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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研究室 {6502O4】裴盛基 

1 引言 

近年来民族植物学在世界各 

地的兴起 ，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 

关注。在近 200多年的工业革命 

推动下，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 

突飞猛进 ，现在人们已经进入了 

信息时代和基 因时代。另一方 

面，源出于民间的传统知识，包 

括传统医药知识，在被现代科学 

冷落和漠视了百年之后，又重新 

唤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极大 

兴趣。今年7月 20日至 30日在 

我国昆明召开的 “生物与文化多 

样性——2OOO年国际会议”上， 

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 (IUCN)科 

学委员会主席麦克理 (Jeffrey 

McNee]y)等世界知名学者对全 

球知识 (Global Kmwled )和传 

统 知 识 (TK 即 Traditional 

Knowledge)进行了以下比较和评 

价 (见表 1)。 

民族植物学 Ethnobotany是 

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 
一 门科学。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 

民族民间有关认识、利用和保护 

植物的传统知识及其现代价值。 

由于民族植物学的跨学科性质 

(植物学、生态学、人类学、医 

药学、保护生物学等)，它又派 

生出了若干专门的研究领域，药 

用 民 族 植 物 学 (Medical— 

ethnobotany)就是其中之一领域。 

药用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不同 

文化背景的民族认识与利用植物 

防病治病和保健防护的各种植物 

及其相关知识的一门学科。其研 

究的内容涉及到民族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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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药效成分、用药方 

法、药源保护等。药用民族植物 

学是研究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知识 

的现代科学方法，是建立在尊重 

传统医药知识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的基础上的科学研究手段 其 

次，药用民族植物学又是研究发 

现新药的一个重要途径。 

2 药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原理 

与方法 

药用民族植物学是一个比较 

年轻的科学领域，在我 国只有 

1O多年的历史 (郭辉军：云南 

纳西族药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 

1989年)。鉴于药用民族植物学 

的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和研究内 

容，形成了文、理、医并存的局 

面，其研究的难度是可想而知 

的。目前国外该领域的研究尚于 

研究的初期，尚未形成完整的研 

究方法和系统。根据我国学者的 

专题研究，现择要简述如下： 

． 

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的 3个 

基本原理： 

(1)跨学科研究的学科思 

想：植物学、医学、药学、生态 

学、文化人类学是从事药用民族 

植物学研究的学科基础。药用民 

族植物学研究的设计应建立在上 

述主要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应用 

民族植物学的方法加以综合。 

(2)参与式研究的工作方 

法：研究者必须置身于民族民间 

社区的广大群众之中，广泛吸收 

民族民间医生、药贩和用药经验 

较多的各界人士广泛参与研究。 

不可用简单的方法手段收集资料 

或样品而一走了之。参与式研究 

是尊重民族民间传统知识拥有者 

的体现，也是获取真实信息资料 

的有效方法。 

(3)利益共享与文化生态 

保护的理念：研究者应当有这 

样的理念：民族 民间医药知识 

表1 传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比较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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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人民。一旦药用植物资 

源被开发时 ．开发商应与当地 

社区分享利益，不应助长掠夺 

式开发而留下贫困与生态环境 

的破坏给当地人民。传统医药 

知识的地位应与科学知识一样． 

享有其知识产权保护的合法地 

位。特别是在基因与信息时代， 

我们应当特别关注保护我国各 

旅 人民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民族 

民间医药知识系统及相关的植 

物 资源。在我 国加入 Ⅳm 之 

后 ，外国公 司会以合法身份加 

大对我国传统医药知识和药物 

资源的研究力度和材料收集工 

作。我们对此应有对策。 

药用民族植物学的6种研究 

方法 ： 

以下仅列举我国学者采用的 

6种基本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借助历史 

典籍研究，考证和识别民族民间 

传统药物的正确名称 (基源)、 

起源 、分布和用药方法，以及相 

关的文化、生态、社会记载 内 

容 

《药用民族植物学调查编目》凡例 

(2)调查编目法：对某一地 

区或民族传统使用的各种药用植 

物和保健品，进行实地调查、标 

本采集和信息收集。标本经科学 

鉴定后，进行 “药用民族植物学 

编目”，并以此为依据建立 “药 

用民族植物信息库” 调查编目 

是药用民族植物学的基本工作和 

切人点。每一种民族药都要有一 

个科学名称 、产地和用药信息， 

否则无法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评 

价。 

(3)访 谈 记载 法 ：对于无 

备注：编目应按植物分类系统排列．便于查询；民族名一律用汉语拼音，并注明使用民族 (如 Dai代表傣族 )；编号为 “证据标奉号” 

