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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腾飞的翅膀。为了
使蒙医药学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发展，我们充分利用现
代医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来助力蒙医药学的发展。

利用现代实验技术，加强了蒙医药学实验教学
的现代化建设。建设了中蒙医临床模拟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蒙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蒙医针灸疗
术实验中心和蒙药中药炮制实验中心等一批蒙医药
学现代化实验室，对全校教师和各层次学生开放使
用。其中，中蒙医临床模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蒙医
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被
教育部评为国家级教学实验中心。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了蒙医药学科技创新
的现代化水平。先后完成了蒙药材质量标准化、蒙药
材炮制规范化等大型研究项目。近年来，成功申报了
《蒙医温针镇痛和免疫调节作用的机制研究》、《蒙医
治疗脑震荡疗效评价研究》等有关蒙医药学研究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0多项。

利用现代医学理论，加快了蒙医药学教材现代化
建设。我们不断地将新的医学理论和知识及时补充到
蒙医药学教材中，先后组织出版蒙医药学专著80部，
教材49部、译著6部，获得部、自治区级以上科技进步
奖和教学成果奖28项。主持完成国家和自治区级重点
科研课题59项，其科研基金已达1400余万元。

建有蒙医药研究院和自治区蒙医药博物馆、蒙医
传统疗法学实验中心、蒙药炮制实验中心、蒙医药基础
实验中心、蒙医临床技能实训中心等5个实践教学中心；
有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等13所教学医院。其中，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已建设成为蒙医药学临床
医学院，并共建了教研室，共享了师资，调整了理论教学
和实践教学的课时设置，比例达到1：1。强化了临床教学
质量，提升了临床实践技能，实现了医疗服务和人才培
养的有效互动，进一步提高了人才培养水平。

组建了蒙医药研究院。为整合蒙医药学的发展
资源，我校组建了蒙医药研究院，设有蒙药研究所、
蒙医临床研究所、蒙医药文献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其
中，蒙药研究所为内蒙古自治区蒙药重点实验室，专

门用于蒙药材炮制规范化研究、蒙药材质量标准化
研究、新药开发研究及剂型改革研究，为该学科师生
传承发展蒙医药学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我校现已形成了高水平的蒙医药学科专业体系。
品牌专业的建设需要较强的学科支撑。我们在加强学
科建设上做了艰苦的努力，使专业建设得到了较好的
发展。2007年，蒙医学科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学科，
2009年被评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学科建设
的有力推进，带动了专业的进一步发展。2006年，蒙医学
专业获批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建设特色专业，
2007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级品牌专业。2009年，蒙药
专业获批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建设特色专业。
2013年，蒙医学本科专业被列入教育部地方高校第一批
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先后建成蒙医诊断学、蒙医疗
术学、蒙医眼科学等一批内蒙古自治区级精品课程。

蒙医药学对外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深入。近年来，
内蒙古医科大学积极与首都医科大学等国内知名医
学院校及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日本山梨大学医
学院、蒙古国国立医科大学等国外院校在人才引进、
学者互访、人才培养、科研协作、医疗合作等方面进
行了一系列广泛深入的合作交流。同时积极打造蒙
医药协同创新平台，更加巩固了蒙医药学科技创新
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

民族医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是一项重大的基础
性、战略性工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内蒙古医
科大学将继续加强和改进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始终
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
摇，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
致，贯彻好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好中央民族医药教育
政策，促进民族医药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六十年砥砺前行，六十载春华秋实。站在新的起点，
内医人将牢记使命，开拓进取，传承创新，加快推动民族
医药教育改革，为建设健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版图片由医科大宣传部提供）

以特色优势学科引领学校整体提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第二届“国医

大师”表彰大会与“国医大师”吉格木德亲切握手

中医学院师生共祝60年华诞

党委书记乌兰教授在医教协同大会上作主旨演讲

蒙医药学院教职工在表演节目

阿古拉教授团队进行蒙医震脑术规范化研究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增强民族自信 勇攀医学高峰 推动传统医学走向世界
———内蒙古医科大学民族医药教育发展六十年

内蒙古医科大学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是一所以医学为主，

集理学、管理学、工学、文学、法学于一体的多科性高等医药院校。学校成立于1956

年，是新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当时隶属于国家卫

生部，1958年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理。前身为内蒙古医学院，2012年3月，经教育

部批准，更名为内蒙古医科大学。201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成为中医学

（蒙医学）博士授权单位和博士学位授权点。

几代内医人长期致力于民族医药学的传承与发展，为繁荣发展民族医药学进

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坚忍不拔的努力，做出了不辱使命、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学校在民族医药教育领域的发展成就彰显了良术济世、大医精诚的价值追求，为

自治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赞誉。

我国民族医药高等教育建立、成长、发展经历了不
平凡的历程。1957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
家，为发展中医药事业，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
等地建立四所中医学院，开创了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
的新纪元。1958年，自治区党委决定在我校设立中蒙医
系，设中医、蒙医专业，这是全国西医院校中设置民族
医学专业最早的系部之一，1980年被国家教委批准为
全国首批蒙医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04年开始与
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医学（蒙医学）专业博

