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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族药的发展研究
彭远雷

（贵州大学医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要：贵州有着极其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而其发展以苗族药最为著名。苗族药要实现产业化发展，就必须与现代化接轨，加

强对苗族药药性的理论研究，让人们从根本上认识苗族药，弘扬苗族药文化。本文综述了苗族药的起源、发展历程，分析苗族

药的价值，以及苗族药现代产业化的现状，从现代发展的角度，厘清了苗族药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策略，对苗

族药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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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是少数民族聚集之地，其中以苗族、布依
族、侗族和仡佬族为主，这些少数民族中以苗族人

数最多、影响最大。贵州苗族多居住在交通不便的

高山地带，基本与世隔绝，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

践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各种疾病抗争，经过漫

长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

苗族医药文化。据调查，贵州苗药资源以草本为

主，由于独特的气候条件，这里植被丰厚、品种繁

多。据贵州毕节老苗医所言：“（苗医）病有１０８症，
药有３８００余种，其中药用植物３０００余种，动物药
及矿物药达８００余种”［１］。如今，利用现代制药技
术研制成的苗族成品药剂型多、品种丰富，已广泛

应用于临床，苗族药产业化得到了初步发展。笔者

从苗族药的起源、发展历程、近代发展取得的成果

进行论述，对苗族药的价值进行分析和展望，讨论

了制约苗族药发展的问题，寻求应对之策，旨在发

扬传统医药，让苗族药得到社会的重视和认可，让

苗族药得到更好的发展。

１　苗族药发展概况
１．１　苗族药的起源　苗族药是苗族人民用于治疗

疾病的药品，苗族的起源可追溯到五千多年前，苗

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要抵抗各种疾病，自然要

使用药品，于是苗族药逐渐发展起来。据西汉时期

刘向的《世说新语·说苑辨物》记载：“吾闻古之为

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经过专家

分析考证，当时的这个苗父，就是巫师，巫师据说是

能与鬼神说话的人，影响力大，苗族很信赖巫师，很

多活动开展都要询问巫师，生病了自然也要找巫

师，苗族的巫师在治病时常常念叨一些咒语，祭祀

求神，通过祈祷，希望能得到神的护佑，用咒语驱除

病魔，同时仍然要用一些自制的药酒进行外擦和内

服，或用一些植物煎汤口服，这样治疗疾病，经过长

期发展，于是逐渐形成苗族医药。

１．２　苗族药的发展历程　据历史资料记载，苗族
药的发展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据史料《楚辞》记

载，有很多地方将两种中医常用的本草药品：“菖

蒲、泽兰”称为苗药，可见当时苗族把这两个本草作

为苗药治疗疾病。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

中记载有：“滇龄之药，出于夷峒”。当时苗族用野

草熬汤来洗浴，或用植物的根、果类来把玩、挂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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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用一些植物做成香囊佩戴用于装扮或驱邪，很

多用于治疗疾病的黔滇之药都大量流通于市场，说

明苗族药在这一带进入商品流通的时期也是很久

远的。明清两个朝代的“改土归流”政治措施的完

成，是苗族医药学形成的时代背景［２］。明清改土归

流后，汉族医药流入苗族居住地区，加速了苗医药

与汉医药的融合，苗汉医药得到了发展，同时出现

了专门从事医疗的苗族医药人员，在苗医的推动

下，逐渐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苗族医药体系。

贵州省关岭县，素有“滇龄锁钥”之称，苗族医药人

员将２００余种药物作为商品，成立了一个较有规模
的“药市”，形成并持续了上百年的历史［３］。虽然苗

族药形成历史久远，但由于苗族多居住在崇山峻岭

之间，交通不便，处于半封闭状态，加上知识文化落

后的制约，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苗族药的使

用仅靠口口相传，甚至失传，苗族药没有得到很好

的传承和发展，苗族药也未能形成产品，发展推广

受到很大制约，其发展缓慢。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黔东南和湘西等地的药
材运往湖南的常德、洪江及湖北的武汉等地；黔西

