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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秀瑶医药传承发展的路径

瑶医药是中华民族医药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

构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强心剂”。在以西医为

主的医院数量不足且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发展民族

医药事业是缓解当前医疗资源紧张的一个有力渠道，将

更多资源投入中医药事业，是增强文化自信的体现。

1、采取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合力，整理和保护医药文献

瑶医医药文献整理研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瑶医在

传授医术时大多采用口授心传的方式，很少有相对应的

文字进行记载，因此难以形成严密的瑶医药体系。即便

在别的典籍中有为数不多的记载，也缺乏专业人才的搜

集整理及深入研究。要突破这种困境，可以从三个层面

入手：其一，采取“政府+机构”的方法，由诊所和机

构提供相应的文献，交付专业人才进行系统摘抄、初步

整理；其二，将初步整理的瑶医资料交付经验丰富的瑶

医从业者审核，保证其准确性，然后进入出版环节；其

三，通过各种形式宣传瑶医药文献对社会的作用，提高

大众文献的保护意识。

2、加快建成瑶医药信息保护资源库，保障瑶医相关

产业稳固可持续发展

2 0 1 5 年 国 务 院 发 布 的 《 中 药 材 保 护 和 发 展 规 划

（2015-2020年）》指出：保护和发展中药材，对于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对于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10]保护和发展瑶草药有其重要性和必

要性，而建立瑶草药信息资源库是保护瑶医药的重要举

措。金秀县境内野生瑶药数量大、种类多，但由于各种

原因，有些药品逐渐减少。基于此，政府可以采取相对

应的措施，比如建立信息库对其进行保护。对于一些珍

贵或者濒危瑶药可以根据草药的生长习性，建立草药培

育基地。[11]在保护草药的同时，要对草药进行系统普查，

及时向社会公布。要积极挖掘草药的经济价值，扩大宣

传，增强瑶医药的知名度，稳固瑶医药的可持续发展。

3、推动“培训班+资格证”培养模式，夯实发展基础

2021年金秀瑶族自治县在县瑶医院举办的首批瑶医

执业医师考试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瑶医人才，这

些人已经成为金秀瑶医药事业的核心力量。培养瑶医专

业人才是瑶医药事业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首先，让瑶

医药知识走进校园，培养瑶医后备军。[12]其次，政府和

学校可以出台一些学习瑶医优惠政策，支持鼓励老瑶医

带徒，学习者可以在学习瑶医期间享受多种优待政策。
[13]最后，政府或社会瑶药团体可以定期组织优秀瑶医交

流学习班和瑶医资格证培训班。通过多种培训班提升瑶

医学习者的知识水平，使瑶医更好地走向外界，扩大其

知名度。推动“培训班+资格证”瑶医药人才培养模式，

夯实瑶医药长远发展基础。

4、加强瑶医药基层卫生事业建设，推广医药品牌效应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党 和 中 央 非 常 重 视 全 国 基 层 卫

生健康，积极深化基层卫生事业体系改革。瑶医药获得

了良好的发展契机，除了在金秀当地重点推进瑶医药项

目之外，来宾市基层医疗机构也增设了瑶医馆，这是金

秀瑶医药向外扩展的展示区。瑶医药有“简、便、廉、

验”的特点和集“预防、医疗、保健、康复”一体化的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特 色 ， 在 基 层 社 区 和 乡 镇 有 着 广 泛 的 需

求，金秀瑶医的社会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有机协作，

互相成就，对于解决现阶段“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5、健全瑶医药服务医疗体系，提升医药整体服务能力

“ 十 四 五 ” 规 划 纲 要 明 确 要 求 大 力 发 展 中 医 药 事

业，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瑶医药具有历史悠久、疗

效独特的优势，是中华民族医药文化的瑰宝。金秀早期

瑶医多为私人开诊，规模小，社会影响力不大，近年来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金秀瑶医药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了

以公立瑶医医院为主导，私人诊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体

系。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相辅相成，同时政府通过各种

培训班，提升了瑶医的从医水平和为民服务的意识。瑶

药是灵魂，政府支持是活力枢纽。在政府支持下金秀瑶

医 药 焕 发 了 活 力 ， 体 系 逐 步 完 善 。 加 快 瑶 医 药 事 业 建

设，为中国中医药学服务、造福人民，是未来的奋斗目

标。

注释

[ 1 ]据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自

治县2021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产业以奖代补实施方

案的通知材料所示，2016-2020年脱贫户特色产业项目

分类奖补标准，中药材扩大规模中最小规模是3亩以上

（含），单位补助标准是草珊瑚、黄花倒水莲420元/亩，

其余品种800元/亩。

[2]“五虎”指的是入山虎、猛老虎、上山虎、下山

虎、毛老虎。瑶医认为“虎类药”药性迅猛而速效，具

有一定的毒性，多为“打药”。

[3]“九牛”指白九牛、兰九牛、红九牛、橙九牛等

九种药材，“牛类药”药性强劲而持久，为补剂，多为

“风药”或“风打相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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