漳州市内有漳州

平原，海拔较低，普查条件良好，发现的新种及新分

布较多。2） 中海拔区域为福州市与南平市，位于闽

北丘陵盆地地区，具有较好的气候及降水条件，地形

地貌复杂，生物垂直条件较好，植物资源生长环境优

于沿海丘陵区域。南平市东西有鹫峰山和武夷山，北

有仙霞岭，河流有“一江八溪”（即闽江、建溪、富

屯溪、崇阳溪、南浦溪、松溪、麻溪、沙溪和金溪），

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陡峭的地貌和保护

区的建立限制了普查的深入。福州市是福建省的省

会，内有“三山”（即于山、乌山、屏山），人口与经

济对植物资源产生了一定影响。3） 高海拔区域的三

明市山脉纵横，水网密布，土壤类型多样，气候适

宜，为植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除梅列区和大田

县外，其余地区均有新资源发现，并以泰宁县和建

宁县居多。龙岩市位于闽西南武夷山脉南段山地盆

谷区域，气候温和，降水充足，但人口稠密，环境

破坏度较大。宁德市位于福建省东北部，西靠武夷

山，东临东海，溪流交错，植物资源主要集中在西

部。在高海拔地区三明市发现的新资源较多，另外

两市受人为及地理位置因素影响，发现的新资源少

于三明市。

以县域为单位，武夷山市新增了 36 个新资源，

占新种及新分布植物的 8. 93%。该市具有良好的水、

光、热条件且地形地貌复杂，生态环境为植物的生长

提供了适宜条件。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也为植物

资源的保护提供了保障。对分布在武夷山脉的新资源

进行统计，共发现 23个新种和 132个新分布植物。

2. 3　新分布珍稀濒危植物

通过分析 2021 年发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 [14]发现，福建省新分布植物中有国家保护

植物 11 种。其中，东方水韭 Isoetes orientalis H.  Liu 

& Q.  F.  Wang[15]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且为中国

特有濒危水生蕨类植物。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

物 的 有 9 种 ， 包 括 石 松 科 4 种 [金 发 石 杉 Huperzia 

quasipolytrichoides （Hayata）  Ching、 昆 明 石 杉

Huperzia kunmingensis Ching、 四 川 石 杉 Huperzia 

sutchueniana （Herter）  Ching、 中 华 石 杉 Huperzia 

chinensis （Christ）  Ching]、 兰 科 5 种 [ 杜 鹃 兰

Cremastra appendiculata （D.  Don）  Makino、 罗 氏

石斛 Dendrobium luoi L.  J.  Chen & W.  H.  Rao、罗河

石斛 Dendrobium lohohense Tang et Wang、密花石斛

Dendrobium densiflorum Lindl.  ex Wall. 、深圳香荚兰

Vanilla shenzhenica Z.  J.  Liu & S.  C.  Chen]、藜 芦 科

1 种 （球药隔重楼 Paris fargesii Franch. ） [16-24]。

3　新分布药用植物

3. 1　福建省第四次全国中药普查新分布药用植物物

种构成

3. 1. 1　新分布药用植物资源类群的多样性分析　通

过查阅 《中国药典》 2020 年版[8]、《中华本草》 [9]、

《中药大辞典》 [10]、《全国中草药汇编》 [11]、《世界药

用植物速查辞典》 [12]、《中国植物志》 [25]、《福建省

中药资源名录》 [26]对福建省新分布植物进行整理，

共获得药用植物资源 128 种，隶属于 61 科 110 属，

占总记录的 31. 76%，且全为新分布植物，新种未有

药用记载[15-18,27-87]。其中单子叶植物、双子叶植物和

蕨类植物分别占比 15. 62%、73. 44% 和 10. 9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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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期间，福建省新分布的

