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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甘肃省试点工作中医药公共卫生专项（财社 ［２０１１］７６号）；中央本级重大增减支
项目（２０６０３０２）

 ［通信作者］　晋玲，教授，研究方向：珍稀濒危和大宗常用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Ｅｍａｉｌ：ｚｙｘｙｊｌ＠１６３ｃｏｍ

甘肃省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研究
△

刘立，马晓辉，晋玲，林丽

甘肃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总结甘肃省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过程中中医药传统知识的调查研究结果，分析该省中医
药传统知识的现状和特点。方法：普查工作由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协调，甘肃中医药大学技术牵头，融合了省内

９所高校和１家科研单位，结合各单位的研究方向组成省级普查队到县普查，通过实地走访获取记录资料及影像资
料。结果：各普查队整理，普查办汇总，共获取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１０２８份，其中单方３８８份、复方６４０份，主要
使用民族有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结论：甘肃省中医药传统知识种类丰

富，且具有民族及地域特色，但是遗失情况较多，需要根据地域、民族特点，采取有效的收集和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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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位于我国西部，地处黄河上游，黄土高

原、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三大高原交汇地带。介于

东经９２°１３′～１０８°４６′，北纬３２°１１′～４２°５７′，东接
陕西，南邻四川，西连青海、新疆，北靠内蒙古和

宁夏，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是古丝绸之路的

锁匙之地和黄金路段。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

形呈狭长状，东西长１６５５ｋｍ，南北宽 ５３０ｋｍ，总

面积约４５４０００ｋｍ２。通过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
甘肃省已有５０个县（市、区）完成了中药资源普查。
甘肃地处西北腹地，地形地貌特征、气候条件、生

态环境等因素的复杂性，为各种野生植物的生长提

供了适宜的生态条件，而且道地药材的种植已有上

千年的历史，比较著名的传统道地药材有：当归、

红芪、黄芪、党参、大黄、甘草、贝母、款冬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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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艽、锁阳等。除汉族外，世居甘肃的少数民族有

回、藏、东乡、土、裕固、保安、蒙古、撒拉、哈

萨克、满等１６个，其中东乡、裕固、保安为３个特
有少数民族［１］。现对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甘肃

省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做以简单的总结分析。

１　调查内容

１１调查目的

通过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甘肃省试点工作，

以及在省内开展与中药资源相关的中医药传统知识

调查，发现并收集一批在临床应用中行之有效，有

重要价值的用药知识或经验，根据地域、民族等地

方特点采取保护措施，建立相应的保护名录，为国

家进一步保护和推广打好前期基础［２６］。

甘肃省的甘南、临夏两个自治州及肃北、肃

南、东乡、积石山、阿克塞等自治县，是藏、回、

东乡、保安、撒拉、蒙古、裕固族等少数民族的集

聚地，有着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和民族风情。中医

药传统知识包含了多个民族的医药文化，为了较好

地掌握该省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基本情况，对做好中

药资源传统知识挖掘和科学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国家对中医药重视程度逐渐加强，使得中医药

传统知识得到了良好的保护，民间中医药传统知识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调查工作主要针对分布

在基层、民间的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保护性调查、

挖掘和整理，摸清本省中医药传统知识资源状况，

同时发现一些地方特色药用资源、特色加工技术

和特殊用法，为制定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

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和数据库奠定了

基础［２６］。

１２调查方式

甘肃省中药资源普查办公室组织各县（市、区）

普查队在所负责的普查区域，开展中药资源传统知

识调查时，联合当地卫生部门以乡、镇为单位，按

照 《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技术规范》遴选条件确定调

查对象，走访传统知识持有人，包括县乡镇卫生院、

民办医院、村卫生所、私人诊所及民间医生等［７８］。

按照中药资源相关传统知识调查表设计的内容（含名

称、药材信息、加工方法、使用民族和地区、功效、

主治、性味、归经、用药形式、使用方法、毒副作

用、禁忌、配伍、疗效、配方、来源与应用历史、

重要价值、持有人信息等）对其进行采访，在征得中

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及所在单位的同意并配合下，

登记相关调查信息。并在条件允许时，参与观察中

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的实践活动，对其使用的医药

古籍等市面少有的医药资料进行影像记录［８］。

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对象的遴选条件为：在一

定地域范围内，继续在传承应用并且行之有效的具

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用药知识与经验；持有人所应

用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必须是通过家族或师徒授受等

方式传承获得，而非个人独立发现或通过培训学习

获得。通过实地调查，为了更好地挖掘民间中医药

传统知识，我省根据地方特点附加的遴选条件为：

在本地区或者周边地区对某一种疾病治疗方面有自

己创新、行之有效、口碑较好及当地卫生部门极力

推荐的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者，也加入到调查对象

里面［８１０］。

１３调查地区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甘肃省试点工作包括：

２０１２年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 “我国代表性区域

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项目、２０１２年中医药部门
公共卫生专项——— “国家基本药物所需中药原料资

