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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哈尼族医药是祖国医药宝库中的瑰宝，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医学迅速发展等诸多因素，哈尼族

医药文化应有的作用和价值正在逐渐弱化，构建民族医药数据库平台成为另一种保护利用民族医药的新手段。本文论述了信息资源环境下

哈尼族医药数据库平台建设的必要性，分析了建设数据库的思路和方法，并提出了数据库的建设方案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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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自“九五”计划开始，国家就积极推行了发展民族医药的政策。

“十一五”以来，民族医药研究工作和保护传承等方面都取得了一

些显著的成效，部分民族医药文化得到了比较系统的挖掘整理，各

民族地区都收集整理了不少土方、单方、验方及民间疗法，形成了

本民族较为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  

近年来，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传统医药的发展，国务院印发的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就提出，支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

发展，加强中药民族药资源保护利用。随着医药信息化的发展，利

用现代技术手段，构建民族医药数据库平台成为另一种保护利用民

族医药的新手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民委共同制定并发布的

《民族医药“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其中关于民族药资源

可持续发展中的一项措施就是构建民族医药资源数据库和信息网

络化共享平台。目前，已经建立的民族药数据库有藏药、蒙药、维

吾尔药、苗药、傣药、瑶药数据库[1]，由成都中医药大学主持研究

的“西南少数民族医药文献数据库”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这些数据库平台的构建，为民族医药信息化进程打下了夯实基础，

为更多的民族医药发展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二）研究的必要性、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近年来在哈尼族生活区域，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生活

方式的改变、现代医学迅速发展等诸多因素，哈尼族医药文化应有

的作用和价值正在逐渐弱化，甚至濒临消亡[2]。目前，相关部门虽

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哈尼族医药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但以往对哈

尼医药的研究，仅对哈尼医药知识体系中的部分诊疗技术和用药经

验进行收集和初步总结[3]，且都是以传统的纸质文献为主，纸质文

献在流传过程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弊端，如在交流知识和使用的时

候不够便捷，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由于哈尼族历史上

没有本民族通行的文字，其蕴藏在哈尼族民间的医学思想、医药知

识和医疗经验更多的是以口传身教的方式代代相传，相当一部分医

药文化资料仍散落于民间[1]，尤其是许多具有哈尼族医药特色的单

方验方。在用药上，哈尼族也极具民族特色，目前已查明的哈尼族

药物种类有 1000 多种[4]，这些药物基本是分散收集在一些论著中，

许多药物重复收集，没有系统的整理，对于使用者来说非常不便捷。

因此，从利用保护和传承哈尼族医药文化上来看，构建一个便捷高

效，能够保护和推广哈尼族医药文化的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其他民族医药的研究发展，不难发现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

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如内蒙古医学院建设的蒙药方剂数据

库、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建设的藏医药古籍文献数据库等。利用现

代化技术，建立可永久保存的哈尼族医药数据库，实现纸质资源到

电子资源的转变，使分散凌乱的哈尼族医药文化资源得以系统化、

有序化，并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使用，让众多学者医者不论距离多远

都能全面、快速、准确的获取信息，充分体现其知识价值[5]，对哈

尼族医药学术的传承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项目拟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信息共享特色的综合性哈尼族

医药数据库平台，平台将包含三个子库，分别是：哈尼族医药文献

数据库、哈尼族特色药物数据库、哈尼族医药单方验方数据库。项

目将以红河州哈尼族医药文化的研究为基础，收集、整理现有的哈

尼族医药资源，有效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保护和传承哈尼族医药文

化，对于强化哈尼族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

意义。同时，还能更好的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促进哈尼族医药文

化的推广发展，为红河州乃至云南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者、

学者提供更为便捷、高层次和高效率的信息服务平台。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哈尼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宝库中的瑰宝，是民族医药发

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而现代技术的应用，民族医药相关的数

据库构建，确实能起到保护利用和传承作用。目前尚未有开发专门

针对哈尼族医药研究的数据库。现拟采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构建一

个包含哈尼族医药的文献、药物、单验方为一体的综合性数据库，

以期更好的推广、保护、传承哈尼族医药文化。 

（四）研究方案
1、哈尼族医药文献数据库

主要收集哈尼族医药有关的学术论文、著作，包括正式出版的

期刊论文和会议交流论文、著作等，并对它们进行规范化、数字化

处理，使哈尼族医药研究论文变成易检索、易复制和不受时空限制

的机读式文献，可为哈尼族的医药研究和文化传承提供文献保障，

同时，系统可以提供不断更新的功能，随着哈尼族医药文化的研究，

内容将不断充实、丰富。 

2、哈尼族特色药物数据库 

收集哈尼族医药临床常用、疗效确切，并有一定开发利用价值

的哈尼族药物（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每种药物资源按

拉丁学名、正名、异名、释名、来源、药性、药理、功能与主治、

化学成分、主要化学成分化合物类别、主要化学成分提取分离方法

和参考文献等属性，充分体现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具有突出

的哈尼族医药特色。 

3、哈尼族医药单方验方数据库 

单方验方主要来源于哈尼族医药相关的著作和大量哈尼族民

间医生的传承，通过收集、整理、挖掘哈尼族单验方及独特疗法，

经医药相关的专业人员分析验证后，再进行数字化处理整合后，最

终放入数据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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