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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药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
广义的概念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犹如民族工业、民族企业、民族经济的用词一样。
这里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本国的、本土的、非外来的意义。
狭义的概念就是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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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同祥，1968年生，医学博士，副教授。
国家教育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创新团队”（IRTO871）骨干成员，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传统
医药的教学、科研工作。
目前主讲《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概论》、《民族医药文献检索与利用》、《民族药新药研究与开发
》等课程，曾主编或参编专著和教材4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项，科技部科技攻关项目1项，
参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3项、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2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项目1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SCI、EI收录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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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本国的、本土的、非外来的意义。
狭义的概念就是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
事实上，由于在现阶段的中国，“民族”词习惯上是“少数民族”的简称，所以上述“民族药”的概
念主要包括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壮医药、苗医药、瑶医药、彝医药、侗医药、土
家族医药、回回医药、朝鲜族医药等。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医药学创造与医药学积累。
现已整理出传统医药资料的有30多个民族。
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不同，各个民族的传统医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后来的继承发展状况也各不
相同。
有的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医药学理论体系；有的正在总结整理，梳理和提炼出系统的理论；有的则只剩
下些零星的单方验方和医疗经验。
但总体来说，各个民族医药都不是中医药的某个分支，而是中医药的“姐妹”。
从其民族性、历史性、传承性而言，它们和中医学有着相似的哲学思维、医疗特点、用药经验和历史
命运，都属于中国的传统医药。
此外，在各民族民间也蕴藏着独具特点的养生习俗、单方验方、草医草药和医疗经验，他们并不定受
某医学的理论指导，也很难归属于某个民族医学，但对于某种疾病疗效确切。
 　　“民族医”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
“民族医学”、“民族医药”则于20世纪80年代普遍见于正式文件中。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 　　族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要努力发掘、整理、总结、提高，充分发挥其保护各民族人民健康的
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2002年10月19日）也明确指出：“要认
真发掘、整理和推广民族医药技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在“附则”中规定：“民族医药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这表明，民族医药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享受与中医药相同的政策。
在不违反《中医药条例》的前提下，民族医药可以有特殊的待遇。
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在民族自治法、民族自治条例的范围内，允许制定某些相应的因地制宜的保护、
继承、发展的具体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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