源调查和监测”项目、２０１４年中医药部门公共卫
生专项——— “中药原料质量监测体系建设”项目，

涉及的地域是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市、定西市、白

银市、武威市、陇南市、平凉市、庆阳市、张掖

市、酒泉市、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

１２个市（州）。

２　调查结果

通过大量和基础性的实地走访调查，本省１２个
市（州）总共５０个县（市、区），共计收到中医药传
统知识调查信息１０２８份，对经整理走访调查数据的
完整性和合格程度，传承时间、文献资料的真实性

和可靠性都进行了重点考究，规定在已出版的医学

典籍基础上有所创新的可以作为新的传统知识记录，

否则不能作为文献资料，以临床病例、医疗笔记作

为依据，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发现并纠正走访调查工

作中出现的问题。经 “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

统”填报，“中药资源普查数据核查系统”核查合

格性，现已确定了１０２８项合格并传入国家数据库，
其中单方３８８份，复方６４０份，主要使用民族有汉
族、藏族、回族、蒙古族、裕固族、东乡族、保安

族、撒拉族（详见表１）。
·６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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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调查收集的验方
类别 份数 使用民族及频次

单方 ３８８ 汉族（１０）、藏族（７）、蒙古族（６）、回族（５）、
裕固族（５）

复方 ６４０ 汉族（１１）、藏族（８）、回族（８）、蒙古族（５）、裕
固族（２）、东乡族（２）、保安族（１）、撒拉族（１）

调查的县（市、区）涉及的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

人主要以汉族为主，在甘南州、临夏州、肃南县、

肃北县、东乡县、天祝县及积石山等地区还有藏族、

回族、蒙古族、裕固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持有人。

单、复方使用的民族中汉族居首位，藏族次之，回

族第三，再次是蒙古族。还发现少数民族地区的中

医药传统知识持有者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为薄弱，

不过，这反而有利于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传承和保护；

相对而言，汉族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者知识保护意

识较强，传承较差，中医药传统知识遗失较多，很

多家族传承的医药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会出现家族

内无人继承的现象，受传统思想影响不传外姓，导

致很多家族医药文化的严重断流。

此外，在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

些地方特色药用资源、特色加工技术及特殊的用法，

通过对已传入国家数据库的１０２８项合格单验方进行
分析总结后，发现有８１项单验方具有其地方性的特
殊用法和加工方法，对一些疑难杂症具有较好的疗

效。为做好甘肃省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整理和挖掘工

作，特别是对地方或民间行之有效的单验方信息的

采集，目的是使一些存在于地方或者民间的中医药

传统知识得到及时地保护，从而完善中医药传统知

识的档案建设，同时通过研究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医

药传统知识，也能为一些从事新药开发的药企提供

研究思路，给国家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及保护提供