为记载药物提供的标本证据 

文字记载的民族或药用植物信 

息 ，通过访谈获得相关用药知识 

和信息加以记载。使用专门设计 

的 “问卷表”，采用 “半结构式” 

调查法，选择、确定民族民间医 

生 、药农、药贩为 “信息报告 

员”，进行相对固定的专访调查 

和记载。其结果可为民族药的定 

性调查研究提供资料，成为描述 

该地该民族传统药的主要科学依 

据。 

(4)定量评估法：为量化民 

族药的使用概率、药效、资源量 

和药源保护策略，近年来引进了 

生态学的 “样方法”调查药源； 

数据统计学方法的 “打分排序 

法”、“聚类分析法”和 “线形对 

数模型分析法”等，对民族药使 

用概率 (如确定 “常用药”)、药 

效评价、资源量及保护策略等进 

行定量评估研究。进一步提高了 

我国民族药调查研究的科学性。 

(5)药物化学研究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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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调查结果，确定研究目标药 

物，进行成分化学研究。包括粗 

提物、有效部位 (配合药理研 

究)、有效成分的确定等 民族 

药的化学成分研究，如同中药化 

学成分研究一样，是建立药品质 

量管理标准的重要科学依据。鉴 

于民族药的使用 同样以复方为 

主，很难做到每一个药用化学成 

分的深入分析，目前仍以药物特 

征成分 (Characteristic Ccmpou— 

nas)的确定为主。 

(6)传统医药文化研究方 

法：该研究涉及到医药起源、用 

药传统习惯、用药方法、药源保 

护信仰与实践以及医药在民族社 

会中的作用与地位等诸多方面， 

同样不容忽视 

3 传统民族医药的三大系列 

民族 药 (Etlmomedicine)泛 

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传统 

用于预防、治疗和保健的天然药 

物 民族药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与民族文化、信仰、生态环境密 

切相关 传统医药知识是在特定 

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 

下，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 

的产物，具有突出的民族性 、地 

域性和历史传承性。当今世界上 

有数以千计的民族，其传统医药 

知识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系列 ： 

(1)传统民族医药知识系统 

(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 

System)：如中医药、阿育吠陀医 

药 (Ayulvidic Medicine)、尤纳里 

医药 (Unani Medicine)、藏医药、 

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 

等。 

(2)传统 民族医药知识 

(Traditimad Medical Knowledge)： 

指无文字记载，依靠 “口传手 

授”的方式传承的民族民间医药 

知识。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传统医 

药属于此类。 

(3)萨满教传 医药知识 

(1k S}mmanism)：指巫医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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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药知识。如美洲印第安 

人、北极爱斯基摩、若干非洲原 

始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我国的 

鄂温克、鄂伦春、拉祜、基诺、 

羌等民族的传统医药也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萨满教传医药特征。 

传统民族药知识的起源、演 

化和发展形态各异，十分复杂。 

当今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现代医 

药几乎传遍世界各地，传统民族 

药物仍然为广大原住民社会所使 

用。由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和环 

境的迅速变化，世界各地使用了 

数千年的传统药物正被现代药物 

所替代。曾经广泛存在和应用的 

民族医药知识正在悄悄地解体消 

失。我国的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知 

识也同样面临着消失的危险，特 

别是无文字记载的民族民间医药 

知识，如不及时研究整理，有可 

能在本世纪的 10～20年内永远 

消失。 

4 我国民族药调查研究现状 

建国以来，在党的民族医药 

政策的指引下，我国民族医药学 

得到了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提 

高。特别是自1983年以来，我 

国民族医药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 

展。《中国民族药志》第一、二 

卷早已出版，第三、四卷不久将 

问世，第五至八卷资料正在整理 

中；藏药 《四部医典》、《晶珠本 

草》、《蒙医药学》以及彝医药、 

壮医学史等典籍已整理出版。据 

悉，傣族、佤族、彝族、纳西族 

等民族药志已基本编写完成； 

《回回药方》、道教医学以及记载 

苗、瑶、朝鲜、土家等民族医药 

的典籍陆续发掘发现等，标志着 

我国民族医药学发掘整理工作取 

得了巨大成绩。 

根据近年来的调查研究，已 

知我国民族药种类繁多，内容十 

分丰富。藏药计3 294种，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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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40种以上，彝族药 l 189种， 

