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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国70年来,我国在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笔者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国

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确定的28个“十三五”重点中药材品种为基础,检索了1949—2019年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

的有关文献;并对检索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建国70年来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进展;同时对中药

材植物保护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以期为中药材植物保护事业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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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知网(CNKI)中选择期刊、国内会议论文、国际会议论文以及学术辑刊为数据库来源,采取高级

检索方法,以主题=(中药+中药材+黄芩+柴胡+黄芪+桔梗+黄连+栝楼+党参+丹参+重楼+天

麻+连翘+金银花+板蓝根+甘草+枸杞+肉苁蓉+菊花+杭白菊+牡丹皮+石斛+苍术+太子参+玉

竹+穿心莲+茯苓+三七+人参+沉香)并且含有主题=(病害+虫害+害虫+杂草+草患+鼠患+鼠害+
贮藏+防治)进行检索,共得到2797条文献记录(文献发表日期为194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0日,
药材种类的检索主题词依据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提出的“十三五”期间28个重点品种确定).在泛读的

基础上对文献发表年代数量变化、核心作者和机构、来源刊物进行数据统计,并对研究历程、主题热点和

发展趋势等情况进行判读,以分析国内中药材植物保护相关研究历程、研究概貌和研究趋势.

1 我国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文献调研概况

1.1 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

本文统计了1949-2019年间国内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的年度发文趋势.可以看出,国内中药材植物保

护研究的文献数量呈总体上升趋势.该领域最早的文献是杨琦、沈栋侠于1959年发表在《南京药学院学报》
上的《药用植物病虫害的观察》一文.从具体的时间分布来看,1959—1983是国内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的早

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文献量较少,增长速度缓慢,年均发表文章数低于10篇;1984—2001年为第二发展

阶段,较早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年度发文量有较大的增长,每年文献量在10到50篇之间波动,但没有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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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持续增长的态势;2002—2012年为比较快速的发展阶段,年均文献量超过100篇;2013—2018年这6年

间增长态势明显,年均文献量超过150篇,其中2015年的发文量是历年最高水平,达到了191篇.进入21
世纪以来近20年的文献数是20世纪后期40年文献数的5倍多,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药材植物保

护的研究越来越多,大量相关研究成果被正式发表(图1).

图1 1949-2018年间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文献发文趋势

1.2 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文献的空间分布

1.2.1 作者分布

中药材植物保护领域发文量较高的作者有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程惠珍、陈君等,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张蓉、张宗山等,云南省文山州三七科学技术研究所陈昱君、王勇等;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

所吴连举等,沈阳农业大学傅俊范、周如军等,吉林农业大学高洁等.将1949—2019年间国内中药材植物

保护研究的文献导入CiteSpace软件,并对其发文作者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国内中药材植物保护研

究中,作者的合作情况较为常见,且形成了由陈君、张蓉、丁万隆、程惠珍、陈昱君、王勇、张宗山、李锋、

吴连举、李刚等人为中心的几大较为稳定的作者合作群体(图2).

注:仅显示发文量大于5次的作者,字体大小体现发文量的大小,图中的连线表示作者间的合作关系.

图2 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文献的发文作者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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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机构分布

发文量居前15位的国内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机构见图3,显示我国在该研究领域发文比较多的机构主

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如吉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农林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沈阳农业大学、宁夏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和甘肃农业

大学等.

图3 中药材植保研究文献的发文机构(前15位)

1.2.3 来源期刊分布

检索得到的2797篇文献中,期刊文献占85%,硕博论文占10%,会议论文占4%,报刊文章占1%.
通过对检索文献的期刊分布分析可以看出,中药材植物保护的研究论文发表期刊较为分散,涉及400多种

刊物,以植物保护类、农业类和中医药类的刊物较多.从载文量较大的16种刊物来看,《中国植保导刊》《中
药材》《植物保护》和《北方园艺》等是核心刊物.该领域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论文量仅占总数的22%,表明

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的文献质量还有待提升(表1).

