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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中医药的发展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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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据史料记载和调查研究，中匈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因而中医药在匈牙利有着良好的民众基础。虽然现代医学在匈
牙利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中医药的应用起步也较晚，但近年来却发展迅速，匈牙利政府加大了对中医药的支持力

度，人民越来来越喜爱中医药。本文将概述匈牙利的中医学源流、发展与现状，简要分析双方开展中医药合作的优势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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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传入欧洲已有３００多年的历史，但直到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欧洲各国才真正开始使用中医药。和其
他欧洲国家一样，匈牙利是一个现代医学在国家医疗

卫生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但是近年来，随着中

医药在欧洲的较快发展以及当代医学回归自然的推

动，古老的中医与针灸治疗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匈牙

利民众所接受，其基础理论也日益受到广泛的重视和

肯定。现将匈牙利的传统医学发展历史及现状概述如

下。

１　匈牙利医疗卫生情况
１９５０年匈牙利开始实行前苏联的卫生保健体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匈牙利经济社会制度转型后，逐
渐恢复了原来类似于德国的社会医疗制度，实行全民

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管理部门主要有两个，即国

家卫生、社会和家庭事务部和国家卫生保险基金会。

医疗服务机构的组成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约占总数

的９０％，其余为私立医院［１］。

２　匈牙利中医学源流
２１　匈牙利中医针灸的发展历史　据史料记载和调
查研究，中匈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因而中医药在

匈牙利有着良好的民众基础。从匈牙利人现在的生活

习性和爱好中可以找到很多与中国人相似的地方。某

些调查研究也发现，属于乌拉尔语系的匈牙利语和我

国甘肃裕固族语言约有４００个相同或相近的单词，如
“羊”“苹果”等。很多匈牙利学者也认为匈牙利与匈

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医学的一些基本思

想随着这种文化的交融植根于一代又一代匈牙利人民

的心中而慢慢流传下来。

早在中世纪，中国医学就经陆上丝绸之路远传西

方。从距离首都布达佩斯１８０公里的古墓中挖掘出来
的史料记载了至少在１３００年前用铁针刺入皮肤，可抵
御恶魔或疾病的情况。匈牙利医学历史博物馆藏书中

也曾被发现用一篇拉丁文论文。文中详述了针灸史、

中国针刺术、欧洲针刺术、电针术，以及多种针具针法、

适应症与疗效［２］，还提及公元１７０９年的针刺论文。这
说明匈牙利针灸实践较早，并已对中国针灸术有所了

解。

公元１１世纪，由阿维森纳撰写的欧洲医学经典著
作，被奉为西医学教科书和参考书的《医典》吸收了中

国脉诊的内容［３］。另外，被西方称为藏学研究创始者

匈牙利人乔玛（１７８４～１８４２）也向西方介绍了藏医药学
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而

这部医书广泛吸取了汉地传来的医药科学。

上个世纪 ７０年代起，匈牙利中医药发展开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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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受前苏联的影响，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原华沙条约

