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报告 ·

海南黎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 SWOT分析

吴多博a
，胡方圆a

，张 　 磊b
，赵民林c

，许名宇a
，熊林平a

（第二军医大学 ：a ．卫生勤务学系 ；b ．药学院 ；c ．药学队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作者简介 ］ 　 吴多博 ，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 ．Email ：
９６３５７６３５９＠ qq ．com
［通讯作者］ 　 熊林平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卫生资源利用 ．

Email ：xionglinping＠ aliyun ．com

　 　 ［摘要］ 　目的 　研究海南省黎药资源开发利用的概况 ，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为我国黎药资源的合理开发

利用提供参考意见 。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与实地访谈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对海南黎药资源的开发利用现况进行 SWOT 分析 。

结果 　黎药的优势在于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 ，但黎族内部复杂的民族因素阻碍了黎药的开发进度 ，导致其基础研究不

足 。虽然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市场需求为黎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但社会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对黎药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造成潜

在威胁 。结论 　应发挥黎药的独特优势 ，打造黎药品牌 ；借助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机遇 ，挖掘黎药的保健功效 ；创建专业学

科 ，培养新型人才 ；合理开发 ，注重黎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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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 medicine resources in
Hai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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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 medicine resources in Hainan Province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esent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the rational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i medicine resources ．Methods
　 SWOT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 medicine in Hainan by mean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field survey ．Results 　 The advantage of Li medicine lies in its long history and sufficient resources ．The complicated ethnic
factors within Li nationality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Li medicine and resulted in the lack of basic research ．Although the
relevant policies and market demands have brough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 medicin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may pose a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Li medicine resources ．Conclusion 　 The unique advan唱
tages of Li medicine ought to be used to create Li medicine brand ．While Hainan is building its international tourism island ，the
health benefits of Li medicine should be promoted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Li medicine schools or departments ，new profes唱
sionals need to be trained to continue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 medicine ．

　 　 ［Key words］ 　 Li medicine ；plant resources ；SWOT analysis

　 　黎药是黎族人民使用的民间药物的简称［１］
，是

我国民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统计 ，我国有黎族人口 １４６ ．３万人 ，其中 ，海

南省黎族人口 １２７ ．７ 万 ，占海南省总人口的

１４畅７３％
［２ ，３］

。黎族是海南的土著居民 ，有 ３ ０００ 多

年的历史 ，主要分布在海南省中南部偏僻的山区［４］
。

　 　海南省地处热带与亚热带交接处 ，气候环境适

宜多种植物的生长 ，尤其是黎族聚居地区蕴藏着丰

富的天然药材资源［５］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 ，黎族

人民就地取材 ，依靠丰富的热带植物药材资源探索

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 ，在千百年来的流传和完善中 ，

逐渐形成了有黎族特色的医药文化［６］
。

　 　经历长期的实践检验 ，黎药的医疗价值已经得

到初步的科学验证 ，体现出极大的开发价值［７］
。但

由于黎族内部文化 、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黎药的

开发起步较晚 ，进展缓慢 。为了挽救宝贵的黎药遗

产 ，政府正在大力扶持黎药的研究 ，这是黎药发展前

所未有的机遇 ；另一方面 ，外来文化的冲击使传统黎

药的传承面临巨大的压力 ，许多宝贵的验方正濒临

失传［８］
。因此 ，加快黎药资源的开发刻不容缓 ，如何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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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开发黎药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 。笔者采

用 SWOT 分析法对黎药的生存发展环境进行系统
的分析 ，并为黎药的进一步开发提出相应对策 。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及内容 　为全面了解黎药的发展现

状 ，本课题组于 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８日 － ８月 １２日 ，前往

海南省 ３家医药单位进行实地访谈调查 ，涵盖某黎

药研究所 、某三甲医院药材科以及某独立黎药门诊 ，

访谈对象为 ３家单位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包括 １

名黎药研究员 、１名副主任药师 、３名平均年龄为 ６５

岁的知名黎医和 １名师从老黎医学习的黎族青年 。

访谈内容包括黎药的现代化研究进展 ，黎药民间利

用现状以及黎药开发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针对性

建议 。

1 ．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文献分析和实地访

谈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调研并总结黎药的开发利用

现状 ，针对调查结果 ，采用 SWOT 分析法 ，对海南的

黎药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优势 、劣势 、机会和威

胁进行分析 。

　 　 SWOT 分析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关联的内部
优势因素 （Strengths ，S） 、弱势因素 （Weaknesses ，
W） 、外部机会因素 （Opportunities ，O ） 、威胁因素
（Threats ，T ）进行提炼 ，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按矩阵