前期指导（详见表２）。

表２　甘肃省有地方特色的８１项单验方
序号 单验方名称 主治 持有人　　 所在地区

１ 香椿 疮疡、脱发、目赤、肺热咳嗽等病症 王红全 甘谷

２ 大蒜 肠炎、饮食积滞、脘腹冷痛等病症 魏全元 甘谷

３ 糙叶败酱 血小板减少症，子宫出血，鼻子出血 徐彦祥 合水

４ 狼毒 牛皮鲜 刘明旺 合水

５ 柴胡 用于感冒发热、寒热往来、胸胁胀痛等 马文华 和政

６ 韭菜子 虫牙、蛀牙、龋齿 韩平 和政

７ 角蒿 齿龈宣露 潘世伟 临洮

８ 盘叶忍冬 风湿性关节炎 杨茹乾 临洮

９ 兰州百合 咳嗽吐血、失眠多梦 张海如 临洮

１０ 多刺绿绒蒿 适用于骨折、骨热、黄水病 西道加 碌曲

１１ 具鳞水柏枝 适用于麻疹不适、咽喉肿痛、中毒症等 西道加 碌曲

１２ 沙棘 适用于胃病 西道加 碌曲

１３ 桃儿七 适用于肾病、妇女血病、月经不调、子宫虫病等 桑吉加木措 碌曲

１４ 苦苣菜 阑尾炎 韩永存 民乐

１５ 野胡麻 安神 朱兴正 民乐

１６ 巴豆 治疗乳腺炎、乳腺增生 肖怀璧 渭源

１７ 败酱草 慢性皮炎 瓦胜东 渭源

１８ 升麻 感冒头疼、百日咳、犬咬伤 梁加其 舟曲

１９ 一把伞南星 面神经麻痹、半生不遂、破伤风等 梁加其 舟曲

２０ 多刺绿绒蒿 骨折 梁加其 舟曲

２１ 石榴皮 鼻衄、中耳炎、创伤出血 杨世英 宕昌

２２ 五倍子 头部脂溢性皮炎 苗玉性 宕昌

２３ 猪苓 心悸 石永录 宕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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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单验方名称 主治 持有人　　 所在地区

２４ 白鲜皮 斑秃、长新发 张生彦 积石山

２５ 苍耳子 鼻渊头痛 李同雨 灵台

２６ 天麻钩藤汤 高血压 杨永峰 灵台

２７ 细辛、苍耳 鼻窦炎 郭百福 灵台

２８ 五倍子 脱肛 郭百福 灵台

２９ 当归、独活 腰间盘突出 郝鼎国 灵台

３０ 大蓟 乙型肝炎 郝鼎国 灵台

３１ 黄芪、蜈蚣 中风 口眼歪斜 李栓乐 灵台

３２ 丁香、庆大霉素 口疮、复发性口疮 刘学元 民勤

３３ 冰片、雄黄、凡士林 尖锐湿疣 刘学元 民勤

３４ 黄花铁线莲、蒲公英 皮肤湿症 俞天爱 民勤

３５ 当归、黄连 白内障 熊振荣 宁县

３６ 黄柏、雄黄 蛲虫病 郭林瑞 宁县

３７ 蜂蜜、白酒 主治遗尿，尿床 王振元 宁县

３８ 鸡蛋黄油、雄黄 脚气 肖礼 宁县

３９ 硫磺、五倍子 主治黄水疮 陈明 宁县

４０ 云南白药 主治带状疱疹 张秉乾 宁县

４１ 小叶金露梅 治寒湿脚气、痒疹、乳腺炎 肃北县蒙医院 肃北

４２ 苦苣菜 胆囊炎、牙龈上火、妇科炎症 赵蕊 肃南

４３ 大蓟 防破伤风 杨静 肃南

４４ 木瓜、吴茱萸 脚气 李洪元 天祝

４５ 白芨、酒大黄 痔疮 何丁春 天祝

４６ 白芷 白癜风 马鸿武 天祝

４７ 五倍子、丹参 静脉曲张 冯生良 天祝

４８ 川赤芍 治突然高烧 陶仲良 文县

４９ 蛇咬特效药 蛇咬伤、蚂蝗咬伤 刘顺荣 武都

５０ 治烫伤、烧伤药 汽油、硫酸、烤瓷等烧伤、烫伤以及电打 王森林 武都

５１ 接骨、长骨固定治疗药 主治骨折 王森林 武都

５２ 猪油 主治疥疮 李金才 武都

５３ 生山药 糖尿病 王育春 武山

５４ 止咳汤 气管炎 姜馗 西和

５５ 多刺绿绒蒿 骨折 扎西东珠 夏河

５６ 大籽蒿 治肝炎、胆囊炎、刀伤，外洗消肿 毛连喜 夏河

５７ 艾叶灸 治感冒 张玉奎 榆中

５８ 黄连、黄柏 烧伤 唐翰儒 正宁

５９ 生龙骨、枯矾 烫伤 张怀印 正宁

６０ 白芷 头痛、牙痛、三叉神经痛 陈太安 庄浪

６１ 苦菜南瓜汤 辅治糖尿病 马展飞 庄浪

６２ 白芍当归蒸乳鸽 妇女月经不调及慢性肝病 李兰花 庄浪

６３ 益母草 治粉刺 马存军 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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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单验方名称 主治 持有人　　 所在地区

