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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全国回医药学术交流会暨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回医药分会 

筹备成立大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会员代表： 

为进一步弘扬中国回医药文化，总结

交流回医药临床经验，提高回医药研发与

临床技术水平，构筑全国回医药学术平台，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定于 2013 年 9 月中旬在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举办全国回医药学

术交流会暨筹备成立回医药分会会议，现

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名称： 

全国回医药学术交流会暨中国民族医

药学会回医药分会筹备成立大会 

二、主办单位：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中医药（回

医药）管理局 

吴忠市人民政府 

三、协办单位：《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编辑部 

四、承办单位：吴忠市卫生局、宁夏

回族医药研究所 

五、会议时间、地点： 

时  间：2013 年 9 月 11～13 日（9 月

11 日全天报到） 

地  点：盛悦饭店（吴忠市利通区裕

民东街 1 号（文卫路交叉口） 

六、会议内容： 

（一）选举产生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回

医药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成员

和负责同志。 

（二）学术交流 

1.回医药基础理论、临床经验学术交

流。 

2.回药开发研究。 

3.回医专科专病建设、适宜技术推广交

流。 

4.回医药标准化建设研究。 

5.回医药教育经验交流。 

6.回医药产业化研究。 

7.回医药发展相关问题研究。 

8.回医养生学技术推广。 

七、征文要求： 

（一）投稿方式一律采取电子版（以

附件形式）投稿，否则不予处理。 

（二）会议统一编印论文集，优秀论

文可以推荐在《中国民族医药杂志》公开

发表。 

（三）投稿时必须在稿件标题上方打

印联系电话、电子信箱，便于审稿后及时

联系。 

（四）发送时主题注明“回医药学术

交流”字样，注明“第一作者姓名”，如

果是修改稿请注明“稿件编号和第一作者

姓名”。参考文献请参见书写格式：专著：

例：[1]刘玉书，苏根元，牛兴东，等.古今

奇症妙治揭秘[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1996.15－19.  

（五）连续出版物：例：[1]任秀玲，

赵青树，程振芳，等.中医理论的逻辑体系

研究[J].内蒙古中医药，1996，15（3）：3. 

（六）来稿请统一发zgmzyyzz@126.com， 

截稿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31 日，联系人：

陈玉华，13848148811。 

（七）参会可办理国家一类继续教育

学分证书。 

八、培训费及食宿安排：参会人员每

人交会务费 600 元，食宿统一安排，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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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自理。 

九、联系方式： 

（一）会议接待：吴忠市卫生局，电

话：0953-2122736，传真：0953-2122642，

邮箱：13995355731@163.com，联系人：郭

占洋 13014222999，马学林：13895138998。 

（二）会议统筹：宁夏回族自治区中

医 药 （ 回 医 药 ） 管 理 局 ， 杨 茜 ：

0951-5022124，13369581508。 

（三）分会筹备成立：宁夏回族医药

研 究 所 ， 杨 森 ： 0951-5600580 ， 

13895656047，ysjm919@163.com。 

十、此会议通知在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网站（www.cmam.org.cn）同时公布，请注

意查阅，及时掌握大会筹备进展情况。 

 

附件：1.全国回医药学术交流会暨中国

民族医药学会回医药分会筹备成立

大会回执 

2.全国回医药学术交流会暨中

国民族医药学会回医药分会筹备成

立大会报到地点路线图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2013 年 8 月 26 日     

 

 

 

抄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马建中副局长。 

抄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宁夏回

族自治区卫生厅、中医药（回医药）

管理局，吴忠市人民政府、吴忠市

卫生局，宁夏回族医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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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医特色 建惠民医院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民族医院）

始建于 1982 年，是一所集医疗、预防、教

学、科研、康复为一体的二级中医院，是

全县中医、中药工作的指导中心，同时也

是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各类商业保险公司定

点医疗机构。 

医院占地面积 19 亩，开放床位 150 张。

医院技术力量雄厚，既有威望较高的名老

中医，也有才华出众的中青年骨干， 180

名在职职工中，正高级职称 1 人，副高级

职称 26 人，中级职称 72 人；医院设有急

诊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针灸

推拿科、精神病专科、五官科、皮肤科、

骨伤科、麻手科等。其中针灸推拿科、中

医妇科、精神病专科、糖尿病专科、颈腰

椎科、骨伤科为医院重点专科，同时针灸

推拿科为宜昌市市级重点专科。 

医院设备先进，拥有原装进口全自动

五分类血球计数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电解质分析仪、阿洛卡彩超、500max 光机、

C 型臂 X 光机、CR 系统、原装进口腹腔镜

手术系统、LEEP 刀、电子胃镜、电子阴道

镜、经颅超声多普勒仪、脑电图仪、十二

导联心电工作站、心电监护仪、麻醉机、

微波治疗仪、电脑三维牵引床、体外冲击

波碎石机等医疗设备，能开展普外、泌外、

骨外、妇产科等较大型手术。 

2010 年 3 月，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七

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一份由 10 多名人大代

表联名提交的《关于加快全县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议案，经过 200 多名代表表决，