形式罗列 ，然后对各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将 S 、W 、O 、

T 交叉组合 ，形成 SO 、WO 、ST 、WT 战略［９］
。该方

法便于全面认识和发挥有利条件及因素 ，克服和转

化不利因素及威胁 ，扬长避短 ，从而制订最佳对策 。

2 　结果与分析

2 ．1 　优势分析（S）
2 ．1 ．1 　具有长期的实践基础 　黎族人民对草药的

利用历史悠久 ，早在宋代苏东坡被流放到海南时 ，就

亲手教黎族同胞使用草药治病 ，这是较早记载使用

黎药的实践 。据枟崖州志枠中的记载证实 ，黎族民间

对草药的形态 、性能 、性味 、功效 、采集及分类都有较

全面的认识［１０］
。黎族几乎全民皆医 ，草药知识被视

为黎族人民的一种生存技能 ，每个黎族人都能识别

和利用草药治疗常见疾病［１１］
。 在与疾病的长期斗

争中 ，黎族人民总结出了丰富的用药经验 ，在当今的

黎族村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

2 ．1 ．2 　海南拥有丰富的药材资源 　 海南年平均气

温在 ２３ ～ ２５ ℃ ，年平均降雨量 １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 mm ，

年日照时数 １ ７８０ ～ ２ ６００ h ，适合多种植物生长［１２］
。

据最新统计 ，海南共有维管束植物 ６ ０３６ 种 （含变

种 、亚种及外来植物） ，其中海南本地野生维管植物

４ ５９７种 ，这为黎族人民提供了丰富 、优质的药材资

源 ，其中包括著名的四大南药 ———槟榔 、益智 、砂仁

和巴戟［１３］
。海南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黎药得天

独厚的资源优势 ，据科学研究证实 ，生长在海南的植

物的药物活性成分含量明显高于内地同种药材［１４］
，

这正是黎药具有显著临床疗效的关键因素 。

2 ．1 ．3 　黎医精通多种地域疾病的治疗 　 黎药具有

鲜明的区域性和民族性 ，针对一些地域疾病 ，黎药具

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 。黎族

是我国南方的狩猎民族 ，长期居住在热带山林地区 ，

以打猎为生 ，在捕杀猎物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刀

伤 、摔伤 、虫蛇咬伤等伤病［１５］
，此外 ，黎族所处的环

境高温潮湿 ，常发多种皮肤疾病和风湿病 ，所以黎医

尤其精通风湿跌打伤及皮肤病的治疗 。随着人们生

活习惯和生态环境的改变 ，疾病种类也发生了变化 ，

癌症和肝病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常见疾病 ，黎族人

民对这些疾病也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 ，郑希龙等

在进行黎族民族植物学研究的过程中 ，发现黎族人

民用于治疗肝病的药用植物多达 ９４ 种［１６ ，１７］
。经调

查发现 ，黎药独特的疗效吸引了不少前来诊治的癌

症患者 。

2 ．1 ．4 　具备系统的科学研究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

和地方政府的扶持下 ，海南省黎药资源研究与利用

重点实验室 、海南省热带药用植物研究开发重点实

验室等骨干单位相继开展黎药的现代化研究 ，分析

黎药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物质 。已发现近千个生

物活性物质 ，涉及的疗效包括抗肿瘤 、抗抑郁 、抗衰

老等［１８］
，为传统黎药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

依据 。此外 ，“海南黎药资源的收集与保护 、物质基

础与创新利用研究”项目获得了 ２０１５年海南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 。黎药的医疗价值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认可 。

2 ．2 　劣势分析（W）

2 ．2 ．1 　缺乏统一的用药标准 　 黎族是一个没有文

字的民族 ，早期的黎药验方缺少文字记载 ，多以口传

身教的方式代代相传 ，导致用药的方式和用量主要

依据祖辈传授的实践经验 ，缺乏标准［１９］
。 不同地

区 、不同黎医的用药方式并不相同 ，用药量也没有严

格的比例 ，一般根据患者的病情 、性别和年龄来确定

用药方式和药量 。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 ，所以黎药

的使用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只能在民族内

部使用 ，无法大范围推广 。

2 ．2 ．2 　相关研究尚显不足 　黎族民风淳朴 ，对黎药

的药用价值认识不足 ，因此一直未对药用植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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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筛选 、整理 、销售和推广 。近 １０年来 ，随着

