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医药

：草原深处的民族文化瑰宝

□王依依

蒙医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域
特点的医学科学。在诊治疾病中具有
药量少、疗效好、经济简便等特点。

“蒙医的特色疗法在慢病和康复
等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布仁巴图表示。

据悉，蒙医中知名的放血疗法，即
在一定的部位，将浅部脉道（静脉）切开
或穿破，进行放血，借以引出病血，达到
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该疗法多适
用于由血、“希拉”（有火热之意，机体的
体温、各组织器官的热能及精神的振奋
等都是“希拉”在发挥作用）引起的热性
疾病，如伤热扩散、骚热、疫热、疖肿、疮
疡、痛风、结核病等热症。

或许因蒙古族常奔驰于马背之
上，蒙医在跌打易出现的病症中尤为
擅长。其中，蒙医正骨术是历代正骨
医学家们所积累的具有民族特色的
治疗方法，可治疗各类骨折与关节脱
位、软组织损伤等一系列病症。蒙医
正骨术分整复固定、按摩、药浴治疗、
护理和功能锻炼等步骤进行，有解
毒、舒筋和活血的作用。

“正骨术的手法复位，治疗快、费
用低，也不留任何后遗症。除非是粉
碎性骨折等会感染的严重病情，一般
的骨折症状均无需手术，仅靠手法复
位即可痊愈。”布仁巴图介绍道。

布仁巴图还指出，灸疗术也是蒙
医著名的特色疗法之一。“中医所讲
的针灸实际上和蒙医的灸疗术同出
一源，蒙医的灸疗术还略早一点。”布
仁巴图感叹。灸疗术是用灸草柱或
灸草条在体表一定的穴位上烧灼、熏
熨的一种疗法。灸疗术分蒙古灸、白
山蓟灸、西河柳灸、温针灸。

“蒙医的传统疗法非常有名，但这
些疗法中所用的器械，却没有一个正规
的准字号生产。”面对传统的蒙医，伏莹
为器材所担忧。“都是把中医或者教学
用的器材改装改装，或者委托一些小作
坊做。”伏莹表示，为此，科尔沁药业在

政府的支持下已于2016年与内蒙古医
科大学蒙医学院合作，设立了一个相关
器械有限公司，填补蒙医没有独有器械
的这个空白。例如灸疗术所用的银针、
脑震荡治疗法所用的器械等。

此外，蒙医在饮食疗法方面，亦有
蒙古民族传统的酸马奶疗法。酸马奶
疗法具有强身、治疗各种疾病的功效，
尤其对伤后休克、胸闷、心前区疼痛疗
效显著。据研究，酸马奶中有多种有
益于身体的有效成分，如糖、蛋白质、
脂肪、维生素等，特别是维生素 C 含量
较大，还有氨基酸、乳酸、酶、矿物质以
及芳香性物质和微量元素。

“30,50，97⋯⋯再跟订单核对一下批数。”7 月 15 日，内蒙古科尔沁药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伏莹发走了公司刚生产出的
一批消肿橡胶膏。7 个月，科尔沁药业 2018 年出库的该品种膏药已有约 100 余批。几年前，这个数字仅为个位数。

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获称“中国蒙医药之都”的通辽市有数家蒙药企业均迎来了像科尔沁药业一般新的发展浪潮。无
独有偶，自 2001 年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并实施《内蒙古自治区蒙医中医条
例》以来，蒙医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蒙古族对蒙医、蒙药有天然的文化认同，但蒙医药的这块瑰宝不该只局限于某个特定的
种族，而是该去造福全国，让各族的百姓们都能受益。”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布仁巴图如是道。

2018 年 1 月 2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内蒙古自治区振兴蒙医药行动计划（2017—2025 年）》，明确要发
展壮大蒙医药医疗、预防、养生、保健等产业体系，加强特色优势和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提升蒙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传
承创新，推进蒙医药标准化、规范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蒙医药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不同于广为人知的中医药文化，
蒙医药常不为大众所知，然而蒙医药
同中医药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蒙
古族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
并逐渐形成了蒙医药的独特理论体
系，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