成为本次会议收到的 8 个议案中，唯一被

列为本次大会通过的议案。党委政府以及

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为医院下一步发展

注入了动力源泉。 

近年来，坚持以中医特色为主的办院

方针，医院本着“扬中医特色、建惠民医

院”的办院宗旨，坚持传承、仁爱、精诚、

创新的人文理念，宏扬中医文化，发挥团

队精神，推行“小综合、大专科”的建设

之路。加强中医特色专科的建设，从经费

投入、人才引进与培养等方面向重点专科

倾斜，现针灸康复科已通过评审为市级重

点专科，已纳入“十二五”省级重点专科

评审之中；另有中医妇科、中医内科正在

申报市级重点专科建设。医院充分发挥中

医“治未病”的优势，利用中药外敷、针

灸、理疗等中医特色技术为患者服务；开

展“冬病夏治”、中药外敷治疗官颈病变

等，在预防疾病复发、增强人们体质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

增长的中医保健需求。同时我院加强了与

三级医院的技术协作与交流，开展新技术

的推广、运用和新技术、新项目的引进等

工作。 

精益求精的技术、完美的质量、一流

的环境、最人性化的服务和最合理的收费

是长阳中医院永久的追求。和谐、敬业、

博思、有为是医院全体医务人员工作精神

的禀承。长阳中医人将坚持“扬中医特色、

建惠民医院”的思路，创造特色、巩固品

牌、深化管理，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热忱

的工作态度、无微不至的服务理念对待每

一位患者，我们坚信长阳中医药事业的明

天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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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苗医药学术交流与适宜技术培训班纪要 

 

2013 年 8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国民族

医药学会和贵州省卫生厅等单位共同主

办、贵州省民族医药学会和黔南州中医（民

族）医院承办的苗医药学术交流与适宜技

术培训班在贵州省都匀市隆重举办。中国

民族医药学会秘书长梁峻、中国民族医药

学会副会长杜江、贵州省黔南州副州长吴

俊和贵州省卫生厅副厅长杨洪等同志到

会，来自北京、贵州、湖南、湖北、内蒙

等省市的百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杜

江主持、贵州省黔南州副州长吴俊致欢迎

辞、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秘书长梁峻和贵州

省卫生厅副厅长杨洪等同志分别作了讲

话。 

会议期间，梁峻、杜江、文明昌、滕

建卓、田振华、龙运光与胡成刚等专家作

了专题讲座。会议交流论文 20 余篇，印发

了论文集，发放继续教育学分证书 71 件。 

苗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

的本民族医药经验与相关知识，以贵州苗

药产业为代表性的苗医药发展，极具民族

特色，深入发掘、弘扬苗医药文化，对推

动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

次会议通过专家授课和相互交流、讨论，

不仅使与会代表的苗医药理论水平得到提

升，而且对苗医药一些特色和今后研究发

展方向有了更准确的把握。诸位代表信心

百倍，充满激情，坚信苗医药的事业一定

会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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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发展现状调研与发展对策研究报告 

铜仁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现状与发调查研究科研课题组组长 

            铜仁梵净山土苗特色医药研究所所长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理事 

朱国豪 

 