南的药材运往广西、云南等地；黔西北和黔北的药

材运往四川的宜宾、重庆等地。这一时期苗族药材

交易品种多、数量大，交易范围广，苗族药材得到较

好的发展和推广［４］。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很重视民族传统医药的发

展，在建国初期国家颁布了《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

作方案》，贵州开始着手搜集关于苗族医药史实资

料，组建关于民间草药研究小组，经过收集、整理、

编撰，出版了《贵州民间方药集》《苗族药物集》《苗

族医药学》等颇具影响的民族医药著作，促进了贵

州民族药的进一步发展。贵州省相关部门将一些

苗药列入科研课题，开展了草花、刺柏、忽布、大果

木姜子等苗药的化学成分分析和药理、药效分析。

从８０年代中后期，苗族药的发展得到重视，苗药产
业化得到初步发展。贵州民族药企对苗族的民间

验方，进一步筛查，对疗效好、质量稳定、安全的苗

药方剂进行研究开发，经过严格药理、毒理、临床等

研究试验，其质量稳定，使用安全，药效显著，研制

成的成品药符合国家的相关要求，在２００２年国家审
评的民族药品中，贵州共申报１５８个民族药，其中
１５５个通过了医学审查，１５４个通过药学审查，上升
国家标准创下全国六个第一［５］。其中影响力较大

的苗族成品药有：咳速停糖浆、仙灵骨葆胶囊、银丹

心脑通软胶囊、金骨莲胶囊等。全省１６９家药品生
产企业中，生产中成药、民族药的企业就有８８家，

２０１３年贵州苗药销售产值达 １５０亿元，超全国藏
药、维药、蒙药三大民族药之和，成为全国销售额最

大的民族药［６］。贵州益佰、百灵、神奇制药等民族

药企业进入全国中成药企业５０强［７］。

２　苗族药的价值
２．１　药用价值　苗族医药对疾病的诊断有其自身
的特点，它是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其理论体系

是：“纲、经、症、疾”，它与中医的诊断有相似之处。

苗药独特理论对中药药性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

价值［８］。苗族药在临床治疗上的特点有：疗效好、

标本兼治、毒副作用低，在防治疑难病、慢性病等方

面有一定的疗效，比如仙灵骨葆胶囊治疗骨质疏

松、银丹心脑通软胶囊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肤痔清

软膏治疗各种顽癣等疗效显著，治愈率高。

２．２　经济价值　贵州苗族药生产企业数量多，产
值大，增加税收，促进就业，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

大，民族药产业已经成为贵州三大经济支柱产业之

一。据统计，２０１３年贵州苗药销售产值达 １５０亿
元，成为全国销售额最大的民族药。２０１５年贵州民
族药工业总产值３２４．６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１％。
其经济产值非常可观。贵州民族药的产值逐年增

长，产业不断做大。

２．３　养生保健价值　苗族药材品质好，部分品种
食药同源，其疗效好，毒副作用低。现代人们对健

康认识逐渐改变，向人类与自然和谐、回归自然的

转变，从重视治疗向注重养生、预防保健转变。如

今苗药被广泛用于养生、预防保健当中，如天麻酒、

石斛茶、刺梨干、万花茶等，养生保健效果都很理

想，受到人们的喜爱，这为苗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

广阔的空间。

２．４　旅游经济价值　苗医药蕴含着本民族丰富的
历史和文化，是苗族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药市、佩

药、挂药等医药习俗文化可作旅游资源开发［６］。药

市是道地药材的销售市场，引入旅游市场，能促进

当地药材的宣传和销售；药材制成的香包，既能提

神，又能驱蚊，沉香制成的项链、手链有辛散疏通、

温胃行气的作用，可佩戴装饰，还有红豆、石斛、决

明子等都可加以开发，把苗族的佩药、挂药习俗作

为了旅游资源开发，既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又能

宣传苗族文化。

３　苗族药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３．１　苗族药发展的现状　在资源方面，贵州已成
为中国最重要的苗族药种植基地和道地药材产区，

成为国家中药现代化种植的示范省，贵州独特的自

然环境，为苗族药的种植提供了产量和质量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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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为发展药材现代化种植，贵州正大力发展苗

族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ＧＡＰ），以提高产量和质
量，现已经建立４１个药材ＧＡＰ基地，其中规模较大
的有：施秉县牛大场镇、凯里市、黄平县、丹寨县等

药材种植基地，建成多个道地药材的 ＧＡＰ基地，这
些道地药材有天麻、杜仲、太子参、何首乌、石斛、大

果木姜子等，质优量大的原药材为苗族药的现代化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据统计，２０１５年贵州
省中药材人工种植及野生保护抚育总面积达到