八国亦开展了针灸的临床、基础研究，并将针灸作为医

疗手段使用。

中医药正式在匈牙利应用要从１９８７年算起，当年
举办了由匈牙利医学总会和匈牙利中医药学会共同组

织的首届中医药学术研讨会，有１００多名医生参加，其
中大部分是匈牙利医生。黑龙江中医研究院院长、博

士生导师、针灸专家张缙教授讲授了《针刺手法技术操

作规范及２４式单式手法演示》，引起了匈牙利医生的
强烈兴趣。同年一个叫爱瑞的匈牙利犹太人与黑龙江

中医药管理局、黑龙江中医研究院合作在布达佩斯开

设了第一家中医诊所。除医治患者外，还培训了大批

当地西医学习中医的医生。

２２　匈牙利草药应用　匈牙利当地的草药约有２００
种，其历史长达几百年。匈草药多以花叶为主，植物根

茎、动物药及矿物药几乎不用，而且既没有经过炮制，

也不用复方。经中匈药物专家近十年的潜心研究，发

现匈有几百种草药，有的与中草药相同，可就地取材开

发利用。

１９１５年以后，匈牙利先后成立药用植物研究所、
生态学与植物学研究所，从英国、法国引种一些药用植

物，进行了栽培，开展了植物药学、植物化学、植物生态

学方面的研究。还建立了多家药用植物加工厂，研发、

生产了一些植物药化妆品［４］。

２３　匈牙利的自然疗法———温泉疗法　匈牙利人崇
尚自然，非常喜爱一种传统的自然疗法 －泡温泉。匈
牙利素有“温泉之国”的美称，人们长期以来就养成了

泡温泉来预防保健、休闲娱乐的好习惯。其历史可以

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罗马时代。当时的罗马人在匈牙

利发现了温泉并把洗浴文化带到了这里。１６世纪，土
耳其人又带来了他们的温泉文化。这里的温泉水质纯

净，矿物质含量极高，而且８０％都具有医疗效应，对于
心血管、肺、皮肤、关节、肌肉的近１２０种疾病都有非常
明显的治疗效果。很久以来，匈牙利的医生就有给患

者开温泉处方的历史，温泉治疗也被纳入了医疗保险。

当然健康人也可以享受温泉带来的惬意感受。

３　匈牙利中医药发展现状
从总体上看，目前欧洲国家尚无明令禁止中医针

灸的法规，而对中草药制剂入关的管理较严。目前针

灸疗法在匈牙利运用得比较广泛，而中草药的使用还

未普及，没有现成的适用中医药法律法规。匈牙利中

医药在国民卫生保健系统中不占有主导地位，中医药

归属于传统医学、非正规医学、补充医学或替代医学。

３１　匈牙利中医药的医疗实践　在匈牙利，根据相关

法规，中医药是受法律约束的医疗服务。从法律上，中

医药被定义为一种治疗方法，根据症状、检查、个体化

的治疗方案来达到预防保健的目的。早在１９９６年匈
牙利出台的自然疗法法律规定，只有获得匈牙利大学

医学文凭或经过专业考试的外国医生才能从事针灸治

疗。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于２００３年访华促进了中医
针灸得到匈牙利卫生部的正式许可，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８日
卫生部正式批准中国医生可以在匈牙利合法行医，并

正式立法（匈ＣＬＩＶ号卫生法第１１０条）［５］。匈牙利因
而成为当时在欧洲为中国医师发放行医执照的最早的

国家之一。

从１９９７年起，规定医生从事独立的医疗服务要满
足以下条件：１）拥有医学学历；２）取得医师资格（通过
医科大学的考试）；３）开设诊所必需的仪器设备。然
后，通过国家公共卫生和医学人员服务局的审批，获得

短期或长期行医执照。除了以上条件，中医专家还需

参加经匈牙利医疗卫生学科和管理办公室备过案的正

规中医药课程［６］。

没有西医学历的中医师要在匈牙利开展中医服

务，主要有３种途径：１）获得人力资源部的特殊许可
（只在特殊情况下发给个别人），其它程序和匈牙利本

国人相同；２）拥有中医药学历的中医师可以在一位匈
牙利医生的监管下开展医疗服务；３）获得匈牙利对等
委员会（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认可的证
书。申请人需填写申请表，并将以下材料寄至委员会：

１）经过公证的身份证、居住许可证的复印件；２）经过公
证的学历证书复印件；３）经过公证的由外交机构签发
的文件，证明学习时间以及完成学业的条件（副本）；

４）经过公证的２）和３）的翻译件；５）申请费的发票。
此外，还有一些附加要求，如申请人需参加一些职业

（医学）考试等。最后一道程序是申请人要经过一段

所谓的过渡期，在此期间申请人要在一位高级医学专

业人士的监管下从事医疗服务［６］。

如今，匈牙利已有４００余名学习过中医的医生，多
半采用中西医两种方法或针灸按摩等疗法治病，多在

私人诊所或医院针灸科施针疗疾。当地人对针灸较为

熟悉，患有神经痛、风湿症、消化与呼吸道疾病者常生

动要求针灸治疗。最近几年，匈政府放宽了许可证的

发放，对中医的发展持支持的态度。目前，中医诊所遍

布匈牙利全国，有几十家中国人开的中医诊所，还有若

干家当地人开的中医诊所。一般的中医诊所每天治疗

３０～５０位患者，看病需提前预约。十几年来，通过开
设诊所、办学习班、专家讲座等多种途径，使中医药在

匈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在该国民众越来越崇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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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自然疗法的趋势下，中医药在匈牙利越来越受欢

迎。

３２　匈牙利中药市场　匈牙利的中药市场与西欧发
达国家不同，这里基本没有在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汤

