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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高度重视疾病的日常预防和治疗，在同疾病长期抗争的

过程中，藏地居民就地取材，以“五味甘露汤”为基本方，并在

此基础之上随症加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药浴疗法。藏药浴在

藏医药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并在专

科疾病的临床诊疗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在倡导民族医学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当下，理清藏医药外治法的发展脉络就显得格外

重要。

1　藏药浴的历史沿革

藏医药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同中医药理论体系同宗同源，并植

根于当地的佛教文化和地域特色。藏地人民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

过程中，将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融入当地的金石

本草，并吸纳佛教文化中的沐浴习俗。受到当地神话传说与地域

文化的影响，藏地居民普遍认为沐浴是消除病痛、涤荡心灵的最

佳途径。随后，在藏医药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沐浴治病养

生的认识逐步深化。由此可见，藏药浴外治法的产生与藏地居民

的宗教信仰、风俗文化休戚相关，同时，藏地独有的药材资源也

为藏药浴的普及奠定了基础。藏药浴中所选用的药材大多为高原

地区所独有的药材，以“五味甘露汤”为例，方中选用的五味主

药均为高原地区所特有的低矮灌木，以清热解毒、活血散瘀、消

肿止痛为主要功效，其药力温和，经过发酵后，活血化瘀的功效

得以进一步激发。

2　藏药浴外治法的治疗机理

藏药浴是一种熏洗配合药物外治的疗法，草本植物或金石经

过特殊提炼加工后，其有效物质溶解于水中。目前，藏药浴主要

以温浴为主，人体毛孔在沐浴过程中受热处于扩张状态。部分药

物具备发汗解表、活血化瘀的功效，通过热量传递从而改善局部

微循环，调畅气机。藏药浴在调理人体微循环，增强抵抗力方面

确有成效。一方面，藏药浴能够有效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具备活

血化瘀的功效，另一方面，人体在药浴过程中，适当发汗能够加

速新陈代谢，部分芳香类药物经加热后，具备开窍醒神的功效。此

外，药物熏洗等外治疗法还具备安全性高，临床应用副作用较低

等诸多优势。

3　藏药浴相关疗法的临床研究进展

朱仁杰运用藏药浴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30例，对比类风

湿性关节炎常规疗法和藏药浴治疗20天后关节疼痛缓解情况。对

照组采用西药消炎镇痛治疗配合热敷，实验组则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辅以藏药浴治疗，将药液温度控制在40～42度，浸泡全身约

20～25分钟，经一个疗程治疗后，实验组患者自诉关节疼痛情况

较前明显好转，结合两组患者治疗后疼痛评分情况发现，二者差

异显著，经统计学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将临床疗效

评价方面，藏药浴配合常规药物、热敷治疗的治疗有效率为

93.3%。朱仁杰指出，藏药浴对于改善患者软组织损伤、痛风、神

经性疼痛等关节痹痛临床疗效普遍较好。以类风湿性关节炎为例，

患者膝关节僵直，阴雨天疼痛加重伴屈伸不利，通过给予藏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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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医学作为我国民族医学的重要分支，充分利用了藏地富有的金石草本，对地方常见病和特色病种的临床诊疗过程疗效显著。

藏药浴的起源发展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和宗教文化息息相关。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藏药浴也逐渐开始走出藏地，

其疗效亦深受国人认可。藏医药同中医药文化同宗同源，一脉相承，藏药沐浴同样注重组方用药，金石草本经煎煮加工后取其汁液溶于温水中，

药液可通过皮肤串脏腑经络以调理气血，达邪外出。本文通过对近十年来有关藏药浴疗法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了解藏药浴疗法的最近进展，证

实藏药浴的临床疗效明显，具有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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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能够有效改善等风寒湿侵袭关节引起的疼痛不适，改善肢体

关节处的末梢循环。

安太措等人就临床上普遍存在的藏药浴治疗不规范的问题进

行总结，对药物前后的操作流程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回顾。安太措

认为，规范的药浴流程是降低患者在药浴过程中突发心脑血管意

外、提高治疗效果的必要前提。并指出，药浴前医护人员应当就

患者的基础性疾病进行排查，确保患者无感染性皮肤黏膜破溃、

无高危型心脑血管疾病，在药浴前嘱患者少量进食，放松心态。药

浴前就患者的基础性疾病发生情况进行核查，药浴过程中患者可

能出现大量汗出的情况，因此医护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

体征变化及任何不适反应，避免出现休克、脱水等情况，合理调

整药物时间，根据治疗目的的差异，合理控制药浴问题。对于年

老体衰的患者而言，应当降低药液温度，不可过量发汗，在药浴

方药的选择上尽量以温和补益气血的药物为主。患者药浴结束后，

应嘱其适量饮水，避免受凉。

南杰东智等人运用藏药浴外治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100例，

分别给予五味甘露汤药浴和五味甘露汤加小叶毛球莸药浴，实验

结果表明两组患者的关节疼痛程度、晨僵持续时间较治疗前均有

不同程度的好转。

4　藏药浴疗法的传承与创新

十三五规划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民族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藏医药文化的临床疗效也逐渐成为广大官微所认可。在推广藏医

药文化的过程中，藏药浴作为引领者应当充分发挥其成本低、疗

效显著等优势，以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关节痹痛为切入点，用显著

的临床疗效提高在患者心中的认知度。同时，更应当面向传统中

医药文化，不断丰富药浴配方，扩充其适应症。

5　结语

藏药浴作为藏医药文化的优秀成果，现已广泛应用于各大医

疗机构中。藏医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等风湿痹痛和关节骨病有其独

到的认识。通过药浴外治能够有效促进末梢血液循环，起到活血

化瘀、散寒通滞的功效，有效弥补了西医治疗这类疾病中存在的

短板和缺陷。积极引导藏药浴同中医理论体系的有机结合，在藏

药浴中融入更多的中药成分。同时，积极转变藏药浴的开展形式，

例如中药贴敷、中药封包、药物拔罐等疗法，推动藏医药同中医

药文化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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