５４６．８３万亩，比上年增长６．９％；药材总产量１８１．０４
万吨，比上年增长１６．６％；药材产值１２７．２０亿元，
比上年增长６．０％。

在民族药业发展方面，民族药业成为贵州中药

现代化的主力核心，贵州已经掌握了从原料供给、

半成品、成品的加工技术，但其生产技术水平相对

较低，与现代先进的制药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企业

存在的短板是数量多、规模小、竞争力弱，根据贵州

省科技厅２０１４年开始实施“巨人计划”，计划要为
贵州打造大型民族药业达１２个以上（民族药以苗
族药为主），发展到２０１７年底，实现民族药生产总
产值达８００亿元。应用贵州大数据平台，促进企业
合作，整合资源，做强做优民族药企业，构建独具特

色、竞争力强的贵州民族药产业。

在创新方面，贵州致力于民族药的研究与开

发。王军才等［９］对苗药植物大果木姜子的研究进

展进行了综述，应用大果木姜子开发的成品药心胃

止痛胶囊已广泛使用于临床。唐丽等［１０］用离体外

翻肠囊法研究头花蓼提取物中５个成分的肠吸收
特性，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苗药的吸收效果，开创

给药途径的新突破。郭川英等［１１］以苗医理论为基

础，总结出汪毅教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常用苗

药及治法。王沁等［１２］建立白花前胡规范化生产标

准操作规程，为苗药标准化生产创造了条件。近年

来这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大大促进了苗药的现代化

发展，为苗药走出国门，与世接轨，提供了科学依

据。

国家立法政策方面，贵州省的整个医药行业都

把苗药“双进”看成是贵州苗药发展的一个基础工

作［１３］。国家出版的《中华本草·苗药卷》与贵州出

版的苗族医药书籍及民族药材标准，都为苗族药的

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根据《关于支持苗药做

大做强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贵州正努力规范苗

族药的各种标准，达到现代药品的标准，力争获得

国家药典认可，让苗族药与世界接轨。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５日，首届中国（贵州）中医药国

际研讨会在贵阳举行，为苗族药被世界认识提供了

机遇。２０１６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于７月８日
至１０日举行。该论坛看点之一是“贵州绿色博览
会·大健康医药产业博览会”，首届绿博会以“多彩

贵州·贵在健康”为主题，全方位展示大健康医药

产业发展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其中展出的

就有贵州十大苗族药（米稿、余甘子、金铁锁、黑骨

藤、吴茱萸、飞龙掌血、双肾草、艾纳香、天麻、吉祥

草），以及市场广泛使用的成品苗族药（咳速停糖

浆、仙灵骨葆胶囊、银丹心脑通软胶囊、金骨莲胶

囊、复方斑蝥胶囊、金喉健喷雾剂、咳清胶囊、黑骨

藤追风活络胶囊、肤痔清软膏等）。通过展示、交流

与合作，这将为贵州苗族药的发展以及走向世界，

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和机遇。乐萍［１４］以翻译策

略为方法来诠释了苗族药英译的 ＥＳＰ的教学模式，
为苗族药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３．２　苗族药发展中的问题
３．２．１　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　苗族语言分支
多，发音不一，加上苗文形成较晚，苗族药没有本民

族的文字记载，有苗族药记载的多为汉语历史古

籍，所以苗医使用的药物名称多数靠口口相传，在

实践中获得的许多宝贵经验没有得到传承。苗药

理论没有得到较为系统的研究，且苗药别名数量过

多，名称混乱，医药术语使用不规范［１５］。苗医药理

论研究及应用不理想，它与苗族药产业发展严重不

对称，甚至脱节，从而出现苗医药理论与苗族药发

展不一致的现象。

３．２．２　发展规模小、竞争弱　贵州民族药生产企
业的弱点是数量多，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

研发能力不足，发展意识落后，企业之间合作发展

不畅，形成有规模的大企业少。一位长期追逐苗药

市场的分析师指出，近年苗药影响力越来越大，但

苗药企业数量多、相对规模较小，没有明显突出的

大品种，苗医药品牌建设急需加强［１６］。

３．２．３　技术落后、资金不足　由于苗族药的基础
研究比较薄弱，药品的安全性评价缺失、有效成分

研究不清，与现代制药水平及标准有相当大的差

距，故有苗族药难进药典、难进医保的双难现象，由

于技术跟不上，苗族药材资源利用程度不高，深度

加工不足，药物资源有过度采伐的现象。多数苗族

药生态脆弱，生长周期长，种群更新困难。这些问

题，需要系统研究，研发的资金明显不足，没有政策

和资金的支持，从事苗医药研究的人员非常少，以

致苗医药的现代化研究进展缓慢，赶不上现代医药

工业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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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新药的研发及专利保护意识薄弱　药品研
发周期长，效益短期无法实现，多数企业不愿投入资