药用植物以被子植物为主，且双子叶植物占绝大多

数。药用植物类群统计见表 3。

3. 1. 2　新分布药用植物物种组成的多样性分析　对

福建省新分布药用植物在科级水平上进行统计，将

1 科内仅含 1 种药用植物的称为单种科，含 2~5 种的

称为小型科，含 6 种及以上的称为优势科。其中单

种科 32 种，占新分布药用植物总科数的 52. 46%；

小 型 科 有 24 个 ， 占 新 分 布 药 用 植 物 总 科 数 的

39. 34%；优势科数量较少，分别为兰科 （11 种）、

菊科 （8 种）、豆科 （7 种）、唇形科 （7 种） 和景天

科 （6 种）。可见，福建省新分布的药用植物中单种

科和小型科占绝大多数，新分布药用植物种类在常

见的科内较为集中，说明福建省新分布的药用植物

在科和种水平多样性丰富，具体构成见表 4。

3. 1. 3　新分布药用植物生活型多样性分析　将福建

省新分布药用植物的生长型参考 《福建省中药资源名

录》 [26]分类，分为草本、藤本、灌木、乔木 4 类。其

中，草本植物 （70. 31%） 在总数中占比最大，多年生

草本占所有草本植物总数的53. 33%，其次为1年生草

本。可见，草本植物为该地区主要的药用植物，总数

占 70% 以上，藤本、灌木及乔木较少，占比差别较

小。这说明福建省在新分布药用植物的开发中可以

草本为主。新分布药用植物具体生活型构成见表 5。

3. 2　福建省第四次全国中药普查新分布药用植物药

用分析

3. 2. 1　新分布药用植物药用部位多样性分析　通过

参考 《中国药典》 2020 年版[8]、《中华本草》 [9]、《世

界药用植物速查辞典》 [12] 和各地植物药用记载书

籍，对福建省新分布植物的药用部位进行统计，按

照药用部位的不同分为全草类、根及根茎类、茎木

类、叶类、花类、果实及种子类、皮类。从结果可

得，福建省新分布药用植物以全草类为主，占总数

的 58. 59%； 其 次 为 根 及 根 茎 类 植 物 ， 占 总 数 的

33. 59%；茎木类、花类、果实和种子类及皮类在总

数中占比较小。福建省新分布药用植物入药部位涉

及 7 类，其中全草及根茎入药占比较高。利用此类

表5　福建省新分布药用植物生活型统计

类别

草本

藤本

灌木

乔木

种数

90

13

11

14

占比/%

70.31

10.16

8.59

10.94

代表品种

八宝Hylotelephium erythrostictum （Miq.）  H. Ohba、黄珠子草Phyllanthus virgatus Forst. F.、凹叶景天Sedum emarginatum 
Migo、光叶绞股蓝Gynostemma laxum （Wall.）  Cogn.、袋果草Peracarpa carnosa （Wall.）  Hook. f. et Thoms.

翅子罗汉果 Siraitia siamensis （Craib）  C. Jeffrey ex Zhong et D. Fang、冷饭藤 Kadsura oblongifolia Merr.、圆叶野扁
豆 Dunbaria rotundifolia Wight et Arn. ex Benth.、石柑子 Pothos chinensis （Raf.）  Merr.

浙江蜡梅 Chimonanthus zhejiangensis M. C. Liu、卫矛 Euonymus alatus （Thunb.）  Sieb.、石风车子 Combretum wallichii 
DC.、短梗菝葜Smilax scobinicaulis C. H. Wright

大头茶Polyspora axillaris （Roxburgh ex Ker Gawler）  Sweet、山香圆Turpinia montana （Bl.）  Kurz、沙梨木Crateva magna 
（Loureiro）  Candolle

表4　福建省新分布药用植物单种科、小型科和优势科统计

类型

单种科

小型科

优势科

科数

32

24

5

科数占比/%

52.46

39.34

8.20

种数

1

2

3
4
6
7
8

11

科名

蜡梅科、五味子科、西番莲科、山矾科、蹄盖蕨科、叶下珠科、黄杨科、使君子科、鼠李科、罂
粟科、藜芦科、胡颓子科、列当科、毛茛科、菝葜科、凤仙花科、红厚壳科、胡椒科、堇菜科、
五加科、金缕梅科、瓶尔小草、漆树科、石竹科、天门冬科、天南星科、碗蕨科、葡萄科、忍冬
科、山柑科、省沽油科、姜科