铜仁地区地处黔东北部，位于我国武

陵山腹地，东邻荆楚湘西、鄂西，北接巴

蜀重庆、四川，是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障的

纽带, 素有“黔东门户”之美称。全区 1.8

万平方公里，辖八县一市一特区，总人口

397 万。其中，土家族 120 多万，苗族 61

万，侗族 41 万，仫佬族 13 万，少数民族

占 68.47%，这是一块原始、秀美、神奇的

热土。更是一块以武陵山主峰梵净山这个

人与自然生物圈（MAB）保护网成员（中

医药、民族医药（土家族、苗族药物）资

源极为丰富的宝地。 

为了落实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把中

医药、民族医药作为我省支柱产业来抓的

战略决策。根据 2009 年贵州省政协主席会

议决定，对我省民族药业进行专题调研的

明传电报精神，我农工党铜仁市委医卫生

委员会和贵州铜仁梵净山土苗特色医药研

究所于 2010 年 5～10 月进行第一次初步调

研。2011 年 3 月向铜仁地区科技局申报了

“铜仁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现状与发展

调查研究科研课题”。铜仁地区科技局以

铜地行财（2011）52 号批准立项。故从 2011

年 5 月～11 月我们对铜仁地区中医药、民

族药业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发展对策

又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

下： 

一、铜仁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业发

展现状 

（一）铜仁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工

业发展现状 

铜仁地区民族医药业发展较早，20 世

纪 80 年代就成立了铜仁中药厂，铜仁中药

饮片厂。90 年代建立了铜仁制药厂（铜仁

化学制剂厂），思南制药厂，铜仁中药厂

万山分厂。特别是铜仁中药厂，曾在全省

走在前列，颇有名气。 

1、铜仁中药厂（现神奇梵净山铜仁药

业有限公司）：铜仁中药厂，原有职工 98

人，有 38 个国家中成药品批准文号，主要

生产强力银翘片（即 VC 银翘片）、强力批

把露（即神奇止咳露）、复方批把叶膏、

大山植丸、天麻丸、小儿止咳糖浆、乙肝

解毒胶囊、首乌片等，年产值 100 多万元。

1996 年该企业通过行署招商引资与青岛企

业家姜剑合作建立“铜仁海润药业有限公

司”，1998 年元月撒出而停工停产。地委、

行署高度重视，从地区医药局派专业技术

干部去领办铜仁中药厂。1998 年 3～6 月完

成原 190 万元未完成的技术改造，恢复生

产。当年产值达 180 多万元。为开发泵系

列医药产品，还兼并了万山化工厂，建立

了铜仁中药厂万山分厂。筹建了铜仁梵净

山药业集团开发有限公司，使铜仁中药厂

焕发了生机。2000 年贵州神奇药业有限公

司买断铜仁中药厂，到 2003 年进行体制改

革，所有职工买断工年，由地区行署在谢

桥（原打耙厂）提供 70 亩地，由神奇药业

公司建新厂房，投入资金 2000 多万元。2004

年通过国家 GMP 认证。成立了“神奇梵净

山铜仁药业有限公司”但神奇药业一直到

2009 年未正常生产。铜仁地区医药工业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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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发展。铜仁中药厂几经坎坷，教训极为

深刻！ 

2、铜仁制药厂（铜仁化学制剂厂）：

主要生产汞溴红、汞化学试剂，有职工 30

多人，投入资金 120 多万元，年产值 300

多万元。现只生产化工产品。属监狱系统。 

3、铜仁本草制药有限公司（属外商收

购思南制药厂在玉屏建厂）：主要生产西

药，有 SmZ、头痛粉等 9 个生化药品生产

批准文号。投入资金 1000 多万元。年生产

能力 5000 万元，现年产值仅 40 多万元。

己通过 GmP 认证，规划从民族中草药方向

发展。现处于停产状态。 

4、铜仁中药饮片厂：原有职工 30 多

人，年产值 80 多万元。2005 年改制。有国

家生产中药饮片《药品生产许可证》到 2010

年 12 月。但无力进行生产中药饮片的国家

GmP 技术认证改造，现已停产。 

5、德江银杏黄翻提取生产线：与北京

某科研所合作，1998 年投入扶贫资金 500

多万元。只生产出样品，2001 年倒闭。 

（二）铜仁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发

展现状 

1、铜仁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资源现

状 

铜仁地区民族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

属亚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光、热、水资源

十分丰富。地形、地貌多样复杂。高山、

丘陵、平坝，河谷纵横交错，海拨落差大，

最高武陵山主峰梵净山 2572 米，最低乌江

中下游沿河王坨 202 米。因而，铜仁地区

气候、土壤、生物种类立体垂直差异明显，

特别是有“世人与自然生物圈（MAB）”