羌族药2 301种，纳西族药 800 

种以上，佤族药 8OO种左右，傣 

族药800种以上，哈尼族常用药 

已知 201种。从民族药中开发出 

了一批疗效突出的新药，如灯盏 

细辛、青阳参、傣肌松、竹红 

菌 、红景天、三分三、岩白菜 、 

千斤藤、固公果等数十种新药。 

从民族药中调查发现了可替代进 

口的国产中药材资源数十种，如 

血竭、砂仁、柯子、毛柯子 、马 

钱子、大枫子、毕拔等，我国进 

口南药品种由50年代的70余种 

减少到30余种。 

我国民族医药机构与队伍建 

设从无到有，取得 了发展与壮 

大。目前全国民族医院已发展到 

了 134所，其 中藏医院 56所， 

蒙医院41所，维医院 3O所，其 

他民族医院7所。全国各地建立 

了一批民族医药院校和民族医药 

科研机构共 l5所。藏医药、蒙 

医药、维医药、傣医药等均有专 

门的研究机构；地方性研究机构 

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内蒙师 

范大学民族植物研究所、云南中 

医学院民族医药研究所、云南思 

茅中草药研究所等，均是以民族 

药为研究主体的科研机构。1987 

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是我国 

较早从事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的 

专业研究机构，应用现代研究方 

法在民族药调查编目、民族药化 

学、活性物质筛选、资源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方面，开展了一系列 

研究工作，培养出一批民族药研 

究的硕士和博士，在药用民族植 

物学研究领域里，在国际上处于 

领先地位。 

近50年来，我国民族医药 

研究工作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发 

展，是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不 

断支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民 

族医药的合法地位与科学地位得 

到我国政府的保护与尊重，成为 

世界各国重视发展传统医药的典 

范。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 

发展迅速，生态环境趋于恶化， 

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传统民族药应用范 

围日渐萎缩。中医药发展的巨大 

进步和现代药物的普及在一定程 

度上也影响到民族药的延续和传 

承，说明主流文化在医药领域的 

较强影响。根据近年来在民族药 

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可以归 

纳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1)民族药调查发掘研究工 

作缺乏系统性和统一的方法，大 

量的民族民间医药知识尚未进行 

调查、描述和编目；已经完成的 

工作停留在 70年代传统的中草 

药调查方法和水平上．缺乏多学 

科、跨学科的研究 (特别是医学 

和药学相结合的研究)，缺乏定 

量评估研究和社区参与式研究 

在调查民族和地区的分布上不够 

平衡和全面，若干民族地区尚未 

或较少开展调查研究 ，特别是一 

些跨境民族，如哈尼族、瑶族、 

景颇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 

等。与此同时，西方根据早已在 

泰国、越南、老挝 、尼泊尔 、印 

度等国开展哈尼族 、瑶族 、藏族 

和苗族等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调 

查，先后出版发表了一批书籍和 

论著。 

(2)民族医药知识的传承面 

临断代的危险。根据各地调查的 

情况．民族地区民族医药的从业 

人员主要是草医、乡村医生和与 

宗教活动有关的人士 (和尚、喇 

嘛、东巴、巫师等)。自60年代 

以来，由于原有的学医识药的传 

承机制已被废止或终止，这类人 

员的数量已大幅度减少。目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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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已年过 70，后继乏人，面 

