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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一种典型传统知识
结晶。
传统医药除了闻名于世的中医药，还包括大量的民族医药，如藏药、苗药、侗药、彝药、傣药、蒙药
等。
此外，还有大量的民间草药，虽然没有系统的医药理论，但也是医药知识的累积。
传统医药知识包括传统医药理论知识（如药物理论、方剂理论、疾病与诊疗理论等）、药用生物资源
（如数量众多的传统药材物种资源和基因资源）、传统药材加工炮制技术、传统药材栽培和养殖知识
、传统医学方剂（如古籍中记载的9万余首医方）、传统诊疗技术、传统养生保健方法、传统医药特
有的标记和符号等。
　　民族医药不单单是一种技术或者方法，而是民族传统知识的一部分。
如果将民族医药作为一条条的创新知识或者版权对象，从而简单地纳入到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就肢
解了民族医药；但是，如果将民族医药作为主流医药的补充成分，从当代医学的角度解析民族医药，
就扼杀了民族医药。
所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民族医药，首先要保护和理解民族医药所从属的民族传统知识，并从民族传
统知识的内部视角去理解和接纳民族医药。
换言之，民族传统知识是土壤，民族医药是开在这片土地上的奇葩.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民族医药所归属的民族传统知识与承载民族医药的生物多样性之间是密切相关的。
简单地说，许多民族医药本身就是药用的生物物种资源及使用物种资源的知识，而生物资源的丧失，
直接导致民族医药及其传统知识的丧失。
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民族医药传统知识，反之，保护民族医药也能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
　　然而，包括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在内的传统医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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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对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的调查和案例研究，特别是针对贵州黔东南地区的侗药
和苗药、四川凉山地区的彝药、西藏日喀什等地区的藏药，以及内蒙古地区的蒙药等五类民族医药的
实地调查和典型案例分析，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民族医药珍贵的传统知识。
还通过大量面访和问卷调查，揭示了我国民族医药在其维持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未来的
发展趋势。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加强我国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促进其利用和惠益分享的政策体系和相关措施
。
    本书可供生物学、医药、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并可
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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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族地区医药传统知识发展概述　　第一节 民族医药的概念　　一、基本概念　　民族
医药是指一个民族在其生存环境中，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医药理论、技术技能
与物质经过世代积累的总和。
　　民族医药有明显的地域性和传承性，世界上各民族的医药都有其地域特色和传承特色。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丰富的民族医药知识，并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成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所有民族的传统医药知识，都可以称为广义的中国传统医药知识或中国传统医药学、中华民族传
统医药、祖国医学等。
　　二、民族医药与中医药的关系　　在我国国内，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狭义上把“中医药”等
同于“汉族医药”，把其他少数民族的医药知识称为“民族医药”、“民族医”等。
实际上，各民族历史上长期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包括医药知识在内的民族文化也在相互借鉴和吸
收。
中医药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医药，少数民族医药也在不断从汉族医药知识中汲取营养。
同时，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医药学上，也有过碰撞和交流，如我国藏医药、维医药、傣医药的
形成和发展就深受印度医学和波斯医学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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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地区医药传统知识传承与惠益分享》可供生物学、医药、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法学
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并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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