早在 12 世纪前，蒙古族人民就发
明和运用了许多适合地区特点的医疗
方法。13世纪初，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
发展，在原有的医疗经验上逐步形成了
具有初步基础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古代
蒙医药，吸收了藏医、汉族传统医学和古

代印度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医疗经验，发
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

据悉，蒙医以“三根”学说为主要理
论基础，同时还包括阴阳五行、五元学
说、七素及六基症学说。蒙医治病方
法，除药物治疗以外，还有传统的灸疗、
针刺、正骨、冷热敷、马奶酒疗法、饮食
疗法、正脑术、药浴、天然温泉疗法等。
长期医疗实践证明，蒙医在治疗偏瘫、
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胃病、肺病、妇女
病、偏正头痛、咽喉痛等等都有一些疗
效显著的独特方剂和蒙成药，深受患者

的欢迎和好评。
70 年代以来，蒙药有了新的发

展。自治区卫生部门在普查内蒙古
药物资源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内
蒙古中草药》二部。相关部门在 1972
年至 1977 年较全面的调研、考证蒙
药材的基础上，制定了部分蒙药材、
蒙成药国家标准，随后，蒙药首次被
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内蒙
古卫生厅组织编写、制定《内蒙古蒙
药材标准》《内蒙古蒙成药标准》，近
年经修订后，颁布为《卫生部标准》。

在自治区有关单位总结多年的
临床经验、蒙医临床规范化研究的基
础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过专家论
证会后，于 1997 年颁布了《蒙医内外
妇儿科病症诊断及疗效标准》。蒙医
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发展新的阶段，
蒙药材的开发、蒙成药的生产，蒙药
的研究工作均在蓬勃发展。

2010 年 10 月，新修订的《内蒙古
自治区蒙医药中医药条例》实施，为
促进蒙医药中医药事业健康、持续、
稳步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千年瑰宝 马背上传承的蒙医药文化

作为源于与疾患斗争经验的药
方，蒙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例如
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传承的蒙药
经典“保利尔胶囊”。

自古以来，蒙古族以肉食、乳食为
主，少五谷蔬菜，居住风寒冰冽之处，
逐水草游牧，过车帐鞍马生活，多饮酒
御寒解乏。长期受这种生活习俗和生
产方式的影响，易藏寒好生饱满不消
化和脂质增多症，即西医所称高脂血
症。这样的环境也为蒙医创造了接触
这些疾病较多的客观条件。

蒙医对此症状的治理原则是调
理运化、清浊化脂、解滞通脉。即通

过治疗调整机体，进—步增强消化功
能，达到气血通畅，排除“沃赫”（脂
质）的生成、消化、代谢的障碍，变机
体不正常的病理状态为正常。经过
长期的医疗实践，蒙医不仅对高脂血
症的病因和发病机理有了深刻的认
识，也积累了丰富的防治方法和防治
方药。蒙医学对高脂血症的认识也
为当代蒙医药专家带来了研制现代
蒙药的“灵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国家级名蒙医柳白乙拉，正
是基于上述病因和发病机理，研制出
对治疗高脂血症有显著疗效的“保利
尔胶囊”。

同时，蒙药贴膏也是蒙药的特色
药品之一。“我们企业主要生产外用贴
膏。近年来，除了销往东北、南方地区
以外，还出口到蒙古国、东南亚等国家
和地区。”伏莹介绍。

据了解，内蒙古科尔沁药业有限
公司是一家以生产蒙药外用贴膏为
主，集药材种植、药品研发、加工生产
为一体的蒙药贴膏生产企业，是全国
最大的蒙药贴膏生产企业。

“蒙药大多都源自传承千年的古
方。”伏莹说：“这使得不少蒙药品种在
拥有丰富的临床案例的同时，也面临
适应症未被完全开发的局面。目前，

我们正在和多个医院合作开展临床试
验，挖掘药品的更多适应症。”