临断代的危险 如纳西族的东巴 

现仅有 2人，均已 78岁；西双 

版纳傣族地区300多处村寨几乎 

找不 出 60岁 以下的村寨傣医； 

内蒙阿鲁科尔沁旗县以下社区几 

乎已没有传统民间医生；在云南 

金平县深山密林中的拉枯村寨， 

没有一个村寨有年轻人愿意学习 

传统医学；四JI}羌族地区也有类 

似的情况。 

(3)民族药资源破坏严重。 

非法采收、贸易活动十分活跃。 

由于近年来制药工业原料需求大 

幅度上升，各地不断发现新药， 

新原料以及边境非法贸易，造成 

民族药资源的破坏严重，有的野 

生种类已濒临灭绝。如重楼、红 

豆杉、地不容、龙血树、石槲、 

雪莲、麻黄、萝芙术、山慈姑、 

千年健、美登术等。药源的枯竭 

与森林的砍伐、草场退化、环境 

污染也有很大关系。某些不科学 

的流传也导致资源的破坏严重。 

如传闻红豆杉木制作茶杯可以防 

癌．“美登术提取物加人香烟可 

以防癌”等。 

5 加强我国民族药工作的几点 

建议 

为进一步加强我国民族药调 

；， 
J 

查研究工作，抢救我国各民族传 

承了数千年的宝贵医药文化财 

富，维护民族团结与边疆地区社 

会稳定，推动西部大开发，保护 

我国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协调，制 

订规划，加大支持力度，在推进 

中医药现代化的同时针对我国民 

族药研究相对滞后和存在的上述 

三个方面的问题 ，现提出以下几 

点建议； 

(1)制订规划、统一部署 

组织全国性民族药传统知识的系 

统调查、编目、描述，建立我国 

民族药信息数据库，编修民族本 

草志书；重点放在无文字记载的 

民族传统医药知识方面，采用现 

代民族药研究方法，对40个医 

生民族的传统医药进行全面系统 

的调查、评估和研究，研究成果 

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2)培养传承民族医药的专 

业人才。在有条件的地区开设民 

族医药专科院校或专业．组织社 

区民族医务工作者职业培训班； 

设立专项支持费用，鼓励民族民 

间医生带徒弟，培养接班人，组 

织民族医生与有关科研单位、医 

药院校一道协同编写教材，使人 

才培养逐步走上正规化、现代 

化。 

(3)设立国家民族药研究中 

心，从事民族药研究工作、开发 

工作 、药源保护和民族地区社区 

医药发展推动工作；探索传统药 

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民族药的 

特性、特征和特质；协调跨境民 

族的传统药合作和交流工作。 

(4)重视我国民族药传统知 

识产权的保护工作，保护民族传 

统医药知识产权，包括治疗方 

剂、药物、单方、验方、药源、 

医疗器具等，在民族药调查中， 

当地民族有参与权、著作权和出 

版权 ；在民族药资源利用中，当 

地社区应当是最大的利益获得 

者；在进行生物活性筛选时，从 

当地采集样 品．应让当地人获 

益；国家对药物资源的出口和商 

业合同应进行有效管理，保护国 

家利益和当地民族的利益 

(5)设立中国民族医药专项 

研究基金，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 

从事民族医药调查、研究和发掘 

工作。 

(6)建议召开一次全国性民 

族药研究协调会，讨论 、落实、 

部署我国民族药调查研究有关内 

容和5年行动计划。 

(收祷日期：2．ooo年9月 4日) 

7 懈  田
． 

苗族医药理论体系 述 -、、~／7--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 f556OOO)陆科闵 

苗族是我国古老民族之一， 

曾经创造过许多极为丰富的古代 

优秀文化，历史渊源流长．其医 

药至迟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从 

贵州搜集的许多资料表明，苗族 

至今仍保留着极为有价值的古代 

文化和医药遗产。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 2000年总47期 

苗族在长期生产和与疾病斗 

争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 

医药经验，对致病因素、疾病分 

类、诊断方法、治疗和预防疾病 

等方面都有很好的理论基础和浓 

郁的民族特色，并创立了苗族医 

药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医 

疗实践。 

}t 

苗族的医理体系是在漫长的 

历史时期内积累和形成的，它始 

终受到苗族原始宗教和原始哲学 

影响，尤其是在古代社会更是如 

此．至今有些病名和药名．仍留 

有母系社会遗迹，如男性淋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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