保护网成员，江口、印江、松桃交界的梵

净山原始生态自然保护区；沿河、德江、

务川交界的麻阳河、锯齿山、乌江山峡原

生态自然保护区；石阡佛顶山原生态自然

保护区；铜仁市六龙山，米公山生物多样

原生态风景区等，区内动植物资源十分丰

富，可谓“民族中草药王国”。根据 1984

—1988 年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表明，铜仁地

区有民族中草药资源 2064 种，其中植物

1863 种，动物药 175 种，矿物药 26 种，蕴

藏量达 5082 万吨。民族中草药资源，特别

是独具特色的土家族、苗族药资源，这是

铜仁地区的一大特色资源优势。如土家医、

苗族医称的“一百零八将”，他集中体现

了我区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地方特色。其

具体品种是：○1 神参（竹节参）；○2 神麻

（天麻）；○3 神草（灵芝草，树枝样灵芝）；

○4 神香（细梗香草）；○5 神仲（杜仲）；○6

神树（银杏）；○7 神木（黄杨木）；○8 神

蒜（竹蒜）；○9 盘龙参（绶草）；○10 双肾

参（落地金钱）；○11 霸王七（雷公藤）；○12

百棒七（飞龙掌血）；○13 七叶莲（胶股蓝、

七叶参）；○14 五甲皮（刺五加）；○15 血三

七（菊叶三七）；○16 乌骨七（青木香）；○17

葫豆莲（鄂豆根）；○18 朱砂莲（薯莨）；○19

水龙胆（黑芨草）；○20 地乌七（林阴银莲

花）；○21 雪见七（雪里见）；○22 九死还阳

（卷柏）；○23 隔消七（牛皮消、隔山消）；

○24 红活麻（红活麻）；○25 五花血藤（大血

藤）；○26 岩虹豆（吊石苣苔）；○27 蜘蛛七

（蜘蛛香）；○28 地娱松（垂盆草）；○29 白

贝七（湖北贝母）；○30 美荷莲（莲）；○31 金

钩莲（钩藤）；○32 竹黄血（竹黄）；○33 鸡

血藤（香花崖豆藤）；○34 马蹄莲（掌叶大

黄）；○35 旱八角莲（八角莲）；○36 水八角

莲（川八角莲）；○37 木仙挑（木瓜）；○38 水

杨柳（水白前）；○39 肺痨七（阴地蕨）；○40

九滴血（百两金）；○41 一支箭（瓶尔小草）；

○42 药王七（徐长卿）；○43 气藤（木防己）；

○44 五虎劲（野花椒）；○45 四大天王（宽叶

企粟兰）；○46 乌龟七（中华千金藤）；○47 地

胆七（青牛胆）；○48 独角莲（七叶一支花）；

○49 百味莲（雪胆）；○50 轩龙剑（骚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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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止血莲（紫珠）；○52 蛇癀莲（白花蛇舌

草）；○53 田基黄（地耳草）；○54 益母莲（益

母草）；○55 岩白菜（牛耳朵）；○56 白龙须

（瓜木、八角枫）；○57 半边莲（半边莲）；

○58 老虎七（黄精）；○59 九节莲（九头狮子

草）；○60 岩白合（百合）；○61 蜂科莲（夏

枯草）；○62 白气参（泡参）；○63 马蹄香（马

蹄香）；○64 金银花（金银花）；○65 透骨七

（滇白珠）；○66 鱼鳅串（马兰）；○67 马鞭

七（马鞭草）；○68 五香血藤（铁箍散）；○69

水黄莲（美丽獐牙莱）；○70 羊角七（箭叶

淫羊霍）；○71 白鸡七（白芨）；○72 鹅寿七

（何首乌）；○73 阎王七（阔叶十大功劳、

阎王刺）；○74 蜂子七（地蜂子）；○75 岩火

炮（石仙桃、果上叶）；○76 恶鸡七（大蓟、

恶鸡婆）；○77 乳清莲（蒲公英）；○78 盘龙

七（蜘蛛抱蛋）；○79 一包崽（百部）；○80 三

颗针（豪猪刺）；○81 败毒莲（抱茎苦卖菜）；

○82 玉龙七（白接骨）；○83 刺梨子（缫丝花）；

○84 米辣子（吴茱萸）；○85 乌头七（乌头）；

○86 多儿参（麦冬）；○87 蓼花七（头花蓼）；

○88 红牛克七（土牛膝）；○89 润血莲（鹿含

草）；○90 半枝莲（半枝莲）；○91 风寒草（聚

花过路黄）；○92 麻玉七（半夏）；○93 金钗

莲（金钗石斛）；○94 木姜花（木姜子）；○95

鸡脚参（翻白草）；○96 飞天蜈蚣（云南蓍）；

○97 双肾藤（鄂羊蹄甲）；○98 蜈蚣还阳（蛇

足石杉）；○99 金柴胡（一枝黄花）；100 白

奶参（桔梗）；101.石松还阳（石松）；102.

娃娃鱼（大鲵）；103.水团鱼（鳖甲）；104.

地团鱼（土鳖虫）；105.麝香（林麝）；106.

天团鱼（露蜂房）；107.蜂糖（中蜂蜜）；

108.朱砂（朱砂）。这种资源优势，是其它

地区无法得到的优势。有极其广阔的开发

前景!但现在只有品种优势，只有变野生为

家种、家养才能变品种优势为产品优势。 

2、铜仁中药、民族药物种植和基地发

展现状 

铜仁地区从 1987 年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后，地委、行署和各县、市、特区党委、

