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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药的世界与世界的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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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032) 

摘 要：从自然地理、民族文化与天然资源的角度论述云南地域传统民族医药的内涵及其形成的历史地理 

因素。讨论云南中药产业现代化发展中挖掘地方特色民族医药知识、保证天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培育骨干企 

业、实施品牌战略、开拓以东南亚为窗 口的国际市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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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和独特的理论体 

系的生命力，作为世界优秀的传统医药文化，被越 

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认识。在我国传统医药学的 

宝库中，云药是一枝灿烂夺目的奇葩。众所周知， 

云南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云南的神奇在于她全方位 

的多样性—— 自然、资源、人文、地理的多样性。 

正是这块充满了多样性的神奇土地孕育了独具特色 

的地域传统医药文化——云药。云药以我国西南地 

区丰富多彩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依托，以 

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为纽带，融合了多民族的民间 

医药文化知识，具有多维、多相、多层次的复杂体 

系特征，是我国传统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1 云药的内涵 

1．1 云药的 自然地理 内涵 

云南地处北回归线上，全省为云贵高原主体， 

横断山脉贯穿其间，地形地貌复杂，海拔相差很 

大，最高海拔6 740m，最低海拔仅 76．4m，落差达 

6 000多米。云南北依广袤的亚洲大陆，南临辽阔 

的印度洋及太平洋，既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控 

制，又受西藏高原的影响，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气候 

类型和 “立体气候”的特点，如：北热带、南亚热 

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 、南温带、中温带和高原 

气候带等。如此丰富多样的自然条件，汇集了从热 

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不同生态型的物种， 

使云南不仅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而且成为 

世界著名的生物多样性中心，拥有种类繁多的中药 

和天然药物资源，是云药文化形成的摇篮，为云药 

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天然药物原料。云南生态系统还 

有极大的包容性，世界上任何地区发现的重要经济 

植物和天然药物或可以在云南找到可用 的资源 

(如：紫杉醇、薯蓣皂素、利血平、秋水仙碱等)， 

或可以在云南找到适宜的生态环境引种栽培 (如： 

云木香、云当归、藏红花、砂仁等)。外来的引种 

天然药物资源，不断丰富着云药的资源、文化内涵 

和产业内涵。 

云南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系统，以小环境和小气 

候为特色，“十里不同天”是云药文化形成的环境 

因子。这样的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脆弱性。无节制 

的开发，会使原生植被破坏，环境片断化、破碎化 

加剧，造成生态平衡的失调，特种多样性的流失， 

甚至产生不可逆的环境恶化。因此，在构建云药产 

业的同时，特别是在利用野生资源和开展中药和天 

然药物种植的同时，应充分注意到云南生态系统的 

特点，因势利导，重视生态环境的良性平衡和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促进云药产业可持续发展。 

1．2 云药的民族文化 内涵 

我国西南地区是世界上不同种源、不同族源多 

民族荟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省除汉族外， 

还居住有 25个少数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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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不 

同语言文字、不同习俗的民族聚集生活在同一地域 

的不同海拔、不同生态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适应 

和改造自然，形成独特的民族地理景观。同时，五 

大宗教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天主 

教)以及佛教的主要部派 (大乘佛教、小乘佛教、 

藏传佛教)在同一地域共存，加之少数民族丰富的 

原始信仰、原始宗教和图腾文化，形成了云南特有 

的人文景观。各民族为了生存和繁育，从不同的文 

化背景出发，利用生活环境周围的天然资源，积累 

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经验，在民族民间蕴藏着丰富多 

彩的医药文化与传统知识，有许多有效的单方和复 

方。各民族医药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互相碰撞、互 

相融合，历练出独特的云药文化。 

彝族为我国古代古羌戎民族的后裔，长期居住 

在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保持着许多远古的民族文 

化特征。彝族医药从本土的民族医药文化中发展形 

成，经过家传口授世代相传或用彝族文字记载流传 

下来，形成了以哎哺 (阴阳)学说为本，通过人体 

清浊二气的转化，阐明 自然界 的五行 (金、木、 

水、火、土)和人体生理活动的内在联系和变化规 

律的传统医药理论。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与朴素的 

辨证唯物论，以及用药和治则等，是传统中医药早 

期发展阶段的鲜明写照。在彝族医药的基础上开发 

的 “云南白药”已有百年历史，是我国传统中药的 

著名品牌。彝族医药不仅是我国传统中医药学的组 

成，而且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的源头之一，也是云药 

文化的核心。彝族医药随着时代的变迁，民族的融 

合，不断吸收汉、藏、傣，以及多民族的医药文化 

知识，发展形成了现代的云药体系。 

元、明以来，以传统中医药为代表的汉族医药 

文化传人西南地区，逐渐与当地的民族 (特别是彝 

族)医药文化交融，形成了云南区域性传统中医 

药，成为云药文化的重要组成。明代兰茂编著的 

《滇南本草》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本草专著。《滇南本 

草》中有许多彝族医药与汉族医药相互结合 的实 

例。该书记载了不少来源于彝族药的药材 (如：滇 

重楼、滇黄精、滇龙胆、云黄连、金荞麦等)，有 

的已成为云南地道药材，并收载人 《中国药典》。 

藏族医药文化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北部藏族地 

区，是藏族本土医药与印度医药和中医药融合的产 

物。由于政教合一的历史特点，藏医药具有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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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文化的特征。 《四部医典》、 《蓝琉璃》、 

