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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医学是我国藏族人民防病治病经验的高度总结，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医医技医法

是藏医学中防病治病的具体技术和方法，是历代藏医学者们医疗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藏医学区别于其

他医学体系的关键技术。对藏医专家宝贵的医技医法经验加以全面搜集和整理，有助于保护藏医药资

源，对于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藏医医技医法发掘整理与研究现状 

    藏医医技医法目前的研究现状是：（1）大量藏医传统医技医法经验在文献中没有记载；（2）藏医

传统医技医法经验面临失传危险。 

    在历史上，由于藏医教学一直以寺院教学为主，这一传承途径使藏医学界在强调对经典与传统继承

的同时，对技术总结与创新重视不足，其直接后果，就是近年来尽管藏医学术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

面，但是对于藏医医技医法的研究仍非常薄弱。在过去近100多年的时间中，真正对藏医医疗技术开展

整理与创新研究的文献极为少见。跨地区、跨学科、多学科、多种方法相结合的藏医传统医技医法研究

没有开展。就藏医学发展现状而言，对藏医传统医技医法进行整理已经迫在眉睫。 

    在藏区民间，藏医医技技法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大部分经验在藏医经典中没有详细记载甚至根本没

有记载，尤其是很多老藏医专家年龄偏高，后继乏人的现象非常普遍，他们的经验更是我们急需挖掘整

理与研究的对象。此外受西医影响，藏医很多医疗技法的应用与传承也正在出现萎缩趋势，甚至濒临失

传的危险。因此，及早对名老藏医专家的医疗经验加以发掘整理，尤其对那些濒临失传的医疗技术加以

抢救，显得非常紧迫。 

    二、党和政府对藏医药继承工作的重视 

    党中央和政府对藏医药等民族医药工作非常重视。2006年10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要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制定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

药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和中医院建设，丰富和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理论和实

践，研究探索治疗疾病的新技术、新方法，推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这次讲

话把民族医药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对的继承和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温家宝总理2007年3

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强调“要大力发展中医药和

民族医药”。总体而言，随着西部大开发工作的逐渐深入，近年来党和国家政府对藏医药的重视正在不

断提高。 



    三、藏医医技医法发掘整理工作的意义 

    作为民族医药的领头羊，藏医药的继承与保护一直得到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高度重视，而从源头上继

承和保护藏医药文化遗产，以藏医传统医技医法为对象，在整个藏区范围内开展抢救与整理研究，尤其

对那些濒临失传的医疗技术加以抢救与保护，正是这一工作的关键环节，对藏医学科建设将产生深远的

影响，是我国政府保护和弘扬藏文化的最直接体现。尤其是将藏医医疗适宜技术在广大藏区加以推广，

对于推动藏区基层卫生机构建设，构建和谐藏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藏医学科建设方面具有深远的影

响。它不仅是藏医学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展的医疗技术整理与研究，也将是我国建国以来传统医学领域第

一次大规模发掘整理研究，这无疑将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四、藏医医技医法发掘整理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 

    （1）藏医传统医技医法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范围包括藏医古典文献、藏医当代文献、印度医学相关文献、中医学及其他民族医学相关

文献。文献研究内容包括：整理古代藏医医疗经验；整理当代藏医医疗经验；开展藏医与相关医学流派

的源流分析与比较；这些文献研究是本课题的工作依据。 

    （2）藏医传统医技医法分布及应用现状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两种方法，旨在获得藏医医疗技术使用现状的统计学结论，为探索藏医传

统医技医法的分布与应用现状提供依据。 

    （3）藏医名老专家医技医法经验抢救与整理 

    通过对藏医名老专家实地访谈，对他们的医疗技术经验全面整理，获得藏医医疗技术的第一手资

料，这是本研究的核心工作内容。 

    （4）藏医传统医技医法临床规范化研究 

    选择尿诊作为藏医传统医技医法规范化研究的突破口，参照中医舌诊研究经验，开展尿诊临床研

究，并逐渐扩展到其他医技医法项目，探索藏医医技医法临床应用的规范化途径。 

    五、目前北京藏医院在承担藏医医技医法发掘整理课题研究中取得的进展和发现的问题 

    本课题受到基层藏医专家的广泛欢迎和热情肯定，这是本课题顺利实施的基础，究其根本体现了国

家对藏医药发展的支持，以及中心领导对藏医药科研工作的高度重视。在课题承担之后，我们根据课题

申报书，先后制定了《“藏医传统医技医法抢救与整理”课题工作方案》、《“藏医传统医技医法抢救

与整理”基层工作方案》，对人员分工和时间安排加以细化，先后完成了科研规划、科研培训、课题实

施及阶段总结等阶段。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包括：编撰了《古代藏医医疗技法文献集成》和《现代藏医医技医法文献索

引》，现汇编为《藏医医技医法文献汇编》。完成《各藏区调查对象汇总表》、《甘南藏医传统医技医

法抢救与整理材料汇编》、《青海、甘肃、四川三省藏医从业状况研究报告》等阶段性报告和甘南藏

区、四川藏区第一手民间医技医法资料的搜集。 

    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包括：1、藏医医技医法抢救工作的及时性问题；2、抢救的广度与深度问

题；3、抢救成果的再利用问题。以上问题有待于在研究中充分注意并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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