此外，二次研发亦是不少企业的
关注热点。

据伏莹介绍，科尔沁药业有一款
膏药的辅料中，含有一种易引起过敏
体质人群过敏的草药。“这种膏药的效
果很好，但有小部分的人会过敏。公
司正在跟北京的一家研究所合作，筛
选高分子材料，用人工高分子材料来
代替天然的橡胶松香等草药。”伏莹指
出，人工高分子材料不仅可以避免过
敏，还可提高膏药粘附性，研发成功即
可使膏药反复使用。

立足科学 二次研发挖掘蒙药更深价值

习俗所造 蒙医特色疗法造福百姓

“支持100部蒙医药文献古籍的深
度挖掘、整理、研究、翻译、出版。收集
研究民间蒙医传统疗法，对其特色技术
和方药进行机制研究。”

“启动重点蒙药品种和传统产品的
二次开发，激活‘休眠’‘半休眠’品种。
选择 10—20 个蒙药进行剂型改进、工
艺提升和新用途研发。”

“在蒙医或蒙医中医医院就医，起
付线降低 20%到 50%，报销比例在原
有基础上提高15%到20%。”

“保留蒙药院内制剂和饮片加成政
策，蒙药不计入药占比。”

⋯⋯
《内蒙古自治区振兴蒙医药行动计

划（2017—2025 年）》（下简称《计划》）
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对蒙医药发
展的大力支持为其带来红利。《计划》在
蒙医药管理机制完善、蒙医药服务能力
提升、蒙医药临床优势培育、蒙医药健

康产业发展、蒙医药文化传承、蒙医药
人才队伍建设、蒙医药科学研究创新、
蒙医药标准体系完善、蒙药可持续发展、
蒙医药宣传及对外交流拓展10个方面
启动10大行动，实施30项工程。《计划》
联动部门包括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发展
改革委、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食品药品监管局等多个部门。

“完善药材标准是保证食品药品安
全的基础工作之一。”通辽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为解决蒙药材标准低及标准
不全问题，通辽市食药局组织协调内蒙
古蒙医药工程技术研究院、内蒙古蒙药
股份公司合作承担了内蒙古自治区食
药监管局蒙药材标准提升研究及部分
蒙药材标准制定工作。其中，内蒙古蒙
医药工程技术研究院主要参与了《内蒙
古蒙药材标准》1986 年版整体提升研
究。研究工作包括品种选择、样品收

集、品种鉴定及研究过程相关问题等，
列入研究院研究计划品种34个。全部
提升工作的内容还包括所有已进入国
标品种与蒙医理论相关的文字内容论
证部分。

此外，为推动落实内蒙古蒙药检验
检测研究中心审批落地，通辽市食药局
依托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蒙医药工
程技术研究院、内蒙古蒙药检验检测研
究中心、医疗机构、企业研发中心等本
地科研平台，与国内外科研单位及科研
技术人员合作，开展重点项目攻关；抢
救收集古方古法，整理开发和传承传
授；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安全
有效、附加值高的现代蒙药新产品；研
发以蒙药为基础的食准字保健品、日用
品、食品添加剂等绿色产品。

“近年来，各级监管部门的政策支
持为蒙医药腾飞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但
在蒙医药高速发展之际，蒙医药发展面

临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布仁巴图指出，
除了缺少宣传外，蒙医传承的独特性使
其无法“遍地开花”。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以
各自的生活环境、自然资源、民族文
化、宗教信仰等为根基，创立了具有本
民族特色的医药体系。据初步统计，
全国 55个少数民族，近 80%的民族有
自己的药物，其中有独立的民族医药
体系的约占 1/3。但拥有完整教学体
系的民族药仅有蒙药一种。据悉，通
辽市现有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
院、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通辽市
蒙医医院、内蒙古蒙医药工程技术研
究院、内蒙古蒙药检验检测研究中心
及蒙药生产企业等 10 家科研机构。
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中有 3 个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4 个重点学科，拥
有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一个蒙医药学
博士点。

政策支持 监管助力蒙医药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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