政府就开始重视中医药、民族医药的开发

工作。特别是 1990～2008 年的扶贫攻坚和

西部大开发、坡改梯、退耕还林，财政科

技扶贫。把林、果、药、茶作为基地建设

加以扶持。各县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民族

药材基地。如沿河的神麻（天麻）200 亩、

神仲（杜仲）400 亩，芍药莲（白芍）250

亩、米辣子（吴茱萸）600 亩、生地、白术、

桔梗、五倍子 1250 亩、葛根 1000 亩、花

椒 500 亩、还有乌蛸蛇、五步蛇、麝香（林

麝）水獭、中蜂蜜等种养基地。总计 4100

亩，投入资金 136.28 万元。德江的神麻（天

麻）6000 平方米，神树（银杏）700 亩，

神仲（杜仲）1300 亩，茅菊参（白术）600

亩、黄柏 900 亩、米辣子（吴茱萸）900 亩、

茯苓 200 亩、金银花 2000 亩。总计 6600

亩，投入资金 120.5 万元；思南的金银花

4000 亩，吴茱萸 1000 亩，玉竹、太子参

1000 亩，板兰根、白奶参（桔梗）、白术、

麻玉七（半夏）共 1500 亩，总计 7500 亩，

技入资金 140 万元；印江的神草（灵芝）

100 亩，神仲（杜仲）3000 亩，神麻（天

麻）500 亩，金银花 200 亩，黄柏 3000 亩，

神树（银杏），丹参，黄栀子共 2500 亩，

总计 9300 亩，总投资 255 万元；松桃的米

辣子（吴茱萸），茅菊参（白术），丹参、

玄参、葛根、黄柏、金银花、纹股蓝、百

合、菊花、黄栀子在九个乡建立基地，总

计面积 4.3 万亩，投入资金 745 万元；石阡

的白芍 1000 亩、吴茱萸 200 亩、天麻 200

亩、金银花 100 亩，太子参 1000 亩，总计

2500 亩，投入资金 390 万元；江口的天麻、

银杏、厚朴、穿心莲、缬草、吴茱萸、五

倍子、独角莲、金银花、当归等品种，总

计面积 3850 亩，投入资金 21 万元；玉屏

的黄姜 200 亩、吴萸 1800 亩、杜仲 1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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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2100 亩，投入资金 181.2 万元；万山

的红枣 2800 亩、杜仲 50 亩、玉竹 30 亩、

射干、百合 20 亩、白术 80 亩、半夏 100

亩、雪玲果 20 亩，总计 2200 亩，投入资

金 298.7 万元。铜仁市的杜仲 1000 亩 11.5

万元。桔梗 500 亩，6 万元。花椒 3000 亩，

30 万元。黄姜 1100 亩， 40 万元。总计 3600

亩，总投资 87.5 万元。 

全区民族中药材发展从 20 世纪 90 年

代开始发展总面积 81480 亩，总投资

2345.18 万元（包括扶贫资金 1314.28 万元，

农发资金 134.1 万元，以工代赈资金 840.2

万元，退耕还林资金 56.6 万元）。特别是

“德江天麻”2006 年荣获国家地理标识。

现发展情景十分广阔。 

（三）铜仁地区民族医药（土家族、

苗族医药）研究现状 

1、土家族医药研究结硕果 

土家族是铜仁地区一个古老悠久的原

著少数民族，自以“比际卡”“毕兹卡”

（本地人）为族称。根据考古发现，早在

远古石器时代，土著先民就在这块群山耸

围、环境幽箐、原始古朴、神奇土地上世

代相守，繁衍生息。我国土家族人口 820

多万，为全国少数民族的第六位。而铜仁

地区总人口 397 万，土家族占 120 多万，

约 1/3。所以，原铜仁地委梁学义书记说，

研究土家族的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

化、是铜仁地区民族进步发展工作最重要

的工作。1984 年全国中药资原普查开始，

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药检所所长朱国豪为

组长，带领铜仁地区乌江流域中下游中药

资源普查队，对贵州土家族医药的起源开

始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

而 1993 年省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与贵州民

委文教处支持成立了“贵州土家族医药调

查研究课题组”，由朱国豪任组长，省中

医研究所陈德媛、杜江研究员作技术指导，

对贵州铜仁地区和黔东南州，遵义地区土

家族聚居地区的土家族医药进行全面调

查。整理出 100 多万字的《土家族医药》

调研资料。1994 年 9 月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研究会土家族医药专业委员会在张家界正

式成立，铜仁地区医药局项目办主任朱国

豪担任常务副会长。故朱国豪副会长又把

土家族医药放在湖南的湘西州、张家界市，

湖北的恩施州、宜昌市和重庆市的黔江、

涪陵进行整体调查研究，因而 2006 年 10

月由朱国豪所长、贵阳中医学院杜江教授

和贵州省民委文教张景梅处长主编的《土

家族医药》在北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出

版。全书 80 多万字，分五章全面论述介绍

了我国土家族医药的发展历史、基础理论

及临床实践。特别是土家族医学的“三元

论”和土家族药学的“三元性”。成为我

国独具民族特色的崭新医学哲学。“三元

论”以天、地、水、（上、中、下）三元

立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人体生命的起源

和人体生、长、壮、老、病、死的客观规

律。并创新地提出了如何保元培阳，赶风

赶毒，是维护人体生命、防病治病、康复

保健的奥秘。如何保元培阳，赶气赶毒，

是延长人体生命，健康长寿的关键。这对

现代医学研究人体生命科学和对疾病的预

防治疗，康复保键，延年益寿提供了个新

的学科研究方向。而土家族药学的“三元

性”。即苦、酸、涩为凉（寒）药；麻、

辣、咸为温（热）药；甜、淡、滑为平（淡）

药。这就形成了土家族医药的“医学三元

论”和“药学三元性”的系统科学性。特

别是黔、湘、渝、鄂的老土家医们，经过

千回百想的哲学思维，将土家族医药的“三

元脏器”、“三元孔窍”、“三元物质”

