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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中医药

知识来源于传统文化#也不断丰富着传统文化#二者互相影响$

互为补充"川渝地区地理条件特殊#民族众多#各族人民不同

的历史$风俗$文化相互影响交融#孕育了独特的传统医药文

化)

(

*

#形成的传统中医药知识为祖国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重

大贡献)

$

*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
$#()

年启动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技术研究.&

$#()#*##0

'#对全国范围内

的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调查#以摸清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存续状

况#为有代表性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建立档案#并建成中医药传

统知识保护名录和数据库#实现对传统中医药知识的防御性保

护#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利用与惠益分享提供技术基础"

依托项目子课题-重庆市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研究.#课题

组从各区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选取调查员
(

名#组成调查

队伍#采取文献调研$问卷调查&包括问卷填写$半结构化访谈'

和雪球抽样法等方法#对重庆中医药传统知识进行了摸底调

研#对传统知识的分布$传承$内容和价值有了初步的了解"现

根据调查情况#介绍重庆市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现状#并就存在

的问题给出建议"

!

!

重庆市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现状

!!!

!

传统知识概念界定及入选标准
!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研究中心制定的技术规范#中医药传

统知识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的$世代相传并持续发展$具有现

实或潜在防治疾病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医药卫生知识#同时包括

了由该领域中智力活动所产生的革新和创造"其类别包括生

命知识$养生知识$疾病知识$诊法知识$疗法知识$针灸知识$

方剂知识$药物知识"

调查入选标准%植根于中华各民族文化传统!在特定地域

应用与传承超过三代人或
0#

年!至今仍在传承应用#具有活态

性!不同于公知公用的中医药传统知识#具有独特性!具有较高

的医疗$技术或经济价值的中医药传统知识项目"同时#采用

中西医结合方法或经典方加减应用的均排除在外"

!!"

!

传统知识的现状
!

重庆市共有传统医药类知识约五百余

项#统计目前取得的调研结果#符合以上条件的项目共计
(05

项#其中传统诊疗技术占
(=4

#中药炮制技艺占比不足
(4

#单

验方占
*#4

#传统制剂方法占
"4

#养生方法占
)4

#其他知识

占
)4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项#入选重庆市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项"中医药传统知识主要分布在主

城#除涪陵$巫山分布较多外#其余区县均较少&图
(

'"重庆市

传统中医药知识主要以单验方为主&未计入民族$民间的大量

验方#其多为单一植物药#传承年限较短#且所宣称功效亦待进

一步考证'#传统诊疗技术虽数量不多#但特色鲜明#有较大的

推广价值"上述中医药传统知识大多为祖传或师授徒#传承范

围狭小$排外性强#保护措施基本靠持有人秘而不宣#除入选各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外#有法律保障的项目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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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庆市版权局于
$##0

!

$##=

年

开展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以及重庆市药物种植研

究所和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以往进行的民间验方及药材资源的

联合调查#课题组在二次调查核实过程中发现#由于经办人员

岗位变动#各区县文广新局档案登记不全面及遗失等客观情

况#特别是持有人或传承人很多已失联#数年前普查得到的很

多传统医药相关信息已不可考"同时#由于传统或民间医药在

基层行政区域内的日趋淡化#很多传统中医药知识及其持有人

&或传承人'在各自所在区域内并不广为人知#因而加大了调查

考证的难度"此外#部分传统中医药知识持有人本身不行医#

也无传承意识#无传人或徒弟者大有人在!或本身行医#后代无

传承意愿#自身又思想保守#传内不传外#类似知识极可能有消

亡失传的危险"

图
(

!!

中医药传统知识各区县分布情况

!!

通过此次调查#发现重庆市传统中医药知识#特别是散落

在民间的验方$诊疗技术$炮制技艺等#总体上形势较严峻#抢

救$发掘$传承$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

"

!

存在的问题

"!!

!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机制缺失
!