金做研发；同时，企业被侵权现象严重，维权成本高，

保护权益意识薄弱；目前苗药企业也重视专利申请，

但呈现两极分化，有十分之一的企业专利申请量占了

总专利申请量的大半，而大多企业一个专利也没有，

且苗药企业的国外申请量几乎为空白［１７］。

４　苗族药发展对策
４．１　加强苗族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人才队伍建
设　关键是要在贵州的医学院校增设苗族医药课
程，重视苗族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整体提高苗族

医药理论体系，建特色的一流学科；并招收一定数

量的热爱苗族医药的人才，加大对苗族医药人才的

培养，重视实践，打造一支理论水平高、业务能力强

的苗医药人才队伍，让苗族医药现代化发展后继有

人。注重培养像姜伟这样，热爱苗药，愿意投身苗

药事业的人才，增强中药民族药产业的创新能

力［１８］。

４．２　实现药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现代种植
规范，结合贵州地理气候条件，在适合发展种植的

地方，建设一批大规模的 ＧＡＰ药材种植基地，保障
药材供应，杜绝过度采伐，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有的ＧＡＰ药材种植基地，远不能满足贵州民族药
发展的需要，因此，ＧＡＰ种植基地的数量、规模愈显
得更加迫切和重要。在取得成功的 ＧＡＰ种植基地
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同时药材生产企业要结合市场

需要，不断建设新的 ＧＡＰ种植基地，扩大种植品种
和规模，如近年来贵州信邦中药材有限公司在罗甸

县建成银杏叶基地，在松桃县建成７０００亩丹参生
产基地等，都能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同时发

展名优道地药材、实行药材商品化、实施苗药名牌

战略也是苗药发展新引擎［１９］。

４．３　企业要引进技术、设备，提升生产水平　企业
要以现代制药标准来要求自己，学习先进的管理，

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生产水平，保证

产品质量，确保疗效，使贵州民族药业转型、升级，

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

４．４　企业加强合作，整合资源，打造民族药业航母
贵州民族药品生产企业多，规模小，合作少，产品相

似严重，企业竞争力不足。贵州民族药业的这一短

板，亟待改变。贵州要扶持少数苗族药的龙头企

业，培养一批创新能力强、适应能力强和竞争能力

强的三强企业［２０］。企业要利用地方优势，应用贵州

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促进企业合作、合并，

整合资源，实施现代营销策略，逐渐形成规模大、水

平高、竞争力强的民族药企业。如近年来贵州百灵

收购贵州正鑫药业、贵州益佰收购贵州民族药业的

部分品种等，实现企业之间的收购与合并，做强企

业，重点打造像贵州百灵、益佰这样的民族药业航

母，引领贵州苗族药的发展。

４．５　政策上的引导及支持　贵州民族药企业的发
展，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通过制定政策，引导民族

药业的发展，鼓励企业创新，重视苗族药品牌战略，

注重苗药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要加强宣传，提供法

律援助，为企业提供申报专利的便利环境，重视知

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加大执法力度，打击各种侵权

行为，营造遵纪守法的社会环境，保护苗族药品牌。

同时，医保政策要支持苗族药，让疗效好、质量稳定

的苗药进医保，为苗族药的发展扩展空间。重视苗

族医药人才的培养，加大对苗族医药研发的政策支

持，让贵州苗族药更好更快的发展。如２０１５年云岩
区申报“国家苗药研究中心”获得国家批准，该中心

由贵州益佰与贵州医科大学、贵阳中医学院联合建

设，该中心奠定了云岩区作为全省生物技术重要研

发中心的地位，对加快全省民族药业转型发展将产

生重大影响。

５　贵州苗族药发展前景展望
贵州苗族药的发展历史悠久，原药材具备很好

的环境条件，苗族医药文化丰富，民间验方较多。

苗族药企业要转变发展观念，不断学习和引进新技

术、新方法、新设备，重视苗族药的研发，应用大数

据平台，进一步加强企业之间合作交流，整合资源，

打造苗族药品牌。充分挖掘苗族药的潜在资源，利

用天然药物的养生保健优势，推动苗族药产业向多

样化发展。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对苗族药企业制

定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引导企业更好更

快地发展。我们相信，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下，贵州苗族药的发展，一定会迈上新的台阶，实现

苗族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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