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趋势用土家民间文化歌

谣进行高度浓缩概括，形象生动，栩栩如

生，使土家族医药的理法方药，哲理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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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反复实践土家族医学的特色疗法，更是

神奇有效。如“痛症超导诊疗法，九皇娘

美容法，魔球按摩法、荨麻蛰刺法、长寿

药枕法和以阳统阴的医学理论、以阳统阴

整体治病法”，都是中医和其他民族医没

有的方法。土家族医药经过千锤百炼，而

又反复实践的单方验方，更是疗效卓著。

这是我省、我区实施中药现代化，振兴贵

州医药产业经济，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新药的第一手资料，很有研究和价值。现

贵州铜仁梵净山土苗特色医药研究所朱国

豪所长的“一种治疗脑心血管疾病的中药

组合物”“和一种治疗癌症肿瘤的土家族

药物及其制备方法”获国家专利，专利号

为 200610051019.4；200610051018.X。《土

家族医药调查与文献资料整理研究》获铜

仁地区 2005～2006 年度科学技术进步成

果一等奖。《土家族医药》一书由北京中

医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出版，其哲学

理论荣获贵州省人民政府 2007 第七次社会

科学进步成果三等奖。这项成果填补了贵

州省土家族医药研究的空白，走在全国的

前列。 

2、苗族医药的研究出成绩 

苗族是三皇五帝后，迁徙往黔、湘、

渝、鄂、云南及其它国家的世界性少数民

族，全世界 1000 多万，我国 890 多万，贵

州 400 多万、铜仁地区 61 万。苗族民族历

史悠久，故《贵州通志过土民志》曰“夫

苗族之在中国论者，谓尚在汉族之先，彼

族君长如蚩尤者，明乎天道……实始造乒

为剑铠矛戟，以威天下，其才实横绝世”。

后由于黄帝、炎帝与蚩尤逐鹿中原大战，

“炎帝三战败北，黄帝九战不胜”，后“天

遗神女下授兵符”炎黄合力，五十五战，

蚩尤战败被俘杀，后三苗九黎，四处迁徒，

逃往江西、湖南、贵州、云南。故《皇朝

经世文、青螺文集》云：“考红苗蟠居，

楚蜀黔三省之界，而古之苗遗种也。”所

以武陵山区、大娄山、太巴山、巫山余脉

切入的四省市边区，包括铜仁地区的苗族

是原著土家先民“毕兹卡”（本地人）称

为“白卡”与之邻居的人。贵州高原是苗

族迁徙聚居的大本营，铜仁地区为 61 万，

主要聚居在松桃苗族自治县和印江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全省 300 多万。 

苗族医药萌芽于蚩尤时代，形成于秦

汉，发展于明清，鼎盛于当代，古有“千

年苗医，万年苗药”之美誉，20 世纪 80 年

代，黔东南副主任医师陆科闵主编了《苗

族药物集》；1992 年贵州省中医研究所陈

德媛教授主编了《苗族医药学》；还有欧

志安 1990 年编写了《湘西苗药汇编》，1998

年贵州省卫生厅赵松副厅长为组长，领导

编写出版了以包俊处长、冉懋雄所长为主

编的《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我区

松桃卫生局长唐永江为主要成员，参加了

此项调研工作，书中记载了，苗医病症 200

种，苗药材 200 多种，贵州地方标准苗药

130 多种，使贵州苗药研究和开发进入了崭

新的阶段。 

铜仁地区苗族医药的研究是从 1983 年

3 月贵州省中医研究所陈德媛教授到松桃

调研，松桃苗族自治县卫生局唐永江局长

带队参加调研编写《苗族医药学》起步后， 

2004 年松桃中医院唐海华副主任医师主编

了《苗族药物学》。全书分十二章介绍苗

族药物学理论及苗药 435 种，其中植物药

369 种，动物药 44 种，矿物药 12 种。该课

题获 2003～2004 年度铜仁地区科技术进步

成果二等奖。对铜仁地区苗族医药进行了

全面的总结。 

3、中医药、民族医药机构、人员结构

和工作开展现状 

铜仁地区八县一市一特区，有民族中

医院 8 所，中医药卫生技术人员 8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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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执业医师（含助理医师）565 人。地区

