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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是我国东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 , 民在

全国有 50多万 ,其中浙江省有 18万之多 ,丽水市有 9万。全

国唯一的 族自治县在丽水市的景宁县。由于 民有着居住

在山区或半山区的特点 ,有其独特的医疗方法与用药习惯 ,

有着很多祖传秘方和经验方 ,如在医治跌打损伤、蛇伤、风

湿、黄疸肝炎、小儿疳积、肺炎、骨髓炎等疾病均积累了大量

经验 , 医药已成为祖国医药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

于 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 ,其医术也靠祖传 ,现大多民间

医均年事已高 ,个别名 医已去世。因此 ,开展 医药研究

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　 药的特点

1. 1　是我国民族医药的组成部分: 药有 300多种 ,其中

20种已载入《中国民族药志》。 医用青草药讲究新鲜 ,时久

不同 ,用量较大 ,绝大多数用水煎服 ,酌情加减 ,有些单验秘

方疗效显著。

1. 2　按各自擅长分科: 医近似中医 ,也有按病种分科 ,如

瘰疬、闻疮、鼻渊等科。 医钟廷志擅治瘰疬 ,已形成系统的

辩证施治、理法方药。 他把瘰疬按病程和形状分成痰核、火

核、角板、钢株、龙高、铁钉、葡萄、蛇盘等 8种类型综合治疗 ,

即在内服中药的基础上配合灸法 ,或膏药敷贴 ,或丹药外用。

内服药视病情加减 ,可以把疬核拔除而疤痕较小 ,堪称绝技。

1. 3　具独特的疾病观: 医把疾病分为风、寒、气、血和杂症

5大类 ,每类又分若干种 ,如把风症分为 72种风 ,范围广泛 ,

儿科疾病通称风证。 医疾病的命名多根据症而取 ,少数病

名与中医病名相似 ,但内涵却不一样 ;疾病命名确有特别

之处。

1. 4　具有专科或专病特长: 某些专科或专病疗效显著 ,如

医钟玉履 ,行医 40年 ,以擅治小儿风证名扬 乡。 他用中草

药配合银针刺穴治疗 ,用药剂量轻 ,一般不超过 20 g ,专取纯

甘味淡之品 ,显其特色。能列举小儿风证 72种病名 ,其中 24

种属阴 , 24种属阳 , 24种属半表里风。

1. 5　具独特的疗法: 医对有些病的治疗方法特别 ,常有手

到病除 ,立竿见影之效。如:治痧 , 医把中暑、感冒 (暑热型 )

以及全身不适等都称为“发痧” ,采取捏痧、刮痧、抓痧、挑痧

等疗法 ;草药接骨 ,方法多种多样 ,总的是手法复位 ,草药外

敷 ,再加固定 ,青草药用糯米饭、茶油或蛋清调匀后敷伤处 ,

用小夹板固定 ,不亚于现代石膏绷带固定 ,初时调静 ,后期则

动静结合。 还有注重季节的疾病预防 ,采集艾叶、苏叶、鱼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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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积雪草等防暑草药 ,炎夏作为防暑茶服用等 ,值得深入