表1 中药材植保研究文献期刊载文量排名(大于30篇的刊物)

序号 载文刊物 论文篇数

1 现代农业科技 66
2 农药市场信息 60
3 中国植保导刊 59
4 中药材 54
5 宁夏农林科技 50
6 植物医生 50
7 植物保护 49
8 人参研究 49
9 安徽农业科学 40
10 特产研究 34
11 农业科技与信息 33
12 现代农村科技 33
13 北京农业 32
14 特种经济动植物 32
15 植保技术与推广 32
16 北方园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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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发展历程和热点主题

1.3.1 研究发展历程和趋势研判

基于CiteSpace的关键词时区图可以清晰地展示出高频关键词第一次出现的年代,较为直观地体现了

关键词的年代分布.因此,根据高频关键词的年代分布可以分析出某一领域研究的发展历程或概貌,再根

据对最近几年出现的高频关键词的判读,还可以进一步预测某一领域研究的前沿趋势.图4显示了中药材

植物保护文献研究高频关键词的时区分布情况.
从图4可以看出,自1949年以来,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

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关注了菊花和菊属类药材的虫害问题,这也是中药材植

物保护的问题提出阶段,包含高频关键词菊花、菊属、蚜虫等;第2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左右,
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更加广泛地关注多种药材,特别是补气药,如枸杞、天麻、人参等,包含高频关键词补

气药、枸杞、中药材、病虫等;第3阶段为2000—2019年,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了病虫害的发生规

律及其防治技术和措施,包含高频关键词金银花、发生规律、防治技术、综合防治等等.

注:关键词节点越大,代表其出现的频次越高.关键词在图中所处的年份段代表其首次出现在文献中的发表时间,

关键词中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关系,即其曾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献中.

图4 中药材植保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时区图谱

1.3.2 研究热点和主题分析

利用CiteSpace软件对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到关键词图谱(图5).从图5可

以看出,图中最大的节点为病虫害,其次是防治和防治方法,这跟检索的主题紧密相关,也是该领域关注

的主要问题.具体到检索涉及的28种重点中药材,菊花或菊属是病虫害防治中学界最为关心的一个子类

别,其他受关注较高的药材还包括人参和金银花等;从病虫害的类别上,蚜虫、根腐病、杂草、人参黑斑病

等受关注较多;从防治的方式方法上来看,农药剂型、取代苯类杀菌剂和可湿性粉剂等与化学防治密切相

关的问题是讨论的热点主题.这些高频关键词信息和图4中的一致,它们都代表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的主

要内容.

2 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进展

对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627篇文献的研究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发现中药材植物保护领域的研究重点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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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防治方法、病虫害发生危害规律、病虫害种类描述和预测预报,分别有651,224,210和12篇次文献涉

及.其中,研究报道防治方法的又以化学防治法为主,文献占比为49.0%(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

和化学防治分别有95,97,44和319篇次,综合防治有96篇次).

阈值设置为Top10,词频在10次以上.

图5 中药材植保研究的关键词图谱

2.1 中药材有害生物种类及描述

基于设定的检索条件,截至2019年8月30日,国内共报道危害中药材的有害生物共808种,其中虫

害348种、草害284种、病害154种、其他22种.中药材害虫以鳞翅目(115种)和鞘翅目(95种)昆虫最多,
其次是同翅目(35种)、半翅目(22种)、双翅目(18种)、直翅目(17种)昆虫和蜱螨目(10种);绝大多数害

虫以咀嚼或刺吸的方式危害中药材的茎、叶,少数害虫如蝼蛄、金龟子等危害地下的根,也有部分害虫如

药谷盗、赤拟谷盗等在贮藏期危害.中药材病害以真菌病害为主,报道有100种,以半知菌、子囊菌、担子

菌和鞭毛菌为主,细菌和病毒病害分别有24种和9种,还有少量线虫和生理性病害.不同病害传播方式和

侵染部位不同,总体以气流、雨水和土壤等传播方式为主,而根、茎、叶和果实都可成为侵染部位.杂草主

要以争夺养分的方式危害中药材,中药材杂草以菊科(84种)和禾本科(39种)为主,其次是蓼科(17种)、
藜科(13种)、苋科(11种)、唇形科(11种)、十字花科(10种)、旋花科(9种)、豆科(8种)、大戟科(7种)和
石竹科(7种).菊科中1年生杂草占比较大(66%),禾本科1年生和多年生杂草相当.