人民医院、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和各县人民

医院都有中医科。有高中级中医技术人员

50 多人。全区各乡镇卫生院都有中药房。

部份民族中医药人员也从事土家族、苗族、

侗族医药的研究和用土家族苗族医疗方法

和药物为群众防病治病。全区 2497 个村卫

生室的 2500 名乡村医生中，中医或会中西

医药的人员有 1250 人，铜仁地区药监系统

有高级副主任中药师 3 人，主管中药师 6

人，中药师 13 人。有完善的中药检验室。

全区有 9 家医药公司经营中药饮片。有 495

家个体药品零售药店经营民族中草药 

二、全区民族药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

主要困难 

（一）对铜仁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

工业投入不足 

铜仁地区原有五家民族医药企业，特

别是铜仁中药厂起步早，有 30 多个中成药

批准文号。该厂生产的“强力银翘片、复

方枇杷叶膏、大山楂丸、天麻丸、乙肝解

毒胶囊、小儿止咳糖浆、首乌片”等疗效

好，很有市场潜力。但是没有加大人、财、

物和科技的投入，使铜仁地区民族医药工

业发展失去良机。 

（二）对铜仁地区民族药业的发展没

有真正理清科学发展思路 

铜仁中药厂、神奇梵净山铜仁药业的

变迁，影响铜仁地区中医药、民族药业发

展，这与铜仁地区丰富的中药、民族药资

源优势形成反差。没有民族医药工业的发

展，民族中药材基地发展就没有旺盛的生

命力。所以，铜仁地区中医药、民族药业

不能发展，主要是没有真正理清铜仁地区

民族药业发展的科学思路，确立可行的科

学发展规划和具体措施。 

（三）对铜仁地区民族药业的发展没

有真正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 

铜仁地区过去大部分中医、民族医都

是种养中药、民族中草药在自己的房前屋

后，为群众防病治病。从 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建各种民族中药材种养基地，但是盲

目性较大，没有根据市场需求，选准优势

地道药材品种，短、中、长结合兼顾，缺

乏深谋远虑的大市场发展科学观。如 2003

年玉屏投入农发资金 100 万元，发展吴萸

1827 亩，黄姜 173 亩。后黄姜无人收购土

中烂掉，吴萸价低大部分被砍掉。所以，

全区各县、市药材基地 50%效益不佳。 

（四）项目资金投入不足，科技管理不

到位 

各县发展的民族中药材基地项目，要

求面积很大，而资金投入不足。民族中药

材种、养植是有一定技术含量要求细活，

良种、土壤、水份、肥料、光照、厚密、

季节等都有技术标准要求。然而我区发展

的民族中药材项目资金不足，科技管理不

到位。 

（五）对民族医药重视不够 

     民族中医院有逐步西医化的倾向，各

县、市、特区民族中医院用中医药治病的

特色不明显。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对中医药、民族医药好的特色疗法和特色

有效药物的保护与研究不够，使铜仁地区

中医药、民族医药的优势和特色不能发挥

出来，民族药业更难发展。 特别是受国家

西医、中医执业医生、执业药师资格限制，

现大量民族医、民间医为人民群众防病治

病老民族医处于自然消亡的状况。亟待遵

照国家认定少数民族医政策进行拯救，出

台相关特殊政策认定保护。 

三、振兴我区中医药、民族医药的建

议与对策 

1、真正解放思想，努力发挥中医药、

民族医药业的真正优势 

地委、行署和各县、市、特区党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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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特别是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要从思想

上真正认识到中医药，民族医药的确是我

国的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

提高。各地、市、县卫生行政部门都要和

国家、省级一样对应建立中医药、民族医

药管理局和中医药、民族医药研究机构。

指导当地的中医药，民族医药理论研究、

临床实践和中医药、民族医药业的科学现

代化产业化开发。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中

医药、民族医药业的真正优势，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让科研与临床实践和民族药业的

