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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民族药产业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报告中的资

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以及

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业分

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是

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报告目录：  第一章 民族药

的相关概述 12  第一节 民族药的简介 12  一、民族药的界定 12  二、民族药的起源 12  各民族在

他们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各自宝贵的医药经验，这是民族医药学形成的基

础。但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融、宗教的渗透无疑给民族医药学的成熟

提供契机。对于人口相对较多或居住集中的一些民族来说，人口和地域变迁不大，有自己的

语言文字，医药学知识也相对比较完整和成熟。如位于我国五大民族医药之首的藏医药，在

总结民间医药的基础上吸收中医药、印度医学和阿拉伯医学的精华，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独

特理论体系和民族特色的医药学体系。（，）蒙医药学也是祖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不断吸收了藏医及印度医学部分基础理论，并结合当地民间疗法和汉医药知识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民族医学。维族医药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采阿拉伯和古希腊等民族医药之所长，并

受到中医药学的影响，形成了我国民族医药的一个独立分枝，并且成为伊斯兰医药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傣医药学起初从点滴、零散的医药经验，以口述、手教、身授的形式历代相传，

当全民族信仰的小乘佛教传经送教的同时也给傣族传入了医学，吸取了中医、印度医学和西

医的精华，籍傣族文字的产生，形成了现代的傣族传统医学，并通过不断的发展，方才形成

了一门以&ldquo;四塔&rdquo;、&ldquo;五蕴&rdquo;为核心的理论学科。回族医学也是中国传

统医学与阿拉伯&mdash;伊斯兰医学&ldquo;东西合璧&rdquo;的产物。而对于人口少，地处封

闭的民族来说，它们很容易受到外来民族包括医药文化在内的知识渗透，民族医药学知识稳

定性弱，也由于语言文字形成晚或者仅有语言而无本民族文字，所以医药学的民族性比较模

糊，也尚未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如位于我国东南地区的畲族，有着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的

特点，在医治跌打损伤、蛇伤、风湿、黄疸肝炎、小儿疳积、肺炎、脊髓炎等疾病方面，有

着许多祖传秘方和经验方，但由于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其医药学的起源只能靠世代

相承，口传身授的积累。到目前，畲族医药也仅形成了它独特的疾病观和疾病分类法。又如

纳西族自唐代起，受到南诏与吐蕃的文化医药的影响，形成了纳西族巫教&mdash;东巴教，而

后出现了大量的东巴经典，记述了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医药文化知识，所以纳西族医药

学的起源与宗教和巫医关系紧密。另外一些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如土家族、布依族、裕固

族等，它们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也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特的一些医药知识，但未成体系，民

族医药学处于研究阶段或待研究阶段。  第二节 民族药主要种类分析 14  一、藏药 14  二、苗



药 16  三、彝药 16  四、蒙药 17  五、维药 18  六、傣药 19  七、壮药 19  八、民族药特点汇总 20 

   第二章 我国民族药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22  第一节 经济环境 22  第二节 产业环境 26  一、我国

力推中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6  二、我国医药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26  三、我国中药行业经济运

行分析 27  四、我国中药产业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29  第三节 政策环境 30  一、中药产业是

国家重点扶持产业 30  二、我国促进民族药产业化发展 32  三、民族药标准体系已逐步完善 34 

   第三章 我国民族药产业发展深度分析 36  第一节 我国民族药产业的发展概况 36  一、民族医

药发展的必要性 36  二、我国民族医药产业发展概况 36  三、民族医药事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37 

四、广西药监局多举措助力民族医药产业发展 37  五、贵州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项目获批国家

重点专项 40  六、《云南民族药大辞典》发布 42  第二节 民族药产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44  一

、世代口传等形式传播及地域限制导致许多宝贵经验未得传承 44  二、民族药的基础研究比较

薄弱，研究人才匮乏 44  三、民族药标准匮乏，制约其发展 45  四、药材资源遭到破坏，质量

参差不齐 45  五、民族药企业规模较小，品牌化较弱 45  六、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 46  第三

节 我国民族药产业的发展对策 46  一、保护并挖掘古籍，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46  二、建立并完

善国家和地方标准 47  三、建立民族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和药材种质资源库 48  四、加大民族

药的基础研究，打造民族药品牌，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体系 49  五、重视人才培养，大力发展民

族药方面的教育 51     第四章 我国民族药细分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52  第一节 藏药 52  一、我国

藏药材资源及功效 52  二、我国藏医传统外治法 58  三、我国藏药产业发展概况 59  四、青海

省出台25项措施推进中藏医药高质量发展 61  五、藏药产业未来发展方向与目标 62  第二节 苗

药 63  一、苗医、苗药理论及其特点 63  二、贵州苗药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64  三、贵州苗药基

础研究现状 65  四、加快贵州苗药现代化进程的策略分析 66  第三节 彝药 70  一、大量彝药品

种收入云南省地方药品标准 70  二、彝药资源种类的应用与药物开发 72  三、楚雄州全力打造

彝医药特色健康生活目的地 73  四、&ldquo;彝医药&rdquo;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 74  第四节 蒙

药 76  一、内蒙古蒙药产业发展现状 76  二、内蒙古蒙医中医医院超过200所 77  三、蒙药成为

国际交流的纽带 78  四、蒙药基础研究和蒙药材标准制定滞后 79  五、蒙药产业发展策略分析

79  第五节 其他民族药 83  一、壮医药发展面临的机遇及挑战 83  二、新疆维药标准提高工作

启动 84     第五章 民族药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86  第一节 知识产权保护的概述 86  一、知识产

权保护基本概念 86  二、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 86  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87  第二节 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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