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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
黄汉儒：首先，

经过多年全面系统的
发 掘 整 理 和 研 究 提
高，壮医药理论已通
过了国家主管部门组
织 的 专 家 鉴 定 。 多
种“简便廉验”的壮
医独特诊疗技法和方
药，经过规范化整理
研究，已成为安全有
效 的 临 床 手 段 和 方
法，具备了大范围推
广 应 用 的 基 础 和 条
件。

例如，原来只流
传于广西柳江一带的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
经过发掘整理和规范
化研究提高，现已在
中国国内数百家医疗
机构推广应用，并传
播 到 中 国 香 港 、 澳
门、台湾，以及东南
亚、西欧、北美洲、
大洋洲的一些国家。
壮医目诊、壮医经筋
疗法、壮医药物竹筒
拔 罐 疗 法 等 诊 疗 技
术，也受到海内外民
众的信赖和欢迎。著
名的壮药田七，由于
对心脑血管疾病和外
伤疾病的独特疗效，
多年来，在壮族地区
大规模栽培种植，加
工出口，已形成上百
亿 元 人 民 币 的 年 产
值。

与此同时，壮族
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是古代骆越人的主要
后裔。与壮语同属壮
侗语族的民族在中国
国内有8个，在东南

亚有10多个，总人口
约1亿人。这些民族
在语言、习俗等方面
有许多共同之处，文
化上的认同有利于壮
医药首先在这些“同
根 生 的 民 族 ” 中 交
流、合作和推广。

多年来，应泰国
朱拉隆功大学药学院
和泰国生物学会的邀
请，广西民族医药协
会代表团曾到泰国访
问，并进行了民族医
药的学术交流。越南
卫生部民族医药代表
团也应邀到广西民族
医药研究所进行学术
交流活动。美国中华
医学会、德国传统医
学研究院、日本关西
大 学 等 有 关 专 家 学
者，还多次到广西进
行民族医药，特别是
壮医药方面的学术交
流。

此外，广西还于
2018年专门成立了广
西国际壮医医院，旨
在将壮瑶医药辐射东
盟 ， 走 向 全 球 。 目
前，该院已与柬埔寨
金边宏恩医院、老挝
万象湄公河医院、老
挝盛龙国际医院、缅
甸中缅友谊医院、新
加坡中华医院等分别
签署合作协议，协助
以上医院建设中医科
(壮医科)或民族医诊
室，有计划地派出民
族医专家赴境外医院
坐诊。通过教育培训
机构海外设点，累计
培训国际壮瑶医药人

才1000多人。
中新社记者：未

来如何加强壮医药等
中国传统医药的国际
合作和交流？

黄 汉 儒 ： 近 年
来，随着国际经济社
会的发展和医学模式
的改变，各国民众纷
纷试图寻找更自然、
更安全的治疗方法，
对传统医药的需求与
日俱增。世界卫生组
织已呼吁各国采取切
实措施，促成传统医
药的进一步研究提高
和推广应用。

中国的传统医药
是 世 界 上 为 数 不 多
的、自成体系的传统
医药之一。灿烂的传
统医学文化，不但造
福了中国各族民众，
而且也逐步为世界各
国及各民族民众理解
和接受。加强壮医药
等中国传统医药的国
际合作与交流，是国
际文化交流的需要，
也将有利于实现世界
卫生组织提出的人人
享 有 卫 生 保 健 的 目
标。

在国际传统医药
的合作与交流中，应
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
面的问题，并努力达
成共识，获得实质性
的进展。

一是重点开展传
统诊疗技法方药研究
提高和推广应用，以
及疑难病症研究攻关
等 方 面 的 交 流 与 合
作。如艾滋病、红斑

狼疮、白血病以及恶
性肿瘤等，壮医药、
瑶医药对这些病症的
防治和研究，已经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
料，应进一步加强合
作攻关。

二是加强中国—
东盟民族传统医药人
才 培 养 的 交 流 与 合
作，为双方培养地区
性的传统医药高层人
才。

三是加强民族传
统医药养生保健资源
开发和新产品研究开
发方面的交流合作。

当前，医学模式
的 改 变 以 及 回 归 传
统 、 崇 尚 自 然 的 潮
流，为民族传统医药
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空间。

古老的壮医药、
瑶医药等中国传统民
族医药，在发掘整理
研究的基础上，通过
加 强 与 世 界 各 国 特
别是东盟各国传统医
药的进一步交流与合
作，经过按自身特点
和发展规律改造与提

高，互相取长补短，
必将步入一个新的发
展 阶 段 ， 造 福 全 人
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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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医药特别是壮医药
的 发 掘 、 整 理 和 研
究，使壮医从口耳相
传，师徒授受，民间
流传发展成为一门独
立的、较高层次的壮
医理论体系，填补了
中国没有壮医学学科
的空白，是中国壮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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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汉儒(左)为患者把脉。杨陈 摄

黄汉儒：千年壮医药(下)
如何从民间“土郎中”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