药，销售的产品主要是草药制剂。中草药在匈牙利有

市场需求，并且需求量在不断增加，但要完全接受用中

药饮片做汤药的习惯还需要一个过程。一些当地人开

的诊所曾尝试使用中药，部分中药来源于当地生产，部

分是从中国进口的草药。

２００４年草药的监管体制发生了变化。包括匈牙
利在内的欧盟各国市场上，传统草药以往是以食品补

充剂的形式销售，不作为药品，当然也不受药品法的保

护和监督。一直以来，欧盟各国政府虽然有权制定本

国的中医药法规，但药品却由欧盟统一监管，即为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１日颁布的２００４／２４／ＥＣ指令（《欧洲传
统草药产品指令》）。任何草药产品在欧盟注册，进入

欧洲市场都必须遵守这个指令。实施２００４／２４／ＥＣ指
令后，匈牙利的药品法规也相应的取消了以前在注册

名录中的药品，还规定将传统药品出口到欧洲市场的

生产商也要持有欧盟ＧＭＰ证书，产品质量要遵从欧盟
药典，进口商需有进口许可证。匈牙利是《欧洲药典》

委员会的成员国也是欧洲草药产品委员会的成员国。

自从匈牙利实施２００４／２４／ＥＣ指令后，医药产品的
数量急剧下降。产品法规本来已经很复杂，再加上大

多数产品在匈牙利市场上还没有出现１５／３０年。多数
生产商（出口商）已经撤销了医药产品的名称，转而称

作食品补充剂。结果是多数中草药产品作为食品补充

剂出现在市场［６］。

中医药保健品也被匈牙利人广泛接受，如风湿膏、

降脂降压胶囊等几十种产品已经获得匈牙利政府部门

进口与销售许可证。匈牙利药品权威机构包括匈牙利

药监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ＯＧＹＩ），负责药
品注册、销售、许可发放，ＧＭＰ认证，以及质量安全监
管和国家健康保健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ｕｎｄ，ＯＥＰ），负责药品定价和赔偿。
３３　匈牙利中医药教育　匈牙利中医药教育的形式
包括本国医学院校和学术组织开办的中医药课程，以

及与我国医学院校合作办学。１９８７年匈牙利的一些
医科大学里开设了大学水平的中医药课程。在匈牙利

只有医生可以行医（因诊断时要求掌握西医知识），所

以只有医学学生或有资格的西医医生才可以参加中医

课程的学习。２００３年开始，匈牙利的机构逐渐与河北
联合大学华北煤炭医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深圳大

学、承德医科大学等开展了中医药专业教育和交流。

２００４年匈牙利中医药学会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合作
成立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匈牙利分校”，２００９年分校
正式纳入匈牙利塞梅尔医科大学，不仅成为匈牙利第

一所具有正式文凭的中医教育院校，而且设有学士、硕

士、博士学位，起点之高在欧洲尚属首次。匈牙利首都

赛迈尔维斯医科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正式签订合

同，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７］。

３４　匈牙利中医药科研　近几十年，匈牙利针灸研究
逐渐普及，在国内外刊物或学术会议上发表不少论文，

有临床总结，也有基础研究。在１９９０年巴黎的世界针
灸大会上，匈牙利研究人员报道了激光针治疗烧伤患

者的经验，发现针灸可促进机体生理参数的正常化，加

速创面的修复。９０年代以来，匈牙利科学院与中、苏
合作研究经络基础理论取得一些进展，主要是在经络

生物物理特性和形态学实验方面有些新的发现。匈牙

利专家设计的叩诊锤可检测经络发出的高振声的特

性［７］。

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２年匈牙利最古老的大学佩奇大学
与欧洲的共１４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开展了一
项补充和替代医学领域的综合研究课题“泛欧补充与

替代医学研究网项目”，欧盟资助了１５０万欧元的研究
经费。此项研究将为未来欧盟补充与替代医学研究制

定发展路线，确定优先领域和可持续发展政策［８］。

３５　中匈两国政府间的对话与交流　中国和匈牙利
自１９４９年建交以来，两国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直保持着
良好的合作关系。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

