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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麝类有原麝、林麝、马麝、黑麝、喜马拉雅麝及安徽麝6种，分布在我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动物。
麝香的利用和记载可追溯到我国历史上2000多年前，现代我国传统中药以麝香作为配方的方剂已
达2000余种，但历史上对麝资源无计划的利用，致使麝资源已进入濒危状态。
本书从麝的分类系统学、生态生物学、组织解剖学。
生殖生理学及麝香（腺）囊及麝香5个部分开始，到麝的饲养繁殖、现今的分布数量、麝资源面临的
形势以及我国拯救麝计划与建设规划等共10个部分做了完整的介绍，对麝资源的保护利用提供系统依
据。
本书可为相关管理人员、院校师生提供参考，也可为麝类养殖、利用业提供可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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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切实加强对利用企业的监管：从以往的情况来看，企业擅自收购野生动植物材料的情况普
遍存在，特别是在原材料稀缺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单纯从自身需要出发，通过多种渠道竞相擅自收购
野生动植物原材料。
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国家对资源消耗总量失去宏观控制，大量非法猎捕、走私来源的野生动植物进入
流通领域。
实质上，擅自收购和乱捕滥猎、乱挖滥采的歪风，最终导致资源急剧下降，甚至陷入濒危的境地。
许多企业擅自收购麝香，导致麝类大量被盗猎，直至濒危境地，就是教训深刻的例证。
针对上述问题，按照国务院有关加强麝类保护及入药管理的精神，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部门开始对所
有库存麝香加强了监管，企业即使动用自身库存麝香进行生产也必须首先获得批准，才能投料制药。
今后，企业生产药品所使用的麝香原料来源不清，将按非法收购麝香论处。
对其他野生动植物，也将严格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按上述办法执行。
这样做的根本目的，还是保护野生动植物和维持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3） 强化对野生动植物产品流通的监管：在这一方面，今后将重点开展的工作是推行野生动物
产品的标记制度。
对中药，国务院已批准在含麝香中药上使用，对其他含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成分的中药也应逐步实行统
一标记制度。
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维护合法生产经营者权益。
标记后产品即可视为合法生产经营的野生动植物产品，无需在各个环节重新进行核实和审批，使其合
法生产经营过程更为便利和高效，以避免烦琐申报程序，提高生产经营的时效性；二是便于加大对非
法生产经营行为的打击力度。
野生动植物制成品难以识别一直是保护执法中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通过标记，可以明显地将非法生
产和合法生产的产品区别开来，便于执法人员执法查处，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也有利于消费者自我
保护，自觉抵制非法生产的产品。
根据以往调查掌握的情况，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存在两种情况，第一就是生产企业本身非法收购不正常
来源的野生动植物原材料，加工生产之后与合法获得的原材料混在一起超量生产成产品后进人市场销
售，其后果是刺激了乱捕滥猎活动，资源因此必然遭到损害；另一种情况是，企业在没有原材料的情
况下生产的假药或者仿冒药品进入市场，其后果是严重危害消费者利益，甚至身体健康。
而通过采取标记管理措施，其根本目的就是遏制上述非法生产经营行为，使非法收购野生动植物原材
料生产的产品无法合法进入市场，盗猎、走私野生动植物就难以获得市场利润，最终有利于遏制盗猎
、走私野生动植物的犯罪势头，有利于维护公共卫生健康，从而有利于中药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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