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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医药古籍是藏医药学知识的主要载体，发掘、整理藏医药古籍是传承藏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具

有重要的科学技术、学术和经济价值。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各种原因，目前藏医药古籍的数量还不清楚。

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卫生工作方针指引下，藏医药古籍整理得到了高度重视，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 

    一、北京藏医院 

    北京藏医院收集整理了部分藏医药古籍和印度藏医药古籍。2002年申报了国家级课题——“藏药秘

方资源的抢救、挖掘与保护”。黄福开院长主编了《中国藏医药文献目录索引（1907-2001）》一书，

为藏医药工具书编撰做出了开拓性成就。2008年由北京藏医院承担的科技部《藏医古籍整理与信息化平

台建设》基础性科研课题近日已正式启动。 

    二、西藏藏医药古籍整理 

    西藏藏医学院出版发行了以《四部医典大详解》为主的藏医药古籍典著十余部，同时抢救、挖掘、

整理完成了《藏医饰花精要集》《措如·才朗论文集》等藏医理论著作和工具书，抢救整理并出版了上

百部藏医药重要古籍孤本资料。西藏藏医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四部医典·后续医典部注释》（明写本）

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西藏自治区藏医药研究院挽救和收集了大批藏医古籍手抄

本、孤本、珍藏本。 

    三、青海省藏医药古籍整理 

    青海省制定了《全省藏医药古籍整理“十一五”工作规划》。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已先后抢救、挖

掘藏医药古籍1000多部。青海省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先后搜集、抢救、挖掘藏医药古籍900余部，整理和

出版古籍文献100余部。 

    四、甘肃藏医药古籍整理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整理出版了《藏医如意大全》等17部古籍文献。甘肃省藏医药研究院、甘肃中

医学院、甘南卫生学校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各地藏医院等已经抢救、整理藏医药典籍1700多册。 

    五、四川省藏医药古籍整理 

    德格藏医药研究所截止1988年止，已经整理出《米旁医学选集》《四部医典注释》《藏医尿诊脉诊

注释》等共9部医学典籍。 

    六、国家民委组织全国进行55个少数民族古籍整理 

    1984年7月，国务院成立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已列入国



家“十一五”发展规划中，《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族卷》编委会提交了藏族讲唱类、铭刻类

条目，2008年底正式出版。藏族古籍整理由于古籍存量很大，整理相对复杂缓慢。 

    我们在摸清国内和国外藏医古籍存世现状的基础上，对藏医古籍整理和科学归类，制定藏医药古籍

目录总汇，实现藏医药古籍的法律保护，制定藏医药古籍保护方案，制定藏医药古籍标准和藏医药古籍

定级标准，为藏医药发展搭建高端信息化平台，促进藏医药临床科研水平的提高，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

发展，保障民族地区的群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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