国内已经报道过病虫草害的中药材品种共153个,包括28个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确定的“十三

五”重点品种.其中以枸杞、人参、菊花、金银花、黄芪、三七、石斛、甘草、黄连、板蓝根、太子参、天麻、
桔梗和丹参等品种报道较多(表2).例如枸杞,文献共报道有虫害67种,病害26种,草害15种:主要害虫

有木虱、负泥虫、瘿螨、蓟马、红瘿蚊、蚜虫和实蝇等[1],主要病害有叶斑病、黑果病、流胶病、白粉病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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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病等.人参共报道了虫害40种,病害39种:主要害虫有金针虫、蛴螬、地老虎、蝼蛄、象鼻虫和土蝗等,

主要病害有立枯病、锈腐病、根腐病、黑斑病、疫病、菌核病、灰霉病、猝倒病、日灼病和红皮病等[2].菊花

上共报道虫害71种,病害48种,草害10种:主要病害有白粉病、枯萎病、锈病、花叶病、青枯病、斑枯病

和灰霉病等,主要虫害有蚜虫、黄胸蓟马、美洲斑潜蝇、地老虎、蛴螬等.金银花上共报道有虫害98种,草

害42种,病害17种:主要虫害有蚜虫、红蜘蛛、天牛和金银花尺蠖等,主要病害有褐斑病、白粉病、炭疽

病和锈病等.文献涉及的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确定的28个“十三五”重点中药材品种病虫草害汇总见

表2.

表2 “十三五”期间28种重点中药材品种文献数量统计

序号 中药材品种 涉及文献篇数

1 枸杞 489
2 人参 317
3 菊花 263
4 金银花 192
5 黄芪 143
6 三七 103
7 石斛 97
8 甘草 86
9 黄连 79
10 板蓝根 77
11 太子参 72
12 天麻 64
13 桔梗 61
14 丹参 59
15 党参 41
16 柴胡 35
17 栝楼 29
18 黄芩 28
19 重楼 20
20 苍术 13
21 玉竹 11
22 茯苓 11
23 穿心莲 7
24 牡丹皮 6
25 连翘 5
26 肉苁蓉 5
27 沉香或益智 2
28 麦冬 1

2.2 中药材有害生物发生危害规律

2.2.1 中药材病虫害预测预报

目前,相对于农业病虫害预测预报研究,有关中药材病虫害预测预报的研究报道还很少.杨建忠等[3]

利用回归分析建立了三七黑斑病预测模型,明确了三七黑斑病与温度、湿度和降雨量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相关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湿度、温度、降雨量.李小文等[4]依托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

(GPS)、遥感系统(RS)以及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数据建立了宁夏枸杞病虫害网络监测预警系统,实现了

宁夏枸杞空间分布精准化和可视化管理以及病虫害实时动态监测和早期预警,利用现代农业信息技术推动

宁夏枸杞病虫害预测预报的发展,保障了枸杞产品质量安全.白嫄[5]通过对全国200多个山茱萸产区病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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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经纬度和海拔等数据进行调查,利用反距离加权插值(IDW)法建立了山茱萸病虫害预测模型,可有效

预测山茱萸病虫害发生和分布.
2.2.2 中药材病虫草害发生危害规律

中药材种类多,有害生物发生也多,同一种有害生物在不同中药材品种上发生危害规律可能会存在较

大差异,因此,系统研究中药材病虫草害发生危害规律,为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提供基础的理论支撑是中药

材植物保护领域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沈亮等[6]报道人参金针虫发生时间是5—7月,危害人参地下根茎和幼

茎等部位;人参锈腐病发病时间是5—9月,发生于根部和根茎部.曾华兰等[7]研究了川芎主要病虫害及其

发生危害规律,发现川芎斜纹夜蛾在7—8月大量发生,7月中旬调查有虫田块高达78%,从幼龄开始就啮

食叶片,4龄后进入暴食期,咬食叶片,仅留主脉,危害严重可将川芎取食成光杆;川芎根腐病从4月中下

旬至6月中旬进入盛发期,川芎感病后侧根先变褐腐烂,逐渐向主根蔓延,最后导致全根腐烂,从而引起

地上部茎叶自下向上枯萎,最后全株枯死.孙世伟[8]通过对汉中地区黄精的主要害虫进行调查研究,明确

了黄精生产中主要害虫有对叶片危害严重的二斑叶螨、蚜虫、山楂叶螨以及对根茎危害严重的小地老虎、
蛴螬,其危害盛期分别为6月下旬至8月初、5—6月、5—7月、5月中下旬、6—8月.员冬梅等[9]研究了板

