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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药科大学新建成的药用植物园为例，结合园区的中医药文化建设情况，对园区的植物配置和景观分区

进行解析，探讨药用植物园的药用植物教学和科学普及功能，为高校附属药用植物园的建设提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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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用植物园是对药用植物进行迁地保护或引

种驯化，保存传统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和开展药学教

育的园林景观［１］，是以种植药用植物为主，供科学

研究、科学普及以及游赏的专类园。 药用植物是中

药、中药饮片、中成药的主要物质基础，是医药院校

相关专业的重要学习对象［２］，因此药用植物园是医

药类相关专业学生开展实践学习的重要场所。 中

医药是中华先祖留下的一份丰厚的科技文化遗产，
而药用植物园是中医药文化展示和表达的有效载

体［３］，因此药用植物园在规划上都会将中医药文化

的表达作为重要的设计理念。 高校附属药用植物

园集教学、科研、植物种质资源保存、科学普及、休
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同样也是重要的绿化景观，
在教学实践以及校园绿化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中国药科大学药用植物园为例，结合其中医

药文化建设的情况，对园区的植物配置和景观功能

分区进行阐述和分析，探讨药用植物园在药用植物

教学和科学普及功能的应用。

１　 药用植物园概况

中国药科大学药用植物园于 ２００６ 年从江苏省

南京市北郊的燕子矶地区搬迁至江宁校区。 现位



于校园北部，占地 ２０ ｈｍ２多，配套有温室 １ ０００ ｍ２，
荫棚１ １００ ｍ２，药苑路分为东西 ２ 区。 西区面积约

１１ ３ ｈｍ２，是搬迁初期的重点建设区域，采取仿野生

的栽培模式，目的是为了更真实地反映植物原本的

生长环境。 东区面积约 １０ ｈｍ２，其修缮建设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启动，东区本着“自然生态、科学内涵、中医

药文化”的设计理念，采取人工引种为主的栽培模

式，在丰富物种的同时，完善了整个园区的中医药

文化内涵的展示。 经过 １０ ａ 余的建设，整个园区现

已初具规模，主要种植各类药用植物 １ ０００ 种余，其
中乔木和灌木类植物近 ２００ 种，草本植物近 ８００ 种，
温室植物 １００ 种余。

２　 植物配置和景观建设情况

中国药科大学药用植物园本着“自然生态、科
学内涵、中医药文化”的设计理念，主要借助景观、
药用植物、符号、声像系统等途径进行中医药文化

的营造和渲染。 全园以药用植物为核心，将太极八

卦、阴阳五行的中医理论融入园林景观，以李时珍、
陶弘景等医药名家为主题设立景观点，结合神农尝

百草的神话传说设立百草园，同时考虑到园林的艺

术性，规划设计有牡丹芍药园、水杉林等，湖区上保

留有历史古迹八公桥。 此外，药用植物园配套建设

了温室设施，以保证南京地区无法露地越冬越夏药

用植物的正常生长。 综合地势、土壤、小气候、景观

效果等因素，全园被划分为 ９ 大功能区（如图 １），主
要包括：时珍广场、太极八卦、水生植物区、牡丹芍

药园、百草园、种质资源圃、藤蔓植物区、温室植物

区、岩生植物区、木本植物区。
２．１　 景观区域划分及其植物配置

（１）时珍广场：结合药用植物专类园的特点，选
择中药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李时珍为核心，突
出展示中药发展的全盛期。 在园区的主入口 Ｙ 字

交点处进行广场建设，以李时珍采药的雕像为中

心，配植苏铁、麦冬、常绿的绿篱等植物，烘托广场

庄严的气氛（见图 ２）。 设立标牌，概括展现明代医

药学家李时珍的伟大成就。
（２）太极八卦和阴阳五行：由时珍广场进入，一

侧到达太极八卦种植区，另一侧到达阴阳五行种植

区。 选取地势平坦、宽阔的区域建设这 ２ 个分区。
太极即为天地未开、混沌未分阴阳之前的状态，为
阴、阳二仪。 八卦是《周易》中的 ８ 种基本图形，分
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８ 种自然现象，以

图 １　 植物园整体布局图

图 ２　 时珍广场

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 太极八卦是中医学的基

本理论，用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以红花檵木、金
边黄杨、龙柏、雀舌黄杨等灌木代表太极和八卦的