伞形科、十字花科、卫矛科、大戟科、禾本科、蔷薇科、山茶科、金丝桃科、鳞毛蕨科、桔梗
科、木樨科、小檗科、夹竹桃科、百合科、报春花科、苦苣苔科

葫芦科、苋科、凤尾蕨科、石松科、水龙骨科、龙胆科、茜草科

虎耳草科

景天科

豆科、唇形科

菊科

兰科

表3　福建省新分布药用植物分类

植物种类

单子叶植物

双子叶植物

蕨类植物

科数

8
46

7

科数占
比/%

13.11
75.41
11.48

属数

16
80
14

属数占
比/%

14.54
72.73
12.73

种数

20
94
14

种数占
比/%

15.62
73.44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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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容易造成资源及环境的破坏，在开发利用中要

对此类药用植物进行保护，以保证后续的可持续发

展。部分植物含有多种药用部位，新分布药用植物

的药用部位见表 6。

3. 2. 2　新分布药用植物药用功效多样性分析　对福

建省新分布药用植物功效进行整理，将药用植物按

功效分为清热药、祛风药、止血止痛药、活血药、

止咳药、利尿药、理气药、补虚药、解表药、化痰

药、消食药、驱虫药等。功效包含清热功效的药用

植物共有 55 种，占全部的 42. 97%，包括清热解毒、

清热凉血、清热利湿等；其次为止血止痛药、祛风

药 、 活 血 药 分 别 占 全 部 药 用 植 物 的 41. 41%、

18. 75%、15. 63%。根据功效统计福建省新分布药

用植物占总数的 128. 13%，说明省内的药用植物存

在一药多效的情况，且几乎涵盖中药功效的所有分

类，药用功效统计见表 7。

3. 3　福建省第四次全国中药普查新种功效预测

新种的发现丰富了福建省的中药资源，对新物

种资源进一步研究、开发有利于缓解中药资源匮乏

的压力。中药理论的核心是中药功效，中药功效的

核心是中药的药性。中药药性包括自然属性和效应

属性两方面，自然属性、化学成分、生物效应、效

应属性互相关联，故具有“形同而性亦近”的性质。

植物界的不同分类阶元的分类系统是根据植物的形

态、习性等方面的相似性进行分类。多基原的中药

材大多为同科或同属植物，因此可以通过亲缘相近

物种、同属植物或同科植物的化学成分、功效对新

种的功效进行预测，且随着分类阶元的缩小，推测

出的功效也更准确[88]。在普查的基础上对近 10 年发

现的 41 个新种进行功效预测，以文献中近似种为

准，其中 24 种具有药用可能 （表 8）。

表6　福建省药用植物药用部位统计

类型

全草类

根及根茎类

茎木类

叶类

花类

果实及种子类

皮类

药用部位

全草、全株、地上部分、带根全草

根、块根、根茎、根状茎、块茎、鳞茎

茎、带翅的枝、茎枝、幼嫩的茎、藤茎

叶、枝叶、茎叶、芽

花

果实、荚果、浆果、种子

树皮、根皮、茎皮、果皮

种数

74
40

7
20

4
7
6

占比/%

59.20
32.00

5.60
16.00

3.20
5.60
4.80

代表品种

八宝、舌蕨 Elaphoglossum conforme T. Moore、翼茎阔苞菊、刺芹

米口袋 Gueldenstaedtia verna （Georgi）  Boriss.、翅子罗汉果、球
药隔重楼、刺齿贯众、美冠兰 Eulophia graminea Lindl.、鬼蜡烛

罗河石斛、卫矛、金缕梅、盐地碱蓬、秋葡萄

小叶女贞、微甘菊、冷饭藤、雨蕨

心叶毛蕊茶

针齿铁仔、牯岭野豌豆、蔓虎刺、湘桂栝楼

阔柱黄杨、杜仲藤、大头茶

表7　福建省药用植物药用功效统计

类型

清热药

止 血 止
痛药

祛风药

活血药

利尿药

补虚药

止咳药

理气药

化痰药

消食药

驱虫药

解表药

种数

55
53

24

20

13
9

8
5

1
5
2
3

占比/%

42.97
41.41

18.75

15.63

10.16
7.03

6.25
3.91

0.78
3.91
1.56
2.34

代表品种

米口袋、八宝、四芒景天Sedum tetractinum Fröd.、柔毛山黑豆Dumasia villosa DC.

