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 1003- 8701(2008)04- 0062- 04

对野生植物资源保护与开发专利战略研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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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状况 , 特别有针对性地分析了长白山野生植物资源保护和

开发利用技术专利保护情况 , 建议开展长白山野生植物资源保护与开发专利战略研究 , 为长白山生态区域野生植物

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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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The status of wild plant resource protec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ountries was systematic

analyzed in the paper, particularly targeted on the analysis of situation of wild plant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atent strategy protection in Changbai Mountain. It was suggested that developing wild plant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atent strategy research and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in ecological

region of Changbai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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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1.1 自然状况

作 为 我 国 野 生 植 物 资 源 基 地 之 一 的 长 白 山 ,

是一座天然的“自然博物馆 ”和巨大的生 物基因

库 , 有保存完整的野生植物区 系和特有 的动物区

系 , 共 有 植 物 2 424 种 , 其 中 特 有 植 物 100 多 种 ,

24 种 国 家 级 珍 稀 濒 危 植 物 和 213 种 省 级 保 护 植

物 ; 还有野生脊椎动物 500 多种 , 无 脊椎动物千 种

以上 , 其中 国 家 规 定 保 护 的 珍 稀 特 产 动 物 150种 。

按照用途 , 长白山特有的植物资源分类包括 : ①材

用 植 物 50 多 种 。 ② 产 量 较 高 、质 量 好 的 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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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有 875 种以 上。③食用植 物 , 知名的野 果有

10 余种 、种 子 10 余 种 、野 菜 30 多 种 、可 利 用 的 真

菌 100 多 种。④主要的 蜜源和粉源 植物 有 280 余

种。⑤饮料植物有 40 多种 , 已 经开发利用 的只有

10 多 种 。⑥已 发 现 并 利 用 的 香 料 植 物 100 种 左

右。⑦已知的野生观赏植物有 100 多种。⑧花卉植

物有 500 种以上 , 其中有观赏 价值的 300 多种 , 它

们还兼有药用或食用价值。已经 被广为培育 和利

用的花卉品种达 30 多种。

1.2 开发与利用状况

长 白 山 野 生 植 物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具 有 如 下 特

点 : 除 材 用 植 物 外 , 利 用 上 述 资 源 开 发 出 无 污 染 、

高 品 质 、高 营 养 、高 附 加 值 的 森 林 食 品 (森 林 食 品

是指由森林动植物为原料进 行采集食用 或经过加

工 开 发 出 的 各 类 食 品 ), 并 且 , 珍 贵 与 纯 净 的 原 料

显示了森林食品产业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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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开发领域广泛、产品优异

当 前 已 开 发 的 有 : 山 野 菜 、浆 果 干 果 、食 药 用

菌、人参、竹笋、茶、天然药食植物等产品。这些产

品共同具有市场附加值高的优势 , 体现为无污染 、

原产地、高营养、药食同源 4 个显著特征。

1.2.2 科技支撑产业化

针 对 长 白 山 野 生 植 物 资 源 保 护 和 利 用 技 术 开

发 的 专 利 保 护 状 况 , 笔 者 利 用 中 国 专 利 数 据 库

(1985～2006 年 的 光 盘 数 据 库)进 行 了 初 步 检 索 与

分析。结果表明 : 仅吉林省关于长白山野生植物资

源利用技术 方面的专利 申请共有 316 项 , 它们多

集中在药用植物利用技术领域。其中 , 以人参药用

技 术 专 利 申 请 为 最 多 (205 项 ), 五 味 子 次 之 (65

项 ), 红 景 天 第 3(25 项 ), 野 生 山 葡 萄 和 越 橘 第 4(9

项), 山野菜 4 项 , 食用菌 3 项 ; 另外还有虫草、花粉

方面的专利申请 , 长白山松子、鹿产品(鹿茸、鹿胎、

鹿血)、蝮蛇、林蛙、蚂蚁、蜂蜜与中药材同时使用制

作药、保健品的专利申请 ; 利用长白山特 有的发酵

菌由污水污泥制备有机肥 的专利申请 ; 未检出关

于长白山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技术方面的专利。

吉 林 省“ 十 一 五 ”科 技 发 展 规 划 明 确 设 计 : 建

设现代中药和生物药产业基 地 , 依托长白 山药用

资源 , 发挥现代中药和生物制药技术、人 才及产业

比较优势 , 加快医药产业发展。加强公共技术平台

建设 , 建立标准化和规模化体系。采用 生物技术、

化合物提取和筛选技术、标准化检测技术 , 着力研

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 中药和生物 制

药产品 ; 在修正、东宝、敖东、长春生物制品所等龙

头企业带动下 , 提高产业集中度。推行 中药种植、

新药研发、规模生产一体化 , 提高中药材加工转化

比率 ; 加快引进和开发基因重组、现代生物发酵 等

技术 , 积极发展生物疫苗、基因工程 药和生物 中

药 , 推进新产品新技术的产业化开发 ; 加快发展 长

春生物医药产业 , 壮大通化药城和敦化药城 , 形成

长白山现代中药和生物药产 业集群。并为 上述目

的专门设计了系列相关建设工程项目。

1.3 野生植物的保护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 物保护条例》颁布近

10 年来 , 我 国 的 野 生 植 物 保 护 工 作 取 得 了 较 明 显

的成绩 : 初步建立起野生植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行政管理和执法监管体系 , 建立自然保护区域 , 形