士研究生。2006年我校将中蒙医系分开，成立了中医学
院和蒙医药学院，从此中医专业、蒙医药专业走上了
快速发展的道路。60年来，学校不断增强民族自信，深
入发掘民族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民族医药的
独特优势，为国家培养各级各类中、蒙医药专门人才
1.2万余名，成为民族医药学高等教育阶段的领跑者，
为自治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创新、文化传承、
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断推动民族
医药走向世界。

60年来，经过几代内医人的不懈努力，我校民族医药教育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一是健全了民族医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层次齐全的高
等教育体系，形成了蒙医药学、现代医药学、中医药学高等教育

“三位一体”的办学特色。中医基础课程、经典课程、临床课程建设
得到加强，学科专业结构不断优化，从最初的中医专业，逐步扩大
到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结合等专业，促进了少数民
族医药教育的保护和发展。蒙医学本科专业1958年建立，标志着蒙
医药学教育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步入高等教育阶段，在蒙医药学
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80年，蒙医文献专业招收了第一名
研究生，成为中国蒙医药学高等教育的第一个研究生培养点。1987
年，内蒙古蒙医学院创办了蒙药专业并开始招收3年制专科生。1998
年，我校开始招收蒙古国蒙医本科留学生。2005年，与北京中医药大
学联合培养蒙医学博士，将蒙医学教育提高到博士研究生层次，结
束了全国没有蒙医学博士教育的历史。2006年又新办了蒙药学本科
专业。蒙医药学的服务对象和服务空间在不断扩大，为了适应这个
时代发展趋势和不断扩大的市场服务需求，我们在蒙医药学专业的
理论和实践教学中增加了一定的现代医药学理论内容。同时还在课
程设置中强化了蒙古语文、汉语文、藏文、专业英文、医古文等方面
的教学，明显地提升了学生的交流能力。

二是创新了民族医药高等教育模式。积极探索开展院校教育与
师承教育相结合的改革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研究生教育层
面上全面实施师承项目。在本科教育层面上建立了导师制。为学生配
备了蒙医药学专业的辅导员和班主任。更重要的是为每一个学生都
配备了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了有效的师承教育。设立了

“蒙医药学英才培育”项目。根据学生的兴趣，组织学生申报蒙医药学
科研课题，配备高水平教师进行指导。汇聚了高水平的蒙医药学师资
队伍。2010年，蒙医诊断学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目前，在
编68名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人员33人，博士生导师6人，硕士生导师
25人。其中，苏荣扎布教授和吉格木德教授分别被授予第一届、第二
届“国医大师”荣誉称号；乌兰教授（现任学校党委书记）和阿古拉教
授（现任学校副校长）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医药－温针、
火针）代表性传承人；1名教师被评为国家百千万工程人选、国家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5名教师被选入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321”人才

工程，2名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名教师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
师，5名教师被评为自治区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名教师被评为国
家级优秀教师，1名教师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1名教师被
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优秀专业技术人员，2名教师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
优秀教师，3名教师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教坛新秀。

三是培养了一大批中蒙医药人才。60年来，我校共培养出各级各
类中蒙医药专门人才1.2万余名。他们充实到中蒙医药医疗、保健、科
研、教育、产业、文化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各个领域，为支撑和促进民
族医药事业发展，构建自治区独具特色的卫生与健康服务体系提供
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四是促进了民族医药发展国际化进程。学校积极服务“走出去”
和“一带一路”战略，1980年率先招收蒙古国留学生，截至目前已为蒙
古国培养留学生约209人；蒙古国留学生回国以后，成为传播蒙医药
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使者。

60年来，我校的民族医药教育始终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同向
同行，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方面
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自治区医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独具特色的重要
生力军，为推进自治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发挥
了重要作用，也为推进民族医药国际化进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提升国家软实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五是进入协同创新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和内蒙古自
治区更加重视民族医药学，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成立了相关
的管理和服务机构。比如，在内蒙古成立了蒙医药管理局，加强了
各地的蒙医医院、蒙药企业的建设，这就对蒙医药学高等教育提
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蒙医药学，按照国
家提出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3年6月，由内蒙古医
科大学牵头，正式成立了蒙医药学协同创新培育中心。目前已与
北京中医药大学、蒙古国国立医科大学等国内外30所高校、科研
院所、医疗机构、生产企业等签署了协同创新协议，在蒙医药研
发、人才培养、技术交流、推广应用等方面迈出了协同创新的强劲
步伐。

目前，蒙医药学科已经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医学高等教育中历史
最长，规模最大，专业人才最多，办学层次最高，科研学术水平居于领
先地位的一个特色优势学科。

民族医药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民族医药高等教育实现从无到有

首届“国医大师”苏荣扎布联合国南北对话高端论坛会议上，乌兰教授作了题为“蒙医药在城乡居民健康中发挥的作用和角色”的交流发言

学校两项蒙医创新研究成果获国家专利

文/张立东 姜玉霞 雪 婧

中蒙医系建系的创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