科学产业化开发相结合，这才是真正解放

思想。 

2、创新管理机制，提高中医药、民族

医药人员的开拓进取精神 

铜仁地区现有中医药、民族医药技术

人员相对较少，但这是振兴我区中医药、

民族医药最根本的基础力量。首先是要提

高他们的认识，要他们真正用中医药、民

族医药来防病治病。能不用西药的尽量不

用西药，从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实践上突出

中医药，民族医药的特色。还要组织一批

高中级西医师系统学习中医，民族医的基

础理论，研究性地从事中医药、民族医药

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及现代科学产业化

开发。国家要从政策上创新管理机制，提

高从事中医药、民族医药科技人员的待遇，

加大对中医药、民族药业科研经费和项目

产业化开发的技入，从人、财、物上创造

一个从事中医药、民族医药科学研究和科

学实践的良好氛围。应提高从事中医药、

民族医药的科技人员的待遇，特别是要加

强各县、市、特区民族中医院的建设。各

县、市、特区民族中医院要突出中医药、

民族医药特色，创建中医药民族医药特色

专科（如骨伤、针灸、颈腰疼痛、风湿关

节痛、土家医、苗医专科）。这就会极大

的促进我国中医药、民族医药的大发展。 

3、创新抓好土家族、苗族药材资源优

势项目的基地产业化开发 

中医药、民族医药业现代化、产业化

开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精

心组织，科学规划，突出特色，立足市场，

建立基地、着眼长远，方能建立与铜仁地

区民族中草药资源优势相适应的高效现代

产业化可持续发展机制。地区可建立领导

与专家组成的铜仁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

科学现代化产业化开发领导小组。在摸清

我区现有民族中医药、民族医药药材基地

发展成功与失败经验基础上，认真总结经

验，将我区土家族、苗族珍稀地道药物“一

百担八将”和引进其他优势效益高的中药

材品种，以较为成功的“公司加农户”，

产、供、销、科研一条龙模式，建立规模

较大的，按照国家 GaP 要求的中药、民族

药材种、养基地。使之成为我区经济建设

新的支柱产业（如德江的天麻基地）。 

4、创新抓好土家族、苗族医药特色疗

法产品项目科学产业化开发  

土苗医药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不仅

有完整的医学、药学理论，而且有较为广

泛的应用基础，极具市场开发前景和潜在

较大的经济效益，通过 20 多年的调查研究，

我所拟定土家族、苗医药特色疗法开发品

种如下：（1）土家民族医药瑰宝梵净山“九

皇娘美容器”的产业化开发；（2）土家民

族医药珍宝“土王魔球按摩器”的产业化

开发；（3）土家民族医药“痛症超导新医

诊疗”仪产品的产业化开发；（4）土家民

族医药奇珍“土王长寿药枕”的产业化开

发；（5）“土家荨麻蜇刺疗法”的产业化

开发。 

5、创新抓好土家族、苗族医药单验方

新药项目科学产业化开发  

（1）土王保阳长寿酒；（2）土娘保

阳长寿露；（3）苗王清肺止咳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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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王赶毒伤风灵；（5）土王赶毒保肝冲剂；

（6）土王消肿百棒酒；（7）土王消癌肿

痛灵；（8）土王三通尿淋清；（9）土王

三通脑心康；（10）苗王三通胃肠清；（11）

土王风湿肿痛消；（12）土王戒毒净；（13）

土王神清郁散喜；（14）土王鼻咽爽片；

（15）苗娘眩晕停片；（16）苗王肺痨康

复片；（17）苗妹美容膏；（18）苗妹歌

清润喉宝；（19）土王百肿消痛膏。 

6、创新抓好土家族、苗族民族保健食

品项目的科学产业化开发  

（1）土家胡桃龙枣酒；（2）土王五

加玉珍液；（3）土王刺梨干红；（4）土

王傩堂神爽酒；（5）土王傩神爽口茶；（6）

苗王猕猴长寿饼；（7）苗王乌发美容糕。 

7、重点突破两个国家专利新药研究项

目的科学产业化开发 

土家族医药是我国民族传统医药的一

支新秀。为落实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等十七个部、委、局《2006—2020

年中医药创新发展纲要》和《铜仁地区“十

一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关于优化产业

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我区社会经济

全面跨越式发展。2006 年 3 月朱国豪所长

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一种人治疗癌症肿

瘤的土家族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和一种治疗

脑心血管疾病土家族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的国家专利。通过多年的努力，2006 年已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号为

200610051019.4；200610051018.X。铜仁地

区应以此为突破口，集中人、财、物、环

境、资源优势，争取在省、国家创新科研

项目、扶贫开发项目、中药产业现代化开

发项目中立项。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研究，

使之获得国家新药生产批准文号，在黔东

大地创新打造土家族医药新品牌。 

8、以恢复神奇梵净山铜仁药业有限公

司为龙头，开创铜仁民族药业产业化的新

局面 

神奇梵净山钢仁药业有限公司，座落

在铜仁市谢桥工业园区，环境清新，交通

方便。公司已经过国家GmP生产许可认证。

关键是科学决策，解决遗留问题。以创新

研究开发两个土家族药品专利新药和研究

开发以上 3、4、5、6 四个创新土家族、苗

新药科学产业化为支柱，实施科技兴药，

药业兴铜。 

9、“建立梵净山万亩民族中草药生态

园”、“贵州黔东民族中药材大市场” 

“梵天净土，桃源铜仁，武陵之巅，

黔东门户”是我省进入中原、华东、华南

的窗口。特别是梵净山这个世界人与生物

圈保护网成员，世界生物基因库可说是我

国保存较完好的“绿色民族中草药资源宝

库”。所以，我们建议打造“梵净山万亩

民族中草药生态园”和在铜仁建“贵州黔

东民族中药材大市场”，两个大的发展项

目。铜仁地区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条

件具备。关键是抡抓机遇，尽早决策，尽

快决策。这将为铜仁地区民族药业的发展

和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10、建立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的人

才培养教育基地 

人才是任何事业发展的第一要素。铜

仁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要加快发展，首

先是要有一批人才，可集中我区现有的中

医药、民族医药（土家族、苗族医药）人

才，在铜仁学院和铜仁职院开办中医药、

民族医药（土家族、苗族医药）大专或本

科班。使之成为我区中医药、民族医药长

期培养教育基地。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区中

医药、民族药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