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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医药快速发展和更广域推广使用的同时，作为其物质基础的中药资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中药资源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已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
为适应社会需求和满足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需要，我们组织编写了《中药资源学》一书。
    本书主要介绍中药资源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我国中药资源的资源状况和分布特征；中药资源的
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中药资源的调查方法。
另外，还介绍了部分重要中药品种的资源状况。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中医、中药专业或相关专业教学使用，亦可作为相近专业教学参考书，同时还可
供相关专业人士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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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3 民族药的种类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与疾病抗争、维系民族生存繁衍的过程中，以
各自的生活环境、自然资源、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为根基，创立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医药体系。
我们少数民族使用的、以本民族传统医药理论和实践为指导的天然药物及其加工品，称为民族药
（ethnicdrug）。
其中以藏药、蒙药、维药、傣药、壮药、苗药、土家药等为其代表。
4.3.1 民族药的种类概况民族药发源于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传统。
据初步统计，全国55个少数民族，近80％的民族有自己的药物，其中有独立的民族医药体系的约占1
／3。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民族药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出版了一批全国和地区性民族药专著。
据有关资料报道，目前中国民族药已达3700多种。
《中国民族药志》是在全面调查、收集中国少数民族所用药物的基础上选编而成的民族药的荟萃，已
出版的第1卷收载了39个民族的135种药物，基原种511个；第2卷收载35个民族的120种药物，基原种425
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7年版收载了11个民族的32种药物。
1985和1990年版均收载了4个民族的12种药物，其中藏药有土木香、总状土木香、小叶莲（鬼臼）、毛
诃子、余甘子；蒙药有广枣、冬葵果、草乌叶等；藏药、蒙药共用的有沙棘；维药有菊苣、毛菊苣、
黑种草；傣药有亚乎奴等。
《中药大辞典》包含的民族药有藏药404种、傣药400种、蒙药323种、彝药324种和畲药200种。
我国民族药的起源、发展、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及用药种类等各有其特色，这里仅以藏、蒙、维、傣、
壮五个民族药为代表，作一简要介绍。
1.藏药藏医药是中国医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世世代代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的斗争中，积累了治疗庆病的经验，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藏医药学体系。
藏医‘药学的发展，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00多年，藏王聂赤赞布提出六个疑点，一位叫孜拉嘎玛跃德的人回答了其中之一
，日有毒就有药，说明了毒可成药、以毒攻毒的医理。
此时还出现了名医杰普赤西，他研制的“吐迥旺日”药丸，也是运用了以毒攻毒的理论；从史料记载
看，公元4世纪时，已经能够在眼睛上开刀动手术；仲年德乌患了毒龙麻风病后，为了避免传染家人
，独自居住在地下塘穴之中，说明那个时代的医师及其医疗技术及预防疾病的手段等已达到了较高的
水平。
2006年5月20日，藏医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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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药资源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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