成 自 然 保 护 区 网 络 ; 通 过 就 地 保 护 、迁 地 保 护 、离

体保存、人工栽培等措施 , 强化野生植物生息环境

的保护 ; 针对濒危物种的强化繁育拯 救和恢复发

展技术措施。这些都为野生植物资源 保护与开发

奠定了基础。根据国务院 1999 年 8 月 4 日批准的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名 录》(第 一 批 )所 公 布 的

一 、二 级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共 258 种 , 其 中 , 一 级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51 种 (属 于 长 白 山 区 的 有 2 种 ), 二 级 有

202 种(属于长白山区的有 9 种)。在已经采取的长

白山野生植物资源保护 措施中 , 最具 价值的是实

施“长白山野生珍稀动植 物资源档案 馆及活体基

因库建设”项目 , 其次是实施长白山 区野生大豆 资

源和野生果树资源原生境保护专项。

2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2.1 国外对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方法

2.1.1 野生植物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

野生植物就 地保护的措 施包括建立 自然保护

区、建立国家公园和设立古树名木保护地。就地保

护不仅为野生植物本身 的生存繁衍 提供了适宜 的

自然条件 , 而且为人类充分认识 野生植物在 自然

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提 供了具有代 表性的典

型样地。但一些珍稀植物因 为生物学 原因在原生

环境里也无法生存 , 只有 创造更加适 合其生存 与

发展的新环境 , 这就是迁地保护。

2.1.2 野生植物的栽培和种植

野生植物的 栽培和种植 , 特别是移地 栽培对

于保护和利用野生植物资 源具有重要 意义。很多

国 家都建立大 规模的种植 体系(如 植 物 园 、种 植 基

地等)进行野生植物的栽培。栽培的野生植物类别

主要包括药用植物、观赏植物和食用植物等。从种

植区域的划分上 , 分为高山植物栽培 区、乔木栽培

区、蕨类栽培区、灌木栽培 区和水生植 物栽培区

等。以野生药用植物的栽培为例 , 早在 1992 年 , 日

本就建成了类似于中药材 GAP 要求的种 植园 500

多 个 , 统 一 采 用 规 范 的 栽 培 管 理 技 术 (GAP), 其 中

有些植物园年产量高达 20 万 kg。

2.1.3 野生植物资源档案的建立

许多国家都 针对珍稀濒 危植物和本 国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建立了野生植物资源档 案。两者在选

种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虽然两者 都要考虑到 物

种的濒危度和经济、科研和文化价值等 , 但珍 稀濒

危植物将濒危度排在首位 , 而国 家重点保护 野生

植物则优先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

2.1.4 野生植物基因库的建立

许多国家都 认识到野生 植物生物遗 传资源是

遗传育种和生物技术研究的重要物 质基础 , 是生

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是可持 续发展的战 略

资源。各国研究人员都 致力于持续 而长期地 建立

4 期 63张 然等: 对野生植物资源保护与开发专利战略研究的分析



本国或本地区的野生植物基因库。如 : 日本的研究

工 作 者 40 多 年 来 大 量 收 集 喜 马 拉 雅 地 区 开 花 野

生植物的 DNA 样品 , 为建立植 物基因库提 供研究

材料。

2.2 国外对野生植物资源的管理

许多国家非 常重视通过 有效的管理 措施对野

生植物资源进行保护。以美国为例 , 1973 年 , 美国

制定了濒危物种法案。美国的濒危物种名单 , 包括

上升为濒危物种或从濒危物种名单 中去除 , 由内

政 部 长 决 定 , 主 要 解 决 因 栖 息 地 破 坏 、过 度 利 用 、

法 规 不 健 全 等 原 因 造 成 的 物 种 灭 绝 或 受 威 胁 问

题。为了使野生植物利用的申请报 告审议更 加科

学、符合政策 , 美国还成立了濒危物种委员会 的机

构 , 由农业部长、陆军部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环境保护局局长、内政部长、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