《晶珠本草》等著作是藏医药的重要经典。藏医学 

认为隆、赤巴和培根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三因 

素的平衡与协调才能保持人体的健康和生命活动的 

正常。藏医对人体的内部构造和生理解剖已有一定 

的了解。藏药大多取材于西藏高原及邻近地区的动 

植物及矿物质，这些药物资源大多存在于高海拔、 

大温差、强日光的高原环境，有许多是生长在逆境 

或极端环境中的生物资源，含有特殊的生物活性物 

质，不仅对高原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和预防有着 

独到之处，而且对一些疑难病症有特殊的 台疗作 

用。云南西北部处于横断山脉的中段，地形地貌复 

杂，生物资源丰富，历史上是藏族药物原料的主要 

产地之一。藏族医药文化通过这一地区传播到西南 

各地 ，与当地的民族医药文化相融合，是云药文化 

的重要组成。 

傣族医药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傣族独 

有的医药文化，吸收了东南亚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民 

族医药知识 (如：泰国的泰医药)。傣族医药理论 

通过四要素 (气、火、土、水)的平衡解释人体的 

生理现象，根据气候与病因随症拟方，并以贝叶经 

手抄的形式，由摩雅傣世代相传，如傣族医药经典 

《档哈雅》等。傣族药物多以当地丰富的热带生物 

资源为原料，有不少是传统中药历史上依赖进口的 

南药 (如：儿茶、槟榔等)。从傣族医药开发出的 

亚呼噜已载人 《中国药典》。麻三端 (罗芙木)、灯 

台叶、苦昧叶下珠等经过现代科技开发，正在形成 

新兴的产业。因此 ，傣族医药是医药文化的重要组 

成。 

此外，云南的壮族、苗族、纳西族、白族、拉 

祜族 、基诺族、佤族、德昂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 

的民间医药也是构成云药文化不可缺少的因素。例 

如：著名的中药三七就是从滇东南的文山地区壮族 

和苗族民间医药中发掘出来的。灯盏花是苗族民间 

医生献出的祖传秘方。除明代早于 《本草纲目》的 

《滇南本草》外，历代的 《玉龙本草》、《本草纲目 

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著作对云药均有大量的 

记述。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还不断发掘出许多民 

族民间医药典籍。 

概括而言，可以将云药文化比喻为以彝族医药 

为主干，以汉 、藏 、傣族医药为枝，以其他各民族 

和民间医药为叶的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云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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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维的，它来自于多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医药知 