重庆市中医药传统知

识存在自生自灭的趋势#大多以祖传$口授等保守流传方式传

承#基层或民间传统医药的生存空间日趋狭窄)

)

*

#影响亦日渐

式微)

"

*

#很多知识已经失传或面临失传的危险#目前仅颁布了

-重庆市中医条例.#

=5

版条例通篇无-保护.字眼#

$##0

修正版

虽然在第
(=

条中加入了相关保护内容#但内容过于空泛#无实

质性措施#对传统中医药知识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够"同时#出

于人道和伦理的考量#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定-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而相关保护传统或民族$民间诊疗

方法持有人权益的政策$措施仍缺失#不利于这部分传统知识

的传承$发展#乃至全社会推广共享"此外#传统中医药知识持

有者大多为自然人#不具备+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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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虽可参与新药研发过程#但由于相关政策$法规的缺失#

无法完全保障传统知识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出台除专利

保护$行政保护之外的#保障持有人合法权益的配套法律法规

应尽快提上日程"

"!"

!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评价机制缺失
!

中医药传统知识#特

别是分散在民间的中医秘方#由于历来受-祖传.-传子不传女.

等保守$保密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蒙着一层神秘面纱#只有持

有人清楚真实的情况#难免存在片面夸大疗效和适应证)

0

*

#隐

藏或淡化毒副作用等现象!对于层见叠出的中医经验#也应秉

持批判的态度来继承#不可良莠不分!而真正持有疗效确切$亟

须保护的传统知识的单位或个人#也需要官方的认证来保护自

身权益"因此#加大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开发力度#必须首先建

立科学的$去伪存真的评价体系#既保护拯救#也筛选甄别)

?

*

"

"!#

!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注册$申报机制缺失
!

民间很多技术$

工艺$秘方没有正式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很难得到专利授权#因

此无从得到保护!建立类似-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或-中医

药传统知识名录.等收录体系)

*8=

*

#对暂时无法申请专利的传统

中医药知识加以认证保护#技术层面应该没有问题#不失为对

现行专利制度的有效补充"目前#重庆市乃至全国尚无中医药

传统知识的注册$申报渠道及收录体系#亦无相关管理机构"

"!$

!

中医药传统知识合作开发模式缺失
!

多数中医药传统知

识分布民间#持有人多为自然人#基本上无中医药相关法律法

规认识#也没有与科研院所$药企洽谈进一步开发的渠道和途

径#更不会有新药研发或新技术推广所需的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而且合作时泄密的风险亦不小"现行-重庆市中医条例.虽

规定有奖励条款#但自然人面对企事业单位等团体通常处于资

金$信息$专业等各方面的劣势地位#具体如何开展合作$如何

保障持有人合法权益#尚无明确的合作开发模式及相应法律法

规的监督指导"

#

!

对策和建议

#!!

!

建立配套法律保护机制
!

现行专利制度保护无法对中医

药传统知识形成全覆盖)

(#

*

#建立配套法规$健全保护机制#对

无法取得专利授权$但具有开发潜力和应用价值的工艺$秘方

开展保护!按项目价值建立分级制度#不同级别对应不同程度

的保护和扶持!保障持有人合法权益#有效杜绝此类传统中医

药知识的流失或被猎取"尽快形成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全面保

护#对促进传统医药的研究和发展意义重大"

#!"

!

成立评价鉴定机构
!

评价鉴定机构必须通过官方)

((

*

&如

重庆市中医药管理局'依据相关法律或管理办法审核认定#其

评审资质受法律保护#鉴定结果具法律效力"官方设立常驻机

构或依托现有中医药科研$医疗机构等专业平台#组织专家成

立评价鉴定委员会#负责日常的鉴定和管理工作"鉴定机构和

委员会对申报的中医药传统知识绝对保密#符合标准的授予认

证证书#享有一定年限的保护措施和政策优惠#如优先申请专

利#开发时给予一定的支持"此鉴定机构不但有保密功能#也

收录$保存了中医药传统知识#使其免于失传$消亡#又是后续

开发应用的资源库"

#!#

!

设立注册$收录体系#提供开发模式
!

依托鉴定机构设立

-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或名录.#收录授予认证证书的中医药

传统知识"持有人可准备详细材料#自行前来申报#注册备案!

评价鉴定机构承诺绝对保密#认证通过后自动收录存档"

建立若干合作共赢的开发模式#为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

和企事业单位牵线搭桥#本着自觉$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形

成共同开发意向和成果分配#助推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应用$转

化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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