翅子罗汉果、美冠兰、贵州蹄盖蕨 Athyrium pubicostatum Ching et Z. Y. Liu、小花龙牙草 Agrimonia nipponica var. 
Occidentalis Skalicky

细柱西番莲 Passiflora gracilis Linnaeus、水香薷 Elsholtzia kachinensis Prain、巨花羊耳蒜 Liparis nigra C. L. Tso、牯岭
东俄芹 Tongoloa stewardii  Wolff

落地梅 Lysimachia paridiformis Franch.、朝天委陵菜 Potentilla supina L.、短柄吊球草 Hyptis brevipes Poit.、刺果毛茛
Ranunculus muricatus L.

黄珠子草、衡山金丝桃 Hypericum hengshanense W. T. Wang、舌蕨、微甘菊 Mikania micrantha H. B. K.

四芒景天、列当 Orobanche coerulescens Steph.、粉叶蕨 Pityrogramma calomelanos （Linnaeus）  Link、黔岭淫羊藿
Epimedium leptorrhizum Stearn

大花斑叶兰 Goodyera biflora （Lindl.）  Hook. f.、光叶绞股蓝、大叶胡颓子 Elaeagnus macrophylla Thunb.、密花石斛

薄叶景天Sedum leptophyllum Fröd.、雨蕨Selliguea dareiformis （Hook.）  X. C. Zhang & L. J. He、黄山蟹甲草Parasenecio 
hwangshanicus （Ling）  Y. L. Chen、柔垂缬草 Valeriana flaccidissima Maxim.

杜鹃兰

柔毛山黑豆、梁王茶 Metapanax delavayi （Franchet）  J. Wen & Frodin、笔龙胆 Gentiana zollingeri Fawcett、石柑子

针齿铁仔 Myrsine semiserrata Wall.、石风车子

匍匐南芥 Arabis flagellosa Miq.、日本金腰 Chrysosplenium japonicum （Maxim.）  Makino、柳杉叶马尾杉 Phlegmariurus 
cryptomerinus （Maxim.）  Sa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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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经 统 计 发 现 福 建 省 新 增 403 种 植 物 ， 包 括 41
个新种及 362 个新分布植物，其中可供药用的新分布