识；是多相的，它覆盖了多种民族的医药理论、哲 

学思想与治疗方法，药物的使用虽然常有交叉，但 

往往同物不同用；是多层次的，既有单方、复方、 

也有祖传秘方。云药不仅在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 

长河中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性，而且其多维、多相、 

多层次的传统知识体系决定了它还具有极大的包容 

性。 

1．3 云药的自然资源内涵 

云南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蕴藏着种类繁多，种 

质优良的中药和天然药物资源，是云药的物质基 

础。在全国约3万种高等植物中，云南有1．7万多 

种，占全国高等植物总数的 62．9％．云南中药资 

源经调查有6 559种。其中：植物药资源 315科 ， 

1 841属，6 157种；动物药资源 148科，266属， 

372种。有 74个品种收载于中国药典，32个品种 

收载于部颁标准，149个品种收载于云南省中药标 

准。主要动植物药材的产 (藏)量近 10亿 kg。品 

种和数量属全国之首，并有许多特有的品种。 

云南的中药资源优良品质，使云南中药材在全 

国市场上独具一格，在历史上著名的 “云贵川广， 

道地药材”中首屈一指。如：有闻名的三七、云木 

香、云当归、云黄连、天麻、云茯苓等地道药材； 

有血竭、千年健、诃子、苏木、胡黄连、千张纸、 

砂仁、白豆蔻、儿茶、槟榔、肉桂等南药；有产 

(藏)量上百万 kg的大宗药材续断、滇龙胆、滇黄 

精、薏苡仁、南板蓝根、鸡血藤、防风、乌梅、南 

星、首乌、天冬、云山楂、枸杞、骨碎补、干姜 

等；有价值高的麝香、熊胆、冬虫夏草、牛黄、鹿 

茸等珍稀药材。许多药材是云南特有的品种。 

丰富多彩的民族药是云药的一大特色。已批准 

生产的民族药产品有 100多种。据初步统计，彝族 

药有1 189种，其中植物药 871种，动物药 262种。 

主要由彝族医药开发出来的云南白药不仅是云药， 

而且也是我国传统中药的知名品牌；而小红参、蜜 

桶花、昆明山海棠、昆明鸡血藤、青叶胆、金铁 

锁、臭灵丹等彝族药正在成为开发和产业发展的目 

标。云南藏药资源有 598种，其中植物药 448种， 

动物药 74种。除甘松、胡黄连、波棱瓜、榜嘎、 

藏菖蒲、余甘子等藏药材外，还有洁白胶囊、六味 

能消胶囊、十味龙胆花颗粒、七十味珍珠丸等特有 

的藏药复方制剂，有许多已收载人国家 《藏药标 

准》。西双版纳有药用植物1 214种，其中大多数为 

傣族药。傣肌松、灯台叶、苦味叶下珠等均有显著 

的疗效和市场前景。从苗族医药开发出的灯盏花已 

正在发展为重要的产业。此外，拉祜族药 100种， 

佤族药200种，哈尼族药 100种，德昂族药 105种， 

基诺族药 319种等民族医药经过整理已出版发行， 

从中不乏具有开发前景的品种。 

天然药物资源及其产业构成了云药的另一重要 

支柱。如：紫杉醇、黄连素、喜树碱、薯蓣皂素、 

豆腐果甙、岩白菜素、蜕皮激素、利血平、秋水仙 

碱等。 

2 云药的产业与品牌 

经过多年的发展，云药的产业结构已基本形 

成，已具有一批具有市场竞争潜力的、有代表性的 

云药优势品种。目前，主要的云药品牌品种有： 

云南白药系列：云南白药是彝族中医曲焕章博 

采传统中医药和彝族医药的精华，于 1902年创制， 

已有百年历史，不仅是我国传统中药的重要品牌 ， 

也是云药的金字招牌。 

三七和血塞通系列：文山三七是云药药材的第 
一 品牌，在三七的系列产品中，血塞通系列在国内 

外均有极大的市场潜力。 

灯盏花系列：苗族药灯盏花的产品已得到医药 

界和患者的认同，成为脑血管疾病预防和治疗的首 

选药物，具有显著的市场前景。 

排毒养颜胶囊：由传统中药和彝族药结合开发 

成功的排毒养颜胶囊，开创 了云药 “排毒”的概 

念，在短期内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成为云药的新 

品牌。 

天麻系列、宫血宁胶囊、感冒消炎片、舒肝冲 

剂、止咳丸、施普瑞胶囊、蒿甲醚等均为云药的特 

色品种。 

地道药材及其饮片在历史上就是云药产业的重 

要方面。随着国家实施中药材种植的 GAP规范和 

认证，建立规范化种植基地，开展地道药材和重要 

药用植物的规范化、规模化种植，引种驯化野生药 

材，形成药材的云药品牌，已提到了日程。 

在云药产业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过程中，以 

功能性保健食品、天然活性化妆品的云药产品品牌 

也正在逐渐形成。 

在众多的云药特色品种中有不少品种尚未有显 

著的经济效益。在加强创新药物研制的同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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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场前景的品种，以高新科技为依托，通过二次 

开发，优化组方，改进剂型，采用先进技术完善提 

取工艺，提高质量标准，建立技术壁垒，开拓市 

场，可在较短的时期内将其做大，形成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效益的、能持续发展并有强大竞争力的 

新的大品牌，是跨越式发展云药产业的重要途径。 

为了推动云药产业的高速度发展，培育有产品 

开拓和市场竞争能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形成大型企 

业集团和产业链是构建云药产业群体的当务之急。 

云南有制药工业企业 160余户，大多规模小，资金 

分散，尚未形成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结构优化、高 

效益、高产值的大型企业集团。从云药产业发展战 

略的高度出发，引入竞争机制，多渠道吸引资金， 

鼓励企业重组，通过优化组合，技术提升，促进龙 

头企业集团的形成，构建云药产业的航空母舰已是 

十分迫切的任务。 

3 云药的市场 

进入 WTO后，中药现代化已成为我国的重要 

发展战略。随着人类 “崇尚自然，反朴归真”，“回 

归自然”的呼声越来越高，天然药物和天然保健品 

的社会需要日益高涨。我国的传统中医药逐渐得到 

国际的认同，当前，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以及 

云南省政府打造云药产业的战略决策与部署，为云 

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机遇。为了建设云药大 

产业，必须通过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 ，进行统一规 

划和统筹运作，以云药的整体形象迎接大挑战、形 

成大品牌、参与大竞争 、进入大市场。 

在我国西南地区横断山脉和云贵高原红土地上 

孕育形成的云药文化与云药产业，将以其特有的文 

化底蕴和特色的品牌，沿金沙江和长江向东，融入 

我国医药市场，成为我国现代中药产业的重要组 

成。同时，还将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区位地域和人文 

地理的优势，利用便利的国际通道，沿澜沧江、红 

河南下，进入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以整体的形象融 

入当地的医药市场。并以东南亚为窗口和桥头堡， 

开拓欧美国际市场，使我国特色的云药发展成为面 

向国际市场的世界的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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