各部分，采用绿篱的种植方式，种植成图案。 阴阳

五行是道学的一种系统观，即木、火、土、金、水 ５ 种

物质的运动，中医学用五行相生相克等关系来解释

人体的生理功能，说明机体病理变化，用于疾病的

诊断与治疗。 阴阳五行种植区的设计方法与太极

八卦相似，以不同的木本植物代表五行的各部分，
采用丛植的种植方式。 太极八卦和阴阳五行是中

医的重要理论，因此设立这 ２ 个区域来体现中医的

文化内涵。
（３）水生植物区：水生植物区位于植物园中心

湖区，以水岸边水杉林为背景，在水边种植各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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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湿地植物如慈姑、灯芯草、美人蕉、海寿花、鸢尾

等，与水中的荷花、芦苇等相结合，相互搭配，形成

明暗变化、收放自如的水面空间（见图 ３）。

图 ３　 水生植物区

（４）牡丹芍药园：综合考虑药用植物的科学普

及功能、园林景观的观赏效果，建设牡丹芍药园。
牡丹、芍药均是重要的中药材，牡丹的根皮即中药

丹皮具有清热凉血、活血化瘀之功效；芍药的根即

中药白芍具有养血调经、敛阴止汗之功效。 牡丹花

大且美，香色俱佳故有“国色天香”的美称，更被赏

花者誉为“花中之王”，芍药因其与牡丹外形相似而

被称为“花中宰相”。 牡丹和芍药，无论是在中国传

统花文化，还是在中医药文化，都占据着浓墨重彩

的一笔，是典型的观赏药用植物。
（５）百草园：百草园位于全园次入口的路口处，

取名自“神农尝百草”的神话传说。 种植华东地区

可露地越冬、越夏的部分草本、木本药用植物，是全

园教学活动、科普活动和参观游览的中心。 植物采

用克朗奎斯特分类系统进行排列，采取规则式种植

方式，主要有白及、红花、菘蓝、丹参、南沙参、金银

花、马鞭草、浙贝母等约 １１０ 科 ２４０ 种余药用植物，
集中展示药用植物的无穷魅力。

（６）种质资源圃：本区为药用植物园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存的主要场所之

一。 种质资源圃收集了来自我国各地药用植物约

４００ 种，是本园面积最大、植物数量最多的区域，主
要用于药用植物的保存、保护、培育、教学与研究。

（７）温室植物区：借助日光温室栽培热带亚热

带植物，确保其顺利越冬。 该区主要种植包括凤

梨、芦荟、黄花夹竹桃、鹤望兰、番红花、西番莲等热

带亚热带药用植物，以及仙人掌、骨碎补、石斛、重
楼等特殊生境的盆栽及野生植物。 配套有荫棚区，
以应对夏季高温。

（８）岩生植物区（弘景亭）：在全园选取山坡地

势建设岩生植物区，种植佛甲草、虎耳草、爬山虎、
络石等岩生药用植物，或与灌木组合，或与山石搭

配，构成自然的生态景观。 建设有茅草双亭，取名

曰“弘景亭” （见图 ４），以纪念“山中宰相”陶弘景

结草为庐，采药种药，赠医送药，寄情山水的情怀。

图 ４　 岩生植物区（弘景亭）

（９）木本植物区：本区植物配置以观叶、观花、
观果的药用木本植物为主，营造不同的季相变化。
近处坡面或散植花灌木，片植地被菊、诸葛菜、金鸡

菊、百日草等，以乔木为背景，和花灌木相搭配，创
造出小中见大、步移景移的园林生态群落。

药用植物园水生植物区保留有古桥，名“八公

桥”，为明代古迹（见图 ５）。 在进行植物园东区修建

时对其进行了修缮，既保证了安全性，又较好地保

留了古迹的原貌，增添了药用植物园古色古香的韵

味，也烘托了中医药文化的悠久历史。

图 ５　 八公桥

百草园附近的草坪处设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徐

国钧的铜像，以纪念中国药科大学教授徐国钧先生

在生药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突出其在中

国生药学学科和药学事业的发展上所做出的杰出

贡献，让公众知晓和铭记这位伟大的药学家，弘扬

和传承中国的药学文化。
２．２　 标识及辅助设施

除了借助景观、药用植物途径来烘托中医药文
化，还在各个景观点设立标牌，对各个景观点进行

３５第 １ 期 陈晶鑫等：中国药科大学药物园的教学和科学普及功能



简介，以文字形式展示其中所蕴含的中医药文化。
在园区的各个岔路口处设立路牌，路牌采用万向标

形式，黑底白字，更显古朴。
此外，在药用植物园展厅设有展板，定期举办

各类主题展览，如“江苏省特产药用植物展” “珍稀

濒危植物保护科学普及展” “中医药文化长廊展”
“植物漫画哲学展”等，围绕药用植物园的设计理

念，以文字、图片的形式，更直观地弘扬中医药文

化。 展厅前端还设有多媒体显示屏，不定期播放有

关药用植物、中医、中药等方面的科学普及宣传影

像，使药用植物园的中医药文化展示更加生动。

３　 药用植物园的教学功能

高校附属药用植物园集教学、科研、植物种质

资源保存、科学普及、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同样

也是重要的绿化景观，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起着重要

作用。 药用植物园为医药院校相关专业，尤其是为

中药学专业的学生开展药用植物学、生药学、植物

栽培学等课程提供药用植物素材、试验材料以及实

践的场地，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弘扬了传统的中医中

药文化。
３．１　 为教学科研提供植物素材及实践场地