蓝根桃蚜发生危害规律,发现桃蚜在板蓝根上可发生8~10代,致使板蓝根产量下降18.47%~35.82%.
2.3 中药材有害生物防治技术

2.3.1 农业防治

中药材种植中也可因地制宜选用农业措施,进行有害生物防控.比如,通过冬季翻耕土壤,可有效消灭

山药越冬害虫和病原,降低山药病虫害的发生[10];通过选育优良的抗病品种,可有效防止太子参叶斑病、
根腐病和立枯病等病害的发生[11];红花种植过程中加强与禾本科作物轮作倒茬,对蛴螬有一定的防治作

用;防风种植过程中,避免与豆科植物连作,可有效防止豆荚螟、蛴螬和根瘤象甲的发生[6];收获后及时清

除杂草和携带有病虫的残株,可破坏产卵场所并利用低温杀死越冬虫卵[12-13];通过灌水可以杀灭一部分地

下害虫,如蝼蛄、地老虎和蟋蟀等,同时合理的小水灌溉可有效避免山药线虫病的大面积发生[14].
2.3.2 生物防治

陈君等[15]研究表明多异瓢虫、七星瓢虫和中华草蛉对枸杞蚜虫和甘草蚜虫具有很好的控制作用;

Dong等[16]人研究表明枯草芽孢杆菌可以很好控制人参根腐病;孙世伟[8]研究表明阿维菌素可以很好地控

制黄精中二斑叶螨和山楂叶螨,并且不会造成农药残留超标.烟碱、印楝素、苦参碱、大蒜素和藜芦碱等植

物提取物可以很好地控制中药材病虫害发生[17].比如印楝素对中药材鳞翅目、半翅目和鞘翅目害虫有比较

好的防效,同时苦参碱可有效控制中药材中蚜虫、红蜘蛛和菜青虫等[18];印楝素还可以很好地防治地下害

虫和线虫[19].
2.3.3 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具有安全无污染的特点,主要方法包括利用害虫的趋光性,使用诱捕灯对害虫进行诱杀,如

利用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诱杀红花金针虫成虫[20],利用黑光灯诱杀竹节参蛴螬、地老虎[21]等;根据害虫对

特定颜色的趋避性,利用色板或色膜对害虫进行诱杀或驱避,如利用黏虫黄板诱杀广金钱草有翅蚜虫和叶

蝉类害虫,利用糖醋液诱捕夜蛾类害虫[22]等;通过覆盖地膜,在夏季时,显著提高地温,杀死土壤中害虫、
病原菌和杂草种子等;利用紫外线照射,也可杀死中药材或者土壤中的病原菌和虫卵;利用除草布防除中

药材田间杂草;防虫网的应用可有效预防迁飞害虫侵入等;利用豆芫菁白天多在植株顶端活动和群集为害

的习性,进行人工捕捉,或用网捕,减少田间虫口密度[23-24].
2.3.4 化学防治

随着中药材产业化进程加快,以及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化学防治逐渐成为中药材病虫草害防控的常

用方法.比如在无公害黄连种植过程中,已使用化学农药进行病虫害防治:黄连枯萎病可用甲基托布津和

多菌灵进行防治,黄连圆斑病、黑斑病和白粉病可采用嘧菌酯、戊唑醇、异菌脲等杀菌剂进行防治,黄连害

虫可用阿维菌素、噻虫嗪、吡虫啉和抗蚜威等进行防治[25].在山药、地黄、牛膝和菊花种植过程中,斑枯病

可用代森锰锌、多菌灵、烯唑醇、甲基硫菌灵和代森锌等化学杀菌剂进行防治,根腐病可用甲基菌硫灵、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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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双、代森锌和恶霉灵等进行防治,蚜虫、蓟马、白粉虱可用吡虫啉、噻虫嗪、吡蚜酮和抗蚜威进行防治,
红蜘蛛、菊叶螨等害螨可用炔螨特、乙螨唑、噻螨酮和噻虫嗪进行防治,金针虫、蛴螬、地老虎等地下害虫

