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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藏医药学的发展历程
早在远古时代，藏族人民就集中生活在高原地区，该地气候

常年寒冷湿润，温差较小，并且还是多种河流的发源地，自然因
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藏医药的形成和发展。藏医药学出现前

期，藏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过程中发现某些植物和矿物质具有治
疗的功效，为满足生活需要展开狩猎并发现动物药材。公元前三

世纪，藏族中开始流传“有毒就有药”的说法，两年后到公元前
五世纪，受到原始宗教“苯族”的影响，藏医药开始初步形成；

随着藏医药学的不断扩充，到公元八世纪时藏医通过阅读书籍并
进行实践，揭开人类胚胎学的奥秘，这一发现相较于达尔文提出

的生物进化论还要早上几百年；公元十七世纪，当时的五世达赖
十分关注藏医药的发展前途，因此召集诸多画师，将藏医药中包

含的知识结合西藏传统绘画唐卡直观形象的表现出来，以此作为
藏医学习的教材；到公元1916年时，十三世的达赖广收门徒，将

藏医药的理论和技巧发扬光大，推动藏医药学迈向新台阶，自此
以后，藏医药学的发展进入新时期。现如今，藏医药作为我国中

华民族的瑰宝，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及认同，为人类战胜疾病
提供良好借鉴。

2   藏医药学的民族特色

2.1 藏医药学理论
藏医药学当中的三因理论提出隆、赤巴、培根是人体所需的

三大元素也是人们进行生命活动的基础，三者相互联系，当其中
一种元素发生变化时便会导致人体出现疾病，只有在三者相平衡

的情况下机体才处于正常的生理状态；藏医药学认为的三大排泄
物与现代医学理论认知相符，都将小便、大便和汗作为人体代谢

的产物；藏医提出世间万物皆源自于五源的理论，其中五源指的
是土、水、火、风、空，而药的味道产生于此，又将药味分为甘、

酸、咸、苦、辛、涩这六种，最终总结出药物特性与自然环境密
切相关的说法。

2.2 藏医药学疗法
药浴疗法分为水浴和敷浴两种形式，这种疗法主要对医治风

湿类关节炎这类疾病产生良好的效用；放血疗法主要用于患有热
性疾病但身体壮实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这类疾病都属于热性

疾病，藏医通常使用锋利的针或刀刺破与治疗疾病有关的人体穴
位，放出少量血液过后能够起到治疗该类疾病的效果；火灸疗法

强调以热化寒，运用此项疗法主要是针对寒性类疾病，包括消化
不良、水肿等疾病，操作较为简便，即将艾绒放在患者体表特定

穴位使其燃烧，使燃烧的艾绒刺激穴位从而发挥疏通经络的功效，
在热性病治疗的恢复阶段也常使用火灸疗法；涂抹疗法是指将药

水、药油或者是软膏涂抹在患者体表处，经皮肤渗透后达到治疗
的效果，主要用于皮肤粗糙等症状。

2.3 藏医药炮制方法
藏医针对不同类型药材发明出独特的炮制技术，对于植物药

材的炮制方法包括泡、蒸、拣、碾、发酵、漂洗等；动物药材的
炮制方法有：烧、熬、砸、碾、泡等；矿物药材的炮制方法有：

祛毒、去锈、煅烧、热制、猛制等，在三种药材类型之中，矿物
类药材的炮制方法最为独特。炮制药材的目的在于改变其原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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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发挥其多样性的治疗效果，在藏医药学之中金属物质皆
可作为药材，但需要经炮制过后才可入药，并能发挥出独特的药

用价值。
3   藏医药学的未来展望

3.1 培养大量藏医药学人才
将藏医药学继续发扬的关键在于培养人才以形成藏医科研力

量，在历代相传的过程中，藏医人才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问
题，现如今人才的培养必须要使其树立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目前

藏医专业人员集中体现的问题为运用藏医理论治疗患者较为熟练，
但对现代医学理论及治疗方法的涉及较少，在国内外医疗体系不

断发展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藏医药学治疗相对局限，并且藏医学
自身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结合现代新理论和新技术进行创新性

发展，因此在传承藏医理论及实践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对人才现代
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培养，拓宽藏医药学传承者的知识面，使其成

长为即拥有藏医药理论基础及实践技术，又具备现代知识结构及
研究能力的科研人员。

3.2 藏医药学研究领域得到拓宽
藏医药其传承时间之久足以体现其科学性和可行性，目前藏

医药涉及的领域主要体现在发表研究论文、开发药品产生经济效

益等方面，在对藏医药的继承与发展产生积极推动作用的情况下
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譬如对藏医药学开展的研究仍仅仅停留在新

药开发、文献研究和临床观察等领域，对于一些理论方法尚未获
得科学验证，而要想使其被人们广泛认识并接受，必须要从多领

域给予藏医药学科学客观的评价，使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3.3 探索藏医药学研究模式

藏医在治疗疾病时强调三因动态平衡，即人体的协调统一，
从疾病的诊断到治疗都有明确的体系，而在现如今运用科研手段

研究藏医药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其特色是研究的重点之一，譬如在
当前藏医药尚未形成自身理论研究模式的情况下，直接套用西医

药式的研究方法十分片面，从而导致对藏医药学研究方向出现偏
差，脱离传统理论方法的指导，因此，在对其进行继承与发展的

过程中必须确保研究模式保持藏医药本身特色及优势作用，避免
出现藏医药学西化的结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对藏医药学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吸收借鉴现代

医学成果时应注意保持其原有思想及特色，按照自身发展规律凸
显其优势作用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运用科技手段使其得到深入研究，

获得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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