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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各民族医药状况的专著。内容包括各民族医

药的发展简史、事业现状、理论体系、诊疗方法、药物资源等，为了解各民

族医药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本书既是对多年来挖掘、整理、研究民族医

药的总结，亦对促进民族医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各族人民的医疗保健及发

展民族经济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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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国的传统医药，是全吕 56 个吴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瑰宝。 i专

统 E 药是我 E 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

创造的医疗保建方式。传统里药源于各fiÇ族人民的智慧.又直接

为各茂族人民的建康黑务，几干年来为各族人民的建康和繁衍昌

盛做出了重要的霄献，经过发掘、整理、总结、提高之后，还将

继续为我望各族人民主甘医疗最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蔽。我 E 宪法

明确规定"匡家发展军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 E 药和我国传统主

药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是玲决定》中也强渭

指出"各民族主药是中华虱族传统医药的组或部分，要努力发握、

整理、总结、提高，充分发挥其保护各族人民健康的作用"。发襄

传统医药，不仅是一个重要约学术问题，而且也是提高民族自尊

心，继承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增进民族自给、发展民族

经济、实现富国强民都有积较灼意义。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传统里药事业的发展并采翠了一系到积援

的挂施。 1984 年互生部与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第一居全型民族医

药工作会议，并在会后由国务 i克兰1、公厅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国是

族军药工芳的几点意见))，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

1994 年自家中主药管理局设立了中西区结合与民族E 处，加强了

对民族主药工荠的管理。 1995 年 11 月， 00 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

民委联合召开了第二届全型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会后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医药工作的意晃))，对今后一个对黯开展民族主

药工作的指导患想、奋斗 E 标及有关政策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必

将对促进民族主窍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发挥重要作另。

当前，世荠医学模式正在由单纯生物军学模式向生物、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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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整体重学模式转变，加之近年来又E临化学药品毒副作用不

断出境、重源'性和药漂性疾病日益增加、疾病谱改变、老龄化社

会来格等一系列重大;可题，形成了当今时代军药科学发展传一个

重要趋势，即人1f1逐渐把希望寄托在传统医药的现{.lÇ应野和发翼

上。一个人类回归大吉然、熟衷于传统疗法、崇尚天然药物的潮

流正在形成，这事主为传统重药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执遇。

当然，作为一种药史文化，传统重药也必然有其时代的、民

族的和地域的局限。由于各~族斯捷的具体条件不同，其医药的

发展水平和内容也必然存在差异。伊j 如，有的民族具备了本民族

的文字和丰富的古代文献;有的民族时不具备，而是借助于其他

民族的文字记载其医药经验;有掬黯仅钗依靠口口相授的活的经

验， {.lÇ代相传，纪由己的~药知识保存于民间。又比如，有的民

族医药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有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以若

导其重药实践;有的到还停富在单方验方的经较阶在 o 各~族都

应抱着实事求是和和极的态度对持本民族医药，坚持挖握、整理、

总结、提高的方针。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祖国的传统医药

必将;其崭新的面镜，以其独具特色的风采，吃立于世界墨学之林，

为我雪人民、世赛人民的健康服务。

这部《攘芫》编写的时 i可比较仓促，从现在收入的各民族军

药的窍容看，由于种种藤因，有的民族重药还来不及很好地整理

和总结。因此， !3前这部书只是一个初步的介绍，有传进一步完

善。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使我国的传统医药更上一层楼。

在我国的传统医药事业兴旺发达!

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张文康

1997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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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吕

我国是·个由 56 个民族组或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在长

期与疾病的斗争中京累了自己丰富多采的民族毒药，共同构成了

我国的传统运药，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我国钝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为了贯期我国《宪法》关于"发展现

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发掘、整理、恙结、提高民族

医药，忌结我国各民族~药的信床经验和学术特点，展示各民族

医药的梧华朝前景，促进各民族医药间的学术交流，如快{专统医

药事业发展的步伐，我妇组织有关领导与专家共同研究、编写了

这本《中国传统罢药揽宽》。

本书的编写，是在民族医药工作日益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民

族医药事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完成的。继 1984 年卫生部与国家民

委联合召开首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之后， 1994 年第一次在国

家机关中设立了主管民族医工作的娃室。 1995 年又由自家中医药

管理蜀与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民族主三药工作会议。这

些举措.有力地fJÈ进了民族医药事鱼的窍史性发展，也为本书的

编写打下良好的基晤。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来自全国 17 个据有民族医药抗梅或

资源的省(区)共 100 余位负责民族医药工作的同志和专家。该

书从各民族医药的发展简史、事业现状、理论体系、诊疗方法、药

物资漂等各方面提供了比较翔实的资料，是我国第二部由国家行

政部门组织的、全面反映各畏族匿药状况的专著。坦是，由于我

国各民族历史进程与发展水子的差弄，有的民族医药己形成完整

或较完整的玉皇论体系，有的民族医药则还缺少系统拮据整理，尚

未形成独自较完整的理论。本书只能在现有资料(由各地报亲〉基



生 '1' I剖主统农药装革先

础主整理出版，每←一章的字数多少并不与该民族医药的水平成正

比，内容也可能接不完整，或存在缺点，有的民族医药的经验与

资料还正在整理、发握之中，还来不及进行系统的总结，容待材

7供更充实后，再版补充。

本书中的"民族押系指我国现代的各个民族而言.不包括古

代少数民族(如匈奴、契丹等)在内。书中的"民族医药专家"系

指在茸的并从事或研究该民族医药的专家，雨不是以其本人的民

族族主自而定。国有些学者虽为少数民族，但并不采m本民族医药

治病或研究本民族医药， JJt~未选入。由于历史条件等原菌，中医

药(汉医药)专家较多，本书仅选取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提

院士作为代表。本书中的人口统计数字，均以 1990 年第四次全国

人口普查资料为准。由于篇蝠所摄.书中各章节内容的参考文献

均未到入，敬请原谅。

本书在研究当编写过程中，承蒙全体编写人员的真诚合作与

各地民族军药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以衷告的谢意。

I!l家中医药管理局医豆支司

199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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