可用阿维菌素、高效氯氟氰菊酯等进行防治[2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农药的生产和使用实行严格的登

记制度,现行《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登记

物种、使用方法和剂量进行防治,不得扩大使用范围或者改变使用方法.”然而目前,我国在中药材上登记

的农药品种还很少,仅在人参、枸杞、三七、杭白菊、延胡索和白术等少数品种上有农药登记.其中,在人

参上登记的农药品种最多,有防治人参灰霉病的乙霉·多菌灵、多抗霉素和嘧菌环胺;防治人参黑斑病的

代森锰锌、多抗霉素、丙环唑、苯醚甲环唑和异菌脲;防治人参金针虫的噻虫嗪、噻虫·咯·霜灵[27].但
是,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有的药农根据农作物用药经验自行选用未在中药材上登记的农药产品进行中药

材病虫草害防治,这属于典型的违规用药,存在极大的风险和隐患.
2.3.5 综合防治

中药材品种多,病虫草害种类多,发生规律各异,难以通过单一防治手段对其有害生物进行有效防控,
需要将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等措施进行有机结合,实施综合治理.例如以合理耕作、
品种筛选、水肥管理、合理间作和轮作、清洁田园等农业防治方法,结合以虫治虫、以鸟治虫、以菌治虫、
以菌治病、生物源农药的生物防治,再加上紫外照射、灯诱、色板趋避、覆盖地膜、防虫网等物理防治技

术,达到综合防控的目的[12,15].“九五”和“十五”期间,程惠珍等[28]构建了“中药材病虫害防治技术平台体

系”,将以虫治虫、以菌治病和植物源农药等生物防治手段应用到中药材病虫害防治中.“十一五”期间,在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药材病虫害防治技术平台”的基础上,陈君等围绕我国不同地区代表性大宗药材(人
参、甘草、西洋参、黄连、玄参、枸杞等10余种),根据病虫害发生规律和危害特点,重点针对蛀茎性害虫、
多发性害虫、地上病害和土传病害,组配以生物防治为主体的中药材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初步构建了中

药材无公害病虫害综合防治体系[15].

3 我国中药材植物保护存在的问题

3.1 中药材发生的有害生物种类多,但研究重点不突出

我国常用中药材有600多种,其中人工种植的已达300余种;本研究检索的2797篇文献中,涉及中药

材153种,有害生物种类共计808种.就单一中药材种类而言,发生的有害生物种类也较多,据报道,枸

杞、菊花和金银花等在生长过程中可遭受70多种害虫侵袭.相较于农作物有害生物防控,中药材领域还多

限于有害生物种类的调查和描述,而根据有害生物发生规律、危害特点,并结合经济阈值分析,明确某一

种或某一类中药材上主要有害生物并实施重点防控的有关研究和报道还很少.在农作物植物保护方面,经

过广大植保科技工作者长期、系统的研究,至少在主要农作物上,主要有害生物和重点防控对象是比较清

楚的,比如水稻常见病虫害有75种[29],但常年重点防控对象是“三病三虫”,即稻瘟病、水稻纹枯病、水稻

白叶枯病、稻螟虫、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
3.2 研究力量薄弱,研究的系统性不够

农业领域植物保护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形态学与分类学、生物生态学、预测预报学、检验检测技术、防

治技术与策略等,研究内容顺序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可形象比喻为“认识敌人-了解敌人-消灭敌人”;但在中

药材植保领域,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植物保护研究体系.根据文献检索结果,从研究的作者群和研究机构看,
从事中药材植物保护的研究力量还相对薄弱;从研究内容上看,中药材植物保护主要集中在防治对象描述