黎药的系统化研究逐渐起步 ，陆续有科研人员投身

于黎药的开发研究 ，深入黎村山寨 ，系统整理分散在

民间的黎药验方 。与此同时 ，枟黎药学概论枠 、枟黎族

药志枠 、枟黎族医药枠 、枟海南黎族民间验方集枠等黎药

专著也相继问世［１８］
。对黎药验方的系统整理在很

大程度上推动了黎药发展 ，但是黎药的基础研究还

不够深入 ，尚未研制出适宜医院推广的临床用药 ，仍

然停留在民间使用的阶段 ，相比于我国的藏药 、苗

药 ，黎药还有很大差距 。

2 ．3 　面临的机遇（O）
2 ．3 ．1 　相关政策为黎药的发展带来机遇 　 黎药产

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 。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枟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枠中指出［２０］
，中医药（含民族医药）是我国独具

特色的健康服务资源 。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

加快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 ，是全面发展中医药事业

的必然要求 ，是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对

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提升全民健康素质 、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医药的发展一直

以来都是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 ，党和政府都表明了

鼓励和支持的态度 ，特别是十八大之后国家加大了

对民族医药事业的扶持力度 ，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

应政策促进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 ，如枟海南省医药产

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导意见枠提出［２１］
，海南省医

药产业到 ２０２０年力争实现产值 ３００亿元以上 ，借此

将带动黎药产业的快速发展 。

2 ．3 ．2 　市场需求带动黎药产业的发展 　海南素有

“健康长寿岛”之称 ，在海南的长寿人群中 ，又以黎族

高寿者居多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海南长寿

人口比例在各省 、市 、自治区中排首位 ，同时黎族

１００ 岁以上老人在 ５６ 个民族中比例最高［２２］
。这不

仅与当地的气候环境有关 ，黎族的保健文化也是一

个重要因素 ，其中“药食同源”是黎族养生保健的一

大特色［２３ ，２４］
。随着保健 、养生 、回归自然等观念逐

渐深入人心 ，加之天然植物药材具有疗效独特和毒

副作用小的特点 ，人们选择天然药物已经成为 ２１世

纪保健产业发展的潮流趋势［２５］
，因而黎药保健行业

具有广阔的潜在市场 。

2 ．4 　存在的威胁（T ）
2 ．4 ．1 　野生黎药植物资源日益减少 　野生黎药植

物资源的不合理开发 ，使得许多黎药品种濒临灭绝

或已经消失 ，严重威胁着黎药的生存与可持续发

展［２６］
。海南五指山黎族地区原本野生植物资源丰

富 ，但由于当地为了发展经济 ，大量垦荒种植橡胶 、

胡椒及热带水果等经济作物 ，对药用植物资源造成

极大的破坏 ，使濒危的黎药资源更加匮乏 。野生沉

香 、海南青牛胆 、古山龙等植物现如今已极为少见 ，

具有抗癌活性的海南粗榧 、黄木牛 、海南美登木已近

绝迹［２７ ，２９］
。

2 ．4 ．2 　黎药文化传承人才匮乏 　黎药种类众多 ，用

药方式复杂 ，因此黎医人才培养周期长 ，再加上要经

常上山识药 、采药 ，工作条件艰苦 ，收入又不高 ，愿意

从事黎医工作的青年越来越少 。海南黎医的数量正

呈现锐减趋势 ，目前精通黎药的黎医普遍年龄偏大 ，

多介于 ６０ ～ ９０岁之间 ，６０岁以下的极少 ，且文化程

度较低 ，无法取得行医执照 ，故只能在黎族内部行

医 ，收入往往很低 ，黎族青年看不到该行业的前景 ，

不愿继承和发展黎药 ，造成了千年传统黎药后继无

人的尴尬局面［３０］
。

3 　开发利用黎药资源的对策

　 　针对黎药面对的优势 、劣势 、机遇和威胁 ，建立

SWOT 分析矩阵 ，由图 １ 可以看出 ，黎药的开发仍

处于初级阶段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应当加快黎药

的开发利用 ，发挥黎药的自身优势 ，把握机遇 ，克服

劣势 ，转化威胁 。

3 ．1 　发展独特优势 ，打造黎药品牌（SO 战略） 　由

于黎药的开发起步较晚 ，要想加快黎药的研究进度 ，

必须先找准黎药的突破口 。黎药在对一些疾病的治

疗方面颇具特色 ，比如对毒蛇咬伤 、接骨 、风湿 、肝病

等具有独特的疗效 。应重点研究经验方 ，从科研入

手 ，深入研究 、开发和推广应用 ，根据特色产品打造

黎药知名品牌 ，并以此作为黎药发展的突破口 。

3 ．2 　利用旅游产业 ，发展黎药保健产业（WO 战略）

　 ２０１０年 １ 月 ４ 日 ，国务院发布枟国务院关于推进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枠 。至此 ，海南