植物共 61 科 110 属 128 种，占全部新资源的 31. 76%，

表明该省新分布药用植物资源丰富。新种虽未有药

用记载，根据植物学分类，通过其亲缘种及同属植

物可推测其具有的功效，丰富药用植物物种的多样

性。新分布的药用植物从科属分布来看，兰科植物

（8. 59%） 占比最大，种数>5 的大型科较少，多为菊

科、豆科、唇形科等优势科植物，更多新分布植物

以单科单种为主，为该省中药资源发展提供了更多

可能。从植被生长型和药用部位来看，新分布植物

以草本为主，药用部位全草占 58. 59%，若开发草本

植物中药产业，应对该类植物制定规范的采收标准，

避免因滥采而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保证药用资源的

可持续发展。从药用功效来看，新分布的药用植物

资源丰富，其药用功效繁多，几乎涵盖了中药功效

中所有分类，以清热药为主，且 1 种药用植物含有

多种功效，可为该省药用植物的开发提供依据。

表8　福建省新种功效预测

科名

大戟科

冬青科

凤仙花科

夹竹桃科

菊科

壳斗科

苦苣苔科

兰科

漆树科

省沽油科

鸢尾科

种名

修大戟

楚光冬青

南平冬青

泰宁冬青

武夷凤仙花

君子峰白前

单花兔儿风

软枝青冈

温氏报春苣苔

连城报春苣苔

邵武报春苣苔

条纹马铃苣苔

密毛大花石上莲

深裂长蒴苣苔

福建舌唇兰

屏南石豆兰

大瓣卷瓣兰

政和石斛

文卉石斛

福建天麻

梅花山羊耳蒜

少叶漆

黄果野鸦椿

君子峰鸢尾

拉丁学名

Euphorbia xiangxiui N. Wei, Q. Yu, G.X.Chen & Q. F. Wang

Ilex chuguangii M. M. Lin

Ilex nanpingensis G. S. He

Ilex tainingensis G. S. He

Impatiens wuyiensis J. S. Wang, Y. F. Lu & X. F. Jin

Vincetoxicum junzifengense B. J. Ye & S. P. Chen

Ainsliaea simplicissima M. J. Zhang & H. Q. Li

Cyclobalanopsis reclinatocaulis M. M. Lin

Primulina wenii Jian Li & L. J. Yan

Primulina lianchengensis B. J. Ye & S. P. Chen

Primulina shaowuensis X. X. Su, Liang Ma & S. P. Chen

Oreocharis striata F. Wen & C. Z. Yang

Oreocharis maximowiczii var. mollis J. M. Li & R. Yi

Didymocarpus dissectus F. Wen, Y. L. Qiu, Jie Huang & Y. 
G. Wei

Platanthera fujianensis B. H. Chen & X. H. Jin

Bulbophyllum pingnanense J. F. Liu, S. R. Lan & Y. C. 
Liang

Bulbophyllum omerandrum var. macropetalum MaLiang, 
Chen Xinyan & Chen Shipin, var. nov.

Dendrobium zhenghuoense S. P. Chen, Liang Ma & M. He 
Li

Dendrobium luoi var. wenhuii W. L. Yang

Gastrodia fujianensis Liang Ma, Xin Y. Chen & S. P. Chen

Liparis meihuashanensis S.M.Fan

Toxicodendron oligophyllum S. L. Tang, Liang Ma & S. P.
Chen

Euscaphis japonica var. Wupingensis B. P. Cai & Z. R. 
Chen

Iris junzifengensis S. P. Chen, X. Y. Chen & L. Ma

预测功效

泄水逐饮、消肿散结

清热解毒、消炎止痛

清热利湿

清热利湿

祛风除湿、活血止痛、软
坚散结

清热凉血、利尿通淋、解
毒疗疮

清热补虚、凉血止血、利
湿解毒、消积散结

涩肠止泻、生津止渴

清肺止咳、凉血止血、解
毒消痈

清肺止咳、凉血止血、解
毒消痈

清肺止咳、凉血止血、解
毒消痈

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消
肿止痛、清肺止咳、祛瘀

清肺止咳、祛瘀止血

清热解毒

滋阴润肺、益气生津

滋阴润肺、益气生津

润肺止咳、活血止痛

滋阴清热、生津益胃、润
肺止咳

滋阴清热、生津益胃、润
肺止咳

息风止痉

发表

通调龙路、破血通经、消
积杀虫

祛风解表、消热利湿

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近似种

大戟

台湾冬青

拟榕叶冬青

太平山冬青

阔萼凤仙花

变色白前

三脉兔儿风

青冈

大齿报春苣苔

丹霞小花苣苔

大齿报春苣苔

岩白菜

大花石上莲

闽赣长蒴苣苔

小舌唇兰

小舌唇兰

毛药卷瓣兰

罗氏石斛

罗氏石斛

春天麻

玉簪羊耳蒜

木蜡树

野鸭椿

蝴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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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复杂的地形地貌