药用植物园是开展药用植物学、生药学、中药

识别等课程的重要实践场地，每年承担大量的教学

任务。 百草园种植种类丰富的草药植物，温室植物

区种植在南京地区需保护越冬越夏的药用植物，这
２ 个区域为学生提供了主要的植物识别素材。

牡丹芍药园种植不同品种的牡丹和芍药，属于

园中专类园；藤蔓植物区、木本植物区以植物形态

为标志种植藤蔓及木本药用植物；水生植物区以植

物生境为标志，种植水生或湿生的药用植物。 通过

这样的景观分区，使学生分门别类了解药用植物的

不同分类方法。 学生通过校内植物园识记药用植

物，不仅便捷，而且学习效果良好，有利于反复巩固

与识记，也便于随时观测药用植物的物候，全方位

掌握相关知识。
３．２　 多角度弘扬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是中华先祖留给后人的一份丰厚的科

技文化遗产，其中所包含的中医药发展史、中医理

论及疗法、名医名家、杏林典故、药用植物等诸多内

容，博大精深。 时珍广场、太极八卦和阴阳五行种

植区、岩生植物区（弘景亭）等区域，主要以药用植

物、建筑和铺装营造景观，表达不同的中医药文化。

中药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在药用植物园进行专业

知识学习的同时，体会园区所蕴含的中医药文化内

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

对传统中医药的理解与认识，对知识的识记起到一

定的强化作用。
此外，中国药科大学作为以药学为特色的高等

院校，其培养的学生在不同程度上都具备一定中医

药相关背景。 作为江苏省科学普及教育基地，药用

植物园每年承担非中药学专业的班级、上百名学生

的中药识别课程的教学。 园区所蕴含的中医药文

化内涵，使这些非医药类专业的学生更加形象、生
动、直观地了解中医中药的相关文化知识，增强了

非中医药专业背景学生的文化底蕴。

４　 药用植物园的科学普及功能

科学普及就是让公众尽快、尽可能地理解科研

创新的成果，使科研创新真正进入社会［４］。 药用植

物园集教学、科研、科学普及、游览功能于一身，是
开展公众科学普及的理想场所。 根据国际植物园

保护联盟的分类，有一类植物园就是以科学普及教

育为主的类型［５］，可见科学普及功能在植物园中的

重要地位。 此外，在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破坏的大

背景下，为了提高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科学素

质，在植物园开展科学普及和环境教学［６］，势在必

行。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植物园的科学

普及建设蒸蒸日上，建设了一大批科学普及展馆和

橱窗，组建专业的科学普及队伍，开发各类科学普

及网站［７］，举办各种形式的科学普及活动，均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药用植物园每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

的大量来者到访参观，尤其在节假日及学校各类学

术会议和大型活动的举办期间，更是成为展示校园

风采的一张名片。 药用植物园是对附近幼儿园学

龄前儿童进行环境教育的理想场所，是对全市中小

学生进行药用植物知识和中医药文化普及的实践

场地，向广大公众科学普及了传统的中医中药知识

及文化，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广泛传播。

５　 结语

作为高校附属的药用植物园，中国药科大学药

用植物园的教学和科学普及功能的应用不容忽视。
经过近几年的建设，园区各景观区域已初具规模，
景观效果日渐呈现，可供学生识别、学习的药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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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类也在稳步增加。 现已将太极八卦、阴阳五行

等中医理论，李时珍、陶弘景等名医名家，神农尝百

草的传说，以及各类宣传版面和一系列的标识系统

融入园区。 药用植物种类的丰富以及中医药文化

的应用都需要日积月累的建设和沉淀，更需要巧妙

的发掘和斟酌。 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

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现阶段整个园区的中医

药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硬质景观、药用植物种植以

及多媒体设施上，缺乏小而精的细节体现，因此需

要进一步对园区的文化建设进行发掘，从细节上展

示中医药文化的精妙之处。 此外，还可以将文化深

入浅出地渗入到植物园现有的网络信息平台之上，
从信息层面进行建设。 随着药用植物园规模的扩

大以及专业建设队伍的充实，药用植物园的物种多

样性会逐步丰富，中医药文化内涵的建设也一定会

更加完善，相信药用植物园教学与科学普及的功能

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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