探索。

1. 6　剂型种类普通适用:主要有汤剂、散剂、丸剂、膏剂、药

油、膏、药酒等剂型。 其中汤剂、散剂、药酒用之最多 ,其它剂

型用之较少 , 药常用复方 ,少则几味 ,多则几十味。

2　 族医药的现状

族医药对某些疑难杂症的治疗方面颇具特色 ,对治疗

外伤接骨、毒蛇咬伤、 风痛、蛀骨鳝 (骨髓炎 )、月里风 (产后

感染 )、小儿惊风等各种疾病者 ,医技独到 ,疗效显著 ,丰富了

中医药学的宝库。 但由于过去统治者歧视 族 ,造成 族地

区经济落后 ,文化落后 ,多数 医是文盲或半文盲 ,致使有关

族健康与疾病的历史材料匮乏 ;加上 医多凭一技之长作

为经济收入的来源之一 ,一般都不愿把经验贡献出来 ,故目

前尚有较多经验有待进一步挖掘、探讨。迄今为止 ,全国尚无

正式的 族医药理论和出版物 ; 药没有系统的质量标准及

质量控制方法 ,仅有经验识别 ,不能保证 药的质量 ; 药所

含的化学成分仍然是空白、更无药理学的研究可言 ;全国尚

无一家 药制药厂和 药保健品厂 ; 药的制备工艺、剂型

种类基本上还停留在原始及传统制作丸、散、酒等传统剂型

上 ,处于自采、自制、自我供给的传统生产水平上 ,无论是制

备技术还是质量控制均难以与现代化技术和国际市场接轨。

3　发掘 族医药的意义

3. 1　是顺应世界医药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现美国、欧盟及东

南亚地区均将开发利用天然药物作为主流 ,香港已创建中药

港 ,我国多数省区已启动中药现代化工程。 在加入“世贸组

织”之际 ,西药消、中药长是世界医药经济发展主流。

3. 2　 药属绿色经济范畴: 民多居住在山区 ,与生态戚戚

相关 ,目前丽水市医药管理局和市经委已将对中药材的开发

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程。

3. 3　是当地医药经济发展之需要: 医药可作为丽水市最

有特色的医药经济来开发 ,并以此为突破口和新的经济增长

点 ,带动其它医药经济发展。

3. 4　是民族特色经济发展之需要: 景宁是华东地区唯一的

少数民族自治县 ,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并享受少数民族

优惠政策 ,完全可以发展与医药相关的 族食品、保健品乃

至药品 ,以此提高知名度和竞争力 ,发展民族经济。

3. 5　发展新兴学科:发掘 族医药具有较高的潜在经济效

益 ,其社会效益难以估量 ,因为至今尚无 医药的正式出版

物 ,我们完成该课题研究后可载入 族史册。

4　研究开发内容

4. 1　走家串乡深入基层访问全市 族民间医师、药农等 ,收

集 医验方 、秘方、偏方等相关内容 ,进行系统的调研工作。

有关 族健康与疾病的历史材料匮乏 ,目前尚有较多经验有

待进一步挖掘、探讨。

4. 2　 药资源的调研、汇集及整理: 对 药资源调查、本草

考证和生药学研究是保证 药材质量、实现 药制剂现代化

的前提。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山区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

制 ,加之药源分布广泛、各地用药经验有异 ,存在着同物异

名、同名异物、一名多物的现象 ,所加强对 药的基原调查、

本草考证及生药学鉴别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

4. 3　根据自编的 医药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 , 筛选出有效

验方、独特疗法、专科及有开发前景的 药 , 并推荐使用于

临床和产品开发 , 如绿色食品、保健食品、医院制剂乃至

新药。

4. 4　初步总结 族医药理论 ,出版首版《 族医药》 ,指导开

办 医药专科实践。

4. 5　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 药: 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

制剂工艺现代化。目前 药制剂工艺简单、剂型单一、产品粗

糙 ,对此 ,在加强 药复方化学成分、药理学研究的基础上 ,

研究 药新剂型、新品种 ,提高 药质量是 药发展的关键

和必经之路。 对于 药质量标准的研究还刚开始 ,应加强对

中药与国外天然药物法规、标准的研究和借鉴 ,建立 药法

规及标准 ,以确保 药的有效、稳定和可控。

5　展望

我们采取调研、汇集、分析、筛选的方法 ,分步进行收集、

整理、提高到开发 ,从无到有 ,由浅入深 ,从理论到实践 ,将

族医药发扬光大 ,造福人类。 先期的理论分析为主的基础研

究属软科学 ,为以后专科设置和产品化研究开发打好基础。

先体现在社会效益方面 ,树起 族医药这块牌子 ,编好全国

首版《 族医药》蓝本 ,然后以此为基础 ,进行 族药学研究 ,

验方临床推广 ,特殊 牌绿色食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

医院制剂及新药等产业化开发 ,可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

敬　告　读　者

　　《中草药》杂志编辑部尚存部分过刊合订本 ,包括: 1974-1975年 , 1976年 , 1979

年 , 1985～ 1994年 ( 80元 /年 ) ; 1995～ 1997年 ( 110元 /年 ) ; 1998年 ( 120元 ) ; 1999年

( 135元 ) ; 2000年 ( 180元 ) ; 1996年增刊 ( 50元 ) ; 1997年增刊 ( 45元 ) ; 1998年增刊

( 55元 ) ; 1999年增刊 ( 70元 ) ; 2000年增刊 ( 70元 )。欢迎来函来电订购 ,电话: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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