为药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也给中药资

源的调查带来困难。随着科技的进步，普查的条件

和技术得到较大改善，福建省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

普查与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相比调查更全面，

其间为福建省植物的多样性提供了新资源，但对新

资源的开发利用较少，存在资源浪费的现象。同时，

要注意对国家重点野生植物的保护，防止因人为或

气候改变等原因使植物数量减少。本次调查为福建

省中药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依据。

5　展望

本次调查分析是在福建省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

的背景下进行，其间其他项目的开展也为新种及新

分布植物的发现提供了资料。本文主要整理了福建

省近 10 年来新种及新分布植物资源调查概况。在

整理文献时发现，存在重复发表及误订的新资源，

分类系统的进步使部分新资源存在多合一的现象：

1） 重 复 发 表 。 例 如 ， 海 雀 稗 Paspalum vaginatum

在 2012 年作为新分布种发表后，2015 年与 2016 年

又 重 复 发 表[47,112-113]， 类 似 的 还 有 凹 叶 景 天 Sedum 

emarginatum、阔萼凤仙花 Impatiens platysepala、针

齿 铁 仔 Myrsine semiserrata、 金 唇 兰 Chrysoglossum 

ornatum等新分布种。2） 非新种发表。例如，宁德冬

青 Ilex ningdeensis 应为乌来冬青 Ilex uraiensis[114]、梅

花山羊耳蒜 Liparis meihuashanensis 应为褐花羊耳蒜

Liparis brunnea、政和石斛 Dendrobium zhenghuoense

及文卉石斛Dendrobium luoi var.  wenhuii应为罗氏石斛

Dendrobium luoi。3） 合并种。例如，兰花子Raphanus 

raphanistroides 被并入萝卜 Raphanus sativus、小叶干

花 豆 Fordia microphylla 并 入 印 度 崖 豆 Millettia 

pulchra、广西铜锤草 Pratia wollastonii 并入铜锤玉带

草 Lobelia nummularia等。4） 使用不同分类系统导致

出现科属混乱的情况。例如，两头连 Veronicastrum 

villosulum var.  parviflorum在 APG Ⅳ系统为车前科腹

水草属植物，在 APG Ⅲ为玄参科腹水草属植物，在

被子植物分类系统中则为车前科草灵仙属植物。故

在新分布植物发表时应注意参考已有文献，避免重

复发表的情况出现；在新种定种时应与其亲缘种进

行多方面比较，避免因人为因素导致误订；在科技

进步的条件下对物种在新的分类系统下重新分类，

存在合并旧科属和出现新科属的现象，导致分类混

乱等情况的发生。学者在发表新资源时应明确所使

用的分类系统，多方面对比已有资料，避免出现误

差，随着分类的进步也应对错误物种进行修订，使

现今分类系统更加完善。

福建省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调查的展开有利于

摸清福建省中药资源的本底情况。通过资源分布可

发现新种及新分布植物多发现于开发程度较小、海

拔高度落差较大的丘陵盆地地区。天然的生态环境

为野生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也

对新资源的发现、开发与利用造成了困难。福建省

新分布药用植物占总记录的 1/3，为福建省中药资源

利用提供了参考。通过对新分布药用植物功效及生

境的调查发现，可通过人工栽培等方式对新分布植

物加以利用，发展当地种植项目。考察无功效记载

的新分布植物亲缘相近物种，既可为植物开发利用

提供参考，又可将其作为畜牧饲料或观赏性植物挖

掘潜在的经济效应。要加强对新分布濒危植物的保

护，扩大其生长范围，增大资源量。

新种的发现为我国生物多样性增长提供依据，在

物种起源及分化方面都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福建

省第四次普查发现的新种中，同科或同属植物含有

药用功效的植物比例较大，占全部新种的 82. 93%。

新种多为苦苣苔科和兰科植物，虽功效预测所选的

亲缘相近物种不同，但苦苣苔科植物功效以清热为

主、兰科植物功效以润肺为主。新种的发现为我国

濒危植物的药用替代提供可能。同时，要注意新种

的保护，避免人为或环境因素改变导致新种消失。

本文通过检索多数据库进行数据统计，因检

索词和数据库的限制可能使统计数据偏小。同时，

随着学者对新资源开展研究，部分植物存在合并、

拆分和重组的情况，而研究所参考的 《中国生物物

种名录 2022 版》 中并未修订，也可能导致统计数据

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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