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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让民间蒙医疗法发扬光大

锡林郭勒盟常住人口

104万。 作为蒙医药的发祥

地，锡林郭勒盟借助“加快

民族医药” 发展的东风，在

医改中充分发挥蒙医药的

民族特色和优势，确立了蒙

医药发展的新理念。

挖掘民间人才

“有一些老蒙医的年龄

都很大了， 没有时间再等

了，发掘工作很迫切。”2016

年12月4日， 锡林郭勒盟蒙

医医院院长斯琴巴特尔说

这话的时候，神情显得有些

担忧。他曾经听说，民间有

一位治疗痔疮有奇效的老

蒙医，不用针不用药，只用

自行车车轮发条磨制的钎

子在患者后背挑一下筋就

可以治愈。遗憾的是，当他

上门寻找时， 老人已经去

世，老人独特的蒙医技艺也

就此失传。

“还有一位老爷子差点

被北京一家医院‘挖’走，庆

幸的是，我捷足先登了。”斯

琴巴特尔指着身边的老蒙

医沙日布敖苏木说道。沙日

布敖苏木是祖传的第四代

蒙医， 从20岁开始研究蒙

医，对治疗脑膜瘤、血管瘤

等6种肿瘤有较好的疗效。

目前，已经搜集到有13名肿

瘤患者经过沙日布敖苏木

的疗法治疗后痊愈。2014

年，通过多次的沟通，斯琴

巴特尔终于把沙日布敖苏

木“请”到了医院。道德情操

高尚的沙日布敖苏木也想

留在家乡， 为父老乡亲看

病，所以选择留了下来。

据斯琴巴特尔介绍，虽

然民族医药多为民间的经

验积累，除少数的一些有文

字记载和理论指导外，多数

只有“口承”文化，但是因其

有着长期临床应用基础，有

一定的医疗市场，至今仍有

强大的生命力。民间有很多

治疗专病的祖传名医没有

学历， 也没有执业医师证，

在技术传承方面也都愿意

用自己得意的学生，这些学

生或亲戚也没有本科以上

学历，所以他们也很难成为

国家承认的正式教师和学

生，这对民族医药的全面发

展是一个很大的制约。

近年来，斯琴巴特尔已

经先后挖掘出了26种民间

老蒙医的疗法。目前，他正

在与3位分别在治疗肝病、

糖尿病、肾病领域有较好疗

效的民间老蒙医进行商谈。

“我挖掘回来的老蒙医其实

待遇并不高，但是我给他们

名分和尊重，并承诺给他们

合法的行医执照。” 斯琴巴

特尔说道。

传统医术受青睐

“是中国的蒙医让我重

新站了起来，我非常感谢娜

仁医生。”2016年12月4日上

午，在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

的五疗牛角拔罐科，蒙古国

患者南丁尔登正在接受牛

角拔罐治疗。 她告诉记者，

她患类风湿已经8年了，期

间在美国治疗无效后感到

绝望，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

会，她从电视上看到中国蒙

医的牛角拔罐可以治疗类

风湿， 于是在2014年7月份

在家人的陪同下，她抱着试

一试的态度找到了五疗牛

角拔罐科创始人娜仁。

“第一次来的时候，南

丁尔登走不了路，甚至疼得

连衣服都穿不上。现在她已

经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了。” 娜仁笑着告诉记者，现

在南丁尔登做的是第三个疗

程的巩固治疗，已经痊愈了。

患者的口碑相传，让更

多的患者慕名而来。娜仁告

诉记者，牛角拔罐技术有一

千多年的历史，是民间传承

保留下来的医学文化遗产。

她跟随喇嘛学习了17年牛

角拔罐技术，才有了今天的

成就。现在她每天接诊80多

人次，虽然很忙很累，但是

她希望通过这一技术治愈

更多的患者，并把这一技术

传承下去。

记者在锡林郭勒盟蒙

医医院的传统疗术科看到，

前来治疗的患者络绎不绝。

传统疗术科主任旭红其木

格告诉记者，传统疗法不仅

吸引了当地患者，更受到蒙

古国患者的青睐。

已病防变未病先防

今年54岁的萨仁高娃

最近总是头晕、失眠，经过

哈斯乌拉医生的包氏点穴

螺旋手法治疗3次后， 现在

已经能很好地睡觉了，人也

精神了许多。记者在医院看

到，等待治疗的患者一个接

一个。一个上午，哈斯乌拉

忙得都顾不上喝一口水。

今年39岁的哈斯乌拉

告诉记者，他的包氏点穴螺

旋手法是师承岳父学来的。

他的岳父曾是一位民间老

蒙医，在基层很受老百姓的

欢迎，但是因为没有执业医

师证， 一度陷入两难境地。

岳父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把

包氏点穴螺旋手法发扬光

大，能够惠及更多的患者。

据斯琴巴特尔介绍，目

前，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已

经 拥 有 国 家 级 重 点 专

科———治未病中心。所谓治

未病是指采取相应的措施，

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其主

要思想是未病先防和已病

防变。近几年来，医院门诊、

住院人数逐年上升，医院持

续发挥蒙医药“简、便、廉、

验”的优势，保持药占比较

低、非药物治疗率较高的水

平。 与普通三甲医院相比，

治病成本低廉，为患者减轻

了经济负担。2016年1~11

月，医院门诊量达30.5万人

次， 非药物治疗率达到

31.5%，药占比仅为32.11%。

据锡林郭勒盟卫生计

生委副主任斯琴介绍， 为进

一步发挥蒙医药的民族特色

和优势， 该盟已经形成了以

蒙医药中医药治疗为主，其

他治疗为补充的格局， 蒙中

医非药物治疗率达到10%以

上。同时，锡林郭勒盟积极探

索“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工

作，2012年被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确定为“治未病”预防保

健服务试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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