局长组成。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举行听证会。这些

措施都足见其对野生植物保护的重视。

英国的植物 保护法规包 括了陆地和 水域的植

物。法规禁止任何人采摘、连根拔起或毁坏那些列

在保护名录表上的野生植物 , 对这类 野生植物的

贸易也是违法的 , 除非是在许可的情况下。同时也

禁 止 连 根 拔 起 那 些 不 在 保 护 名 录 表 上 的 野 生 植

物 , 除非在特定的情况和预先获得批准。

世界卫生组 织已经发布 了有关药用 植物采集

与 栽 培 的 管 理 规 范 GACP, 该 规 范 的 内 容 主 要 包

括 采 集 许 可 、技 术 计 划 、药 用 植 物 采 集 的 选 择 、采

集要求以及人员的要求等内容 。为了可持续 利用

和保护野生药用植物资源 , 提出以下 5 点建 议 : ①

对野生药用植物的年允采量 进行控制 ; ②尽快发

布第二批、第三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名录 ; ③从行

动上禁止或限制使用国家重点保护 的濒危野生 植

物 ; ④大力发展大宗药材的人工养殖栽培 , 从 根本

上解决野生动植物药材紧缺的 问题 ; ⑤加强 宣传

教育 , 增强人们保护野生药用植物的意识。

在 对 濒 危 野 生 植 物 的 进 出 口 管 理 方 面 , 1973

年在华盛顿签订了濒危野生动 植物物种国 际贸易

公 约 (CITES)。 我 国 是 该 公 约 的 缔 约 国 之 一 。 对

CITES 的 正 确 理 解 是 : 它 管 制 与 自 然 保 护 工 作 有

关的物种贸易。

2.3 国外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

国外野生植 物资源的利 用主要包括 作为药用

植物、观赏植物、可食用植 物以及食用 菌加以利

用。除了直接利用之外 , 新的利用趋势是提取有效

成分加以利用或深加工后利用。近期的研究表明 ,

对于野生药用植物 , 可以提取各种有效成分 , 并制

成药用制剂 ; 或提取有效 成分 , 制成各 种杀虫剂

等。提取有效成分的来源可以是植物的不同部位。

例如 : 缅甸的研究者专门 利用多种野 生植物的花

提取药用成分。在观赏 植物的利用 方面也有许 多

的实例 , 特别是对热带、亚热带野生观赏植物 的利

用 , 如对野生兰科植物和野生观 赏蕨类植 物等进

行大规模繁育和种苗的商品化生产。

3 建议

开展长白山 野生植物资 源保护与开 发专利战

略研究。组织国内野生植 物保护与利 用技术方面

的科研、生产与管理专家 , 针对长白 山生态区域 的

实际情况和特点 , 利用 现有的信息 资源和信 息利

用技术 , 收集国内外野生植物保 护与利用技 术研

究 、开 发 、生 产 以 及 专 利 保 护 与 实 施 的 相 关 信 息 ;

实 地 考 察 野 生 植 物 保 护 与 利 用 技 术 先 进 区 域 ; 分

类整理、分析所获得信息 , 比较专利保护 条件下野

生植物保护与利用技术研发与实施的力度、效果 。

在以下方面做有深度的研究、分析 : ①长白山生 态

区域野生植物保护现状。②长白山 生态区域野 生

植物开发利用状况及其发展趋 势。③专利保 护条

件下 , 长白山生态区域野生植 物开发利用 技术的

研发及其实施效果分析。④长白山生态 区域野生

植物开发利用技术的比较优势、存在的主要问题 、

可持续利用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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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7 页)沙 丘 、沙 垄 覆 盖 于 冲 积 、湖 积 平 原 上 ,

其中以科尔沁沙地向北延伸的通榆 南部和长岭 西

部更为集中些 , 前郭南部次之 , 该区域沙土大 致呈

西北 - 东南向垄岗分布 , 垄岗间多呈平行排列 , 垄

岗顶部平缓 , 岗间平地多有不同程度沙化 , 沙化按

县分布状况见表 2。

5 沙化趋势

经调查研究 表明 : 吉林省 与水相关的 土地沙

化 面 积 为 27.17 km2, 土 地 沙 化 扩 展 速 度 为 1.36

km2/y。总体上呈扩展趋势。

6 成果讨论

从本次工作成果来看 , 经 数十年努力 , 吉林省

西部沙化趋势有所控制 , 扩展速度并不高 , 但仍不

可忽视 , 因土地沙化受自 然及人为因 素的共同影

响 ,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讲 , 人为因素的影响显得 更

为突出 , 如果人们合理利用沙地资源 , 减少对 自然

植被的破坏 , 注意加强人工植树种草 , 增加 植被覆

盖度 , 同时慎重开垦农用沙地 , 并保持农业 耕作的

持续性 , 避免随意弃耕沙地 , 对已有沙地 治理措施

适当 , 可减少土地沙化的扩展 , 促进吉林省西部地

区农业生态环境向良性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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