６４ 吴茱萸 小儿腹泻 李世军 华池

６５ 吴茱萸 厥阴头痛、脏寒吐泻、脘腹胀痛等 曹昀 华池

６６ 胆南星 治疗小儿眼闭 魏万全 华池

６７ 大黄 治疗腮腺炎 曾彦虎 华池

６８ 五倍子膏 疮痒、久不收口 王长林 康县

６９ 百消散 粉刺 段学邦 康县

７０ 一种治疗骨折的药物 各种骨折后促进愈合，治疗骨折 侯守谦 康县

７１ 公鸡肝、桑叶 治畏光、流泪等 吴朝益 康县

７２ 一种治疗治腿抽筋的药物 面瘫、腿抽筋 吴朝益 康县

７３ 中药粉末加黄酒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周贵仁 康县

７４ 鲜蒲公英、地丁 毒蛇咬伤 李建奇 两当

７５ 一种治疗治疗痤疮的药物 痤疮、青春痘 马海源 临潭

７６ 紫草油 宫颈糜烂 祁文 临潭

７７ 自拟风湿灵汤 类风湿性关节炎 王永杰 张家川

７８ 自拟方骨痛宁汤 腰椎间盘突出 王永杰 张家川

７９ 一种治疗鼻窦炎（验

方）的药物

清热解毒、主治鼻窦炎 窦大夫 张家川

８０ 当归 银屑病 李成才 卓尼

８１ 荨麻 高血压 赛如 卓尼

　　注：为了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者知识产权，以上仅提供了单验方的名称、主治、持有者及所在地区，个别单验方临床疗效很好，但单
验方持有人不愿意透漏任何药材信息。

３　分析与总结

通过本次普查基本调查清楚了甘肃省中医药传

统知识的现状，调查到全省共有１０２８份验方，其中
６４０份是复方，分布于省内、甘肃省周边少数民族
之中，同时也反映出了该省各民族人口的分布密度。

调查到的单方中大多数是可以单独使用的，也有少

数是需要和其他药物或其他可食用品配伍使用。

有部分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者收藏的文献实物

有各种手抄本和早期遗留下来的文物，通过这次调

查能及时、有效地保护甘肃省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文

化遗产。将民间流传的对某些疾病行之有效的验方，

尽可能收录到中药资源普查传统知识数据库，为研

究开发新药品提供宝贵的数据［１１１２］。

对调查结果分析总结后发现有８１项地方特殊中
医药传统知识，针对一些疑难杂症具有较好的疗效，

包括加工方法、使用方法及配伍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还了解到个别病例使用了民间验方后，取得了良好

的疗效。例如：在武都区的一位药农利用山里的一

种植物，将其嚼碎，砸碎（需加唾液，但植物有毒，

不得吞咽）外敷治疗蛇咬伤、蚂蝗咬伤有很好的疗

效。诸如此类的民间验方，地方卫生部门应加以引

导进行保护，以免在传承过程中遗失［３］。

根据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中医药传统知识主要

来源有以下几种途经：１）持有者师承传授；２）持有者
通过家族传承；３）查阅中医药书籍过程中总结，并在
药味、药量方面有所创新；４）地方或民间长期的采药
实践经验，并有多年临床经验和良好的口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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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企业进行上下游整合，构建完整的中药产

业链。利用自由贸易区（港）政策优势，向国家申请

在海南试点放宽 “药食同源目录”准入程序。推进中

医药养生保健产品开发，特别是沉香、灵芝等海南特

色中药材尽快纳入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

物质目录》，促进相关保健产品的研发和上市。

２４重点支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创建

构建海南南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建议 “先行先

试”，利用大健康产业理论体系和健康内涵的支撑为

切入点，通过南药相关产品、南药文化与旅游相结

合达到协同发展的目的。开展南药健康旅游产业带，

构建南药健康旅游示范区，整合南药健康旅游相关

产品，从而带动海南大健康产业发展。

２５加快产业融合

中药大健康产业是一个交叉融合性很强的产业，

中药产业与观光旅游、养老保健以及功能性产品开

发的融合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研究机构和企业不断

地探索，推出了层出不穷的中药大健康产品。中药

产业既涉及中药种植等第一产业，又涉及中药生产

加工等第二产业，能够推动养生养老、旅游贸易甚

至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与中药产业融合，诞

生更多的新业态，为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注入更多

活力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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