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正式步入正轨 ，到 ２０２０年海南将

初步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成为

绿色 、环保 、和谐之岛［３１］
。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对

于开发黎药资源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 ，黎药具有丰

富的绿色药材资源 ，与内陆其他民族药相比特色非

常鲜明 ，发展黎族特色养生保健文化符合建设国际

旅游岛的大趋势 。建立黎药保健产品产业链既符合

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战略 ，又能充分推动黎药养

生 、预防 、保健 、治疗 、康复等多方面的科学研究 ，对

黎药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

3 ．3 　创建专业学科 ，培养新型人才（ST 战略） 　黎

药的传承采用黎族内部“拜师学艺”的传统模式 ，这

样的培养方式难以满足黎药发展的需求 。应当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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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南黎药资源开发与利用的 SWOT分析矩阵

黎药专业学科 ，吸纳黎族及当地其他民族的有志青

年 ，系统培养黎药专业基础应用型人才 ，同时加强对

现有黎医的规范培训 ，提升其专业素养 。创建黎药

专业学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仅可以避免黎药

的传承出现断层 ，还可以规范黎药的使用 ，使得对黎

药的管理走向规范化 。

3 ．4 　合理开发资源 ，注重可持续利用（WT 战略） 　

在大力开展黎药综合利用研究的同时 ，更应注重对

黎药资源的保护 。一是出台相应政策保护原有的黎

药植物资源 ，防止过度开发 ；二是加强濒危和紧缺药

材品种的人工栽培研究 ，防止过度采集和生态环境

恶化导致黎药大规模减少 ，确保黎药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

4 　讨论

　 　黎族民间用药历史悠久 、民间验方经验丰富 ，黎

药药材来源广泛 ，对一些地域疾病有独特的疗效 。

但是黎药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 ，虽然研究人员已经

对黎药的民间验方进行系统整理 ，但尚未研制出适

宜医院推广的临床用药 ，大部分黎药的药理机制仍

不明确 ，另外 ，黎药的传承面临危机 ，黎族民间行医

的合法化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国重视与发展民族医

药的大背景下 ，黎药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 ，但随

着社会的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黎药资源遭到巨

大破坏 ，若不抓紧时间对黎药进行科学 、合理的开发

和保护 ，一些宝贵的黎药植物资源将面临难以弥补

的损失 。因此 ，应进一步加强黎药的基础科学研究 ，

为其提供理论依据 ，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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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J ＝ ７畅８ Hz ，H唱６） ，７畅０４ （t ， J ＝ ７畅８ Hz ，H唱７）
和 ７畅４９ （ d ， J ＝ ７畅８ Hz ， H唱８ ） 。

１３ C NMR
（１５０ MHz ，DMSO唱d６ ） ：δ １７０畅５ （C唱２） ，１３８畅８ （C唱
４） ， １１１畅９ （C唱５ ） ， １２５畅９ （C唱６ ） ， １２２畅３ （C唱７ ） ，

１２１畅７ （C唱８）和 １２４畅６ （C唱９） 。以上数据与文献［７］

报道一致 ，故化合物 8 被鉴定为 ２ （３ H ）唱苯并噻

唑酮 。

2 ．9 　化合物 9的结构鉴定 　淡黄色固体 。 ESI唱MS
显示有［M ＋ H］＋ 峰 m／z ３４４和 ３４６ （１ ∶ １） ，确定

其相对分子质量为 ３４３ ，且分子中含有 １个溴原子 ；

结合１３C NMR ，确定其分子式为 C１２ H１４ N３ O４Br 。１ H
NMR中显示 １ 个甲基信号和 ３ 个烯氢信号 。

１３ C
NMR和 DEPT 谱显示有 １２个碳信号 ，包括 １个甲

基 、２个 sp３杂化的亚甲基 、１个 sp３杂化的次甲基 、３

个 sp２杂化的次甲基以及 ５个季碳信号 ，其中 ４个双

键碳信号（δC ９６畅２ ，１１７畅０ ，１２２畅２ ，１２４畅５）和 １个羰

基碳信号（δC １５９畅０）提示其含有 ２唱羰基唱４唱溴吡咯环

片段 。将波谱信号进行归属 ，
１ H NMR （５００ MHz ，

MeOD） ：δ ７畅０２ （d ， J ＝ １畅５ Hz ，H唱２） ，６畅９３ （d ，
J ＝ １畅２ Hz ，H唱４） ，４畅２４ （d ， J ＝ １１畅５ Hz ，H唱８a） ，