和医学科学合作协定》，为双方开展卫生合作奠定了基

础。２００４年，以匈牙利共和国卫生、社会和家庭事务
部部长克凯尼·米哈伊为首的匈牙利官方代表团来华

访问，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

靖与其在匈牙利建立中医医疗中心的具体事宜进行了

磋商。由于匈牙利民众对中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匈

牙利部长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师资帮助在匈牙利大学开

设中医课程，建立中医医疗中心进行诊疗和教学活动，

为匈牙利华侨和国民提供医疗服务［９］。２０１３年６月，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陈啸宏率团访问匈牙利，会见

了匈牙利人力资源部卫生国务部长密克洛什·苏克斯

卡，表示将推动在匈牙利建立中医药中心，并举行两国

中医药专家研讨会［１０］。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先生、国

务秘书欧拉赫先生、匈牙利医学会也都分别访问过我

国国家级中医药科研机构中国中医科学院，表达了在

匈牙利发展中医药的强烈愿望。

３６　匈牙利民间学术发展　匈牙利中医药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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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侨居匈牙利的中国医生的艰苦努力密切相关，他们

与当地西医学中医的知名医师于２００２年正式成立了
匈牙利中医药学会，２００５年被匈牙利医学会接纳为正
式成员，成为欧洲地区唯一被当地医学会吸收为正式

成员的中医组织。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名成员，成为当

地华侨华人融入匈牙利主流社会、人数最多、影响力最

大、最具权威和代表性的医学组织。２００６年学会加入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２００９年主办了“中医药论
坛”。十年来，匈牙利中医药学会前后为匈牙利培养了

近千名针灸医师、中医按摩师等，在团结当地中医药工

作者、推广中医药文化、造福当地人民医疗保健事业、

促进中外医学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４　中匈中医药合作优势分析及对策建议
中匈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长久以来，两国人民友

谊深厚。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中

医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两国中

医药的合作具有诸多优势。

４１　政府引导，建立稳固的交流合作的平台与机制　
在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双方高层对话机

制已经形成。以落实签署的两国政府间合作协议为重

点，在传统医药的政策法规、市场准入、市场监管等方

面，两国相关政府部门开展对话与合作，将有利于加强

相互了解，有利于消除门槛。努力将中医药国际科技

合作纳入中国－匈牙利科技合作委员会例会的内容，
并列入双边科技合作计划中。

４２　匈牙利有关政府部门将更多聚焦传统医药　随
着国内医疗费用的日益增长，现代医学仍然对许多重

大难治性疾病束手无策，匈牙利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医

药的健康观念、医疗实践与现代医学的结合将可能为

本国提供医疗卫生保健新模式。相关政府部门正从法

律法规、标准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加大对传统医药的

支持。英国、德国、荷兰等其它欧洲国家对中医针灸、

草药成药的认同和接受对入盟后的匈牙利也有着一定

的正面影响，将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在匈牙利的发展。

４３　中匈两国优势互补，在中医药教育、科研、医疗等
方面开展合作　中匈两国在中医药教育、科研、医疗等
方面开展了大量合作与交流，并使双方从中获益，但合

作还需不断深入，以取得更具实质性、更具影响力的成

果。教育方面，双方医学院校可以合作办学，建立联合

培养机制，教育部门互认学历，共同培养中医药人才。

科研方面，双方还可建立中医药联合实验室、组建研究

团队，在国际科技平台上开展中医药科技项目合作。

或者组织召开学术会议，科研人员交流学术与技术，共

享信息与成果，共同申请政府间或欧盟的国际科技合

作项目。医疗方面，面对医疗旅游所带来的巨大经济

利益，匈牙利可以把医疗旅游作为优先发展的产业之

一，把丰富的地热资源和中医药医疗保健的优势紧密

结合起来，而产生双赢的良好效果。

４４　以中医药文化促进中医药知识理解与认识　中
医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播的重要

载体。对中医药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理解之上。通过媒体、展览等形式来宣传

中国传统文化时，也可以讲中医药文化纳入其中，从而

以中医药文化交流促进中医药的传播。目前，在匈牙

利已经建立了两所孔子学院和一所孔子课堂。可以把

中医药知识的普及编入教材，使中医药知识融入到孔

子学院的教学中，还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时建

立中医孔子学院。

５　结语
我国与匈牙利之间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成为今

天中医药得到匈牙利广大民众所喜爱的内在基础。在

友好合作的基础上，中匈两国在中医药合作与交流方

面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随着中医药国际合作的不断

深入和扩展，匈牙利政府和人民也会越来越多地相信

中医药，认可中医药的疗效，从而促进中医药在其卫生

医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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