和防治技术研发方面,对病虫害生物生态学和发生危害规律,尤其是预测预报的研究还很少,呈现出“重两

头、轻中间”的特点;同时,对中药材有害生物的天敌发掘与利用的研究也很薄弱.以上研究的弊端使得中

药材有害生物的防控技术研发缺乏基础理论支撑,也少有成熟的、有效的、具中药农业特点的技术大规模

应用.
3.3 农药产品登记少、违规用药现象普遍

目前,我国中药材上登记的农药品种很少,药农在生产实践中更多是参考粮食、蔬菜、果树、茶叶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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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用药而自行选用中药材上的使用农药,这属于典型的违规用药.农药在某种作物或者中药材上获得登记,
至少意味着,登记农药在推荐用量下:1)对防治对象是有效或者高效的;2)对登记作物本身是安全的;3)
在登记作物体内的残留是经过监测且符合标准的;4)在登记作物上的安全间隔期是经过测试和可靠的.根
据粮食、蔬菜、果树、茶叶等作物的用药经验选择未登记的农药品种防治中药材有害生物,本身已超出了

农药的登记使用范围.此外,由于用途和使用部位不同,中药材中最大残留限量的要求很可能与粮食、蔬

菜、果树、茶叶等作物的残留限量要求不同,因此,农药在中药材上的田间推荐使用剂量和安全间隔期也

会不同.中药材上的违规用药情况必须高度重视,应严格按照农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规范中药材农药

使用.

4 中药材植物保护发展建议

根据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现状,以及借鉴农作物植物保护研究及发展思路,笔者对中药材植物保护事

业发展建议如下:

4.1 摸清家底,明确重点

针对中药材及其有害生物种类多,但研究重点不突出的现状,建议以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和道地药

材名录发布为契机,国家设立有关“中药材有害生物及天敌资源”的科技资源调查专项,开展中药材重点品

种或道地药材有害生物及天敌资源调查,在此基础上明确中药材上发生的主要有害生物及重点防治对象.
4.2 研究规律,集成技术

在明确重要中药材的重点防治对象后,着力开展中药材有害生物的生物生态学及预测预报学等基础研

究,研发防治技术并集成示范,推广应用一批具中药农业特点的病虫草害防治技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相

对于虫害和草害,病害对中药材的危害更具有隐蔽性和危险性,因此有关药用植物病害的区域性流行、危

害特点,检疫检测技术研发和病原物的致病机理等亟待深入研究.
4.3 坚持特色,分类施策

在有害生物防控策略方面,应根据中药农业的特点,坚持分类施策.对于经济价值高、生境要求高、产

量需求小的中药材品种,大力探索和推广中药材生态种植模式,有害生物防控中禁止使用化学农药等各类

化学合成的投入品,也禁止采用转基因产品及其产物;对于需求量大、种植面积大、适合机械化生产的中

药材品种,大力实行中药材规范化种植(GAP),病虫草害防控实行“综合治理”,同时在农业领域占重要、
甚至主导地位的化学防治法应降格为次要、补充地位.

5 讨论

中药材种类众多,很难将所有中药材名称列为关键词进行相关查询.笔者将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

确定的“十三五”重点品种作为检索主体,是因为这些品种具有种植面积大、使用量大或药用价值高的特

点,其植物保护问题研究在中药材领域应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当然,本文所总结的并不能代表70年来我国

中药材植物保护研究的全部,仅从文献计量分析的角度对问题进行梳理,客观呈现,促使人们在中药材产

业化不断加快的过程中,更加重视相关的植物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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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past70yearseversince1949,plantprotectionresearchofChinesemedicinematerialshas
achievedconsiderabledevelopment.Basedon28keyherbalspeciesdefinedinNationalChineseMedicine
MaterialsIndustrialTechnologySystemforthe13thFive-YearPlanperiod,theliteratureaboutChinese
medicinematerialsfrom1949to2019inCNKIdatabasewasretrievedinthisstudy.Throughacomprehen-
siveanalysisofalltheretrievedliterature,thedevelopmentprocessandadvancesinChinesemedicinema-
terialsplantprotectionduringthepast70yearsweresummarized.Moreover,theproblemsexistinginthe
protectionofChinesemedicinematerialswereanalyzedandoutlined,andcorrespondingsolutionstothese
problemswereprovided,soastoprovidereferencefortheChinesemedicinematerialsplantprotectionde-
velopmentinthefuture.
Keywords:Chinesemedicinematerial;plantprotection;pest(disease,insectandweed);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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