４畅３８ （d ， J ＝ １１畅５ Hz ， H唱８b ） ， ２畅０７ （dd ， J ＝

１３畅５ Hz ， １１畅０ Hz ， H唱１０a ） ， ２畅３０ （dd ， J ＝

１４畅０ Hz ， ５畅０ Hz ， H唱１０b ） ， ４畅０７ （ dd ， J ＝

１０畅５ Hz ，４畅５ Hz ，H唱１１） ，７畅９９ （s ，H唱１３）和 １畅４３

（s ，H３唱１５） 。
１３ C NMR （１２５ MHz ，DMSO唱d６ ） ：δ

１２４畅５ （C唱２） ，９６畅２ （C唱３） ，１１７畅０ （C唱４） ，１２２畅２ （C唱
５） ，１５９畅０ （C唱６） ，６８畅４ （C唱８） ，５２畅３ （C唱９） ，３０畅９

（C唱１０） ，４９畅７ （C唱１１） ，１４９畅７ （C唱１３） ，２３畅８ （C唱１５）
和 １６９畅９ （C唱１６） 。结合文献［８］ ，确定化合物 9的结

构与 manzacidin C 一致 。

　 　化合物 4 ～ 9为首次从该属海绵中分离得到 。

其中化合物 4 、5和 6 为新天然产物 ，属于溴吡咯类

生物碱的合成中间体 。本研究丰富了群海绵属的化

学多样性 ，为进一步探索该属海绵的化学成分及其

生源途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研究依据 。

【参考文献】

［１］ 　 Forenza S ，Minale L ，Riccio R ， et al ．New bromopyrrole de唱
rivatives f rom the sponge A gelas oroides ［ J ］ ． J Chem Soc
Chem Commun ，１９７１ ，（１８） ：１１２９唱１１３０ ．

［２］ 　 朱 　 彦 ，洪丽莉 ，甘建红 ，等 ．群海绵属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

究进展［J］ ．中国海洋药物 ，２０１３ ，３２（６） ：９７唱１１０ ．

［３］ 　 Lindel T ，Hoffmann H ，Hochgurtel M ，et al ．Structure唱activ唱
ity relationship of inhibition of fish feeding by sponge唱derived
and synthetic pyrrole唱imidazole alkaloids ［J ］ ．J Chem Ecol ，
２０００ ，２６（６） ：１４７７唱１４９６ ．

［４］ 　 Reddy NS ，Venkateswarlu Y ．S唱（ ＋ ）唱methyl ester of hanishin
f rom the marine sponge A gelas cey lonica ［J ］ ．Biochem Syst
Ecol ，２０００ ，２８（１０） ：１０３５唱１０３７ ．

［５］ 　 徐石海 ，李毅群 ，曾向潮 ，等 ． N唱（溴代唱２唱吡咯甲酰基）氨基酸

甲酯的合成［J］ ．有机化学 ，２００５ ，２５（１１） ：１４２０唱１４２６ ．

［６］ 　 Sawant DN ，Wagh YS ，Bhat te KD ， et al ．Carbon monoxide唱
f ree one唱step synthesis of isoindole唱１ ，３唱dionesby cycloamino唱
carbonylation of o唱haloarenes using formamides ［J］ ．Eur J Org
Chem ，２０１１（３３） ，６７１９唱６７２４ ．

［７］ 　 高 　 昊 ，陈国栋 ，唐金山 ，等 ，海洋细菌 Bacillus sp ．次生代谢产
物的分离与鉴定［J］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 ，２７（１） ：６９唱７５ ．

［８］ 　 Kobayashi J ，Kanda F ，Ishibashi M ，et al ．Manzacidins A唱C ，

novel tet rahydropyrimidine alkaloids f rom the Okinawan ma唱
rine sponge H ymeniacidon sp ．［J ］ ．J Org Chem ， １９９１ ，５６

（１４） ：４５７４唱４５７６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唱１１唱１０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７唱０７唱０７

［本文编辑］ 　 顾文华

７３４

药学实践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日第 ３５ 卷第 ５ 期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Practice ，Vol ．３５ ，No ．５ ，September ２５ ，２０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