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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针灸发展历程及现状

冉　霄　梁凤霞
（湖北中医药大学针灸骨伤学院／针灸治未病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武汉，４３００６１）

摘要　在针灸海外发展日益繁荣的当代，研究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地域的针灸发展现状将对于中国针灸的发展起到极大的
促进作用。结合前期对于澳大利亚针灸行业发展相关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并通过对澳大利亚针灸行业最新信息的整合，

对澳大利亚的针灸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阶段性的回顾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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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以其独特的地缘环境和
演变历史成为具有独特文化及民族构成的国家。同

时，作为整个南半球最重要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无

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对整个世界有着极

大的影响。中医针灸自１９世纪进入澳大利亚以来，
经过长达近２００年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了符合
当地国情的重要的医学构成部分，研究中医针灸在

澳大利亚的发展及演变对推动针灸的全球化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１］。我们谨通过对针灸在澳大利亚发

展的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为新时期针灸的海外

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１　澳大利亚针灸发展历史简介
１１　传入时期（１８４８—１９０１年）　澳大利亚针灸的
传入始于１９世纪中期，随着第一轮华工潮的兴起，
由华工中具有一定针灸技能的工人及移民带入。根

据资料显示，早期的华人诊所并没有当地政府颁发

的许可，所从事的也只是针对当地华人的比如草药

贩卖和一些简单常规的诊疗处理，没有形成一个有

科室分置和医师坐诊的正规的医疗机构。现今位于

澳大利亚班迪谷中国城的“林记保康堂草药店”就

是建立于那个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医医疗机构，

它实际上只是集草药贩卖和中医门诊性质于一体的

中医医疗机构的雏形［２］。这一时期的针灸和中药一

样并没有在很大的范围内传播开来。

１２　“白澳”时期（１９０１—１９７２年）　１９０１年澳大
利亚联邦建立，联邦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颁布实

施了一系列旨在限制外来移民进入澳大利亚的法

令［３］。在这种环境下，澳大利亚的多个州出现了大

规模的排外运动，驱逐在澳华人和其他移民。这种

政治运动使当时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及中医传统遭到

了巨大的打击。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中医活动明显

处于困难时期，甚至一度被完全驱逐出了澳大利亚

大陆。残存的在澳华人很艰难的维持着中医药及针

灸的发展，为中医及针灸的日后复兴保留了火种。

１３　重生时期（１９７２—２０００年）　二战后期，受战
争冲击的澳大利亚逐渐认识到“白澳政策”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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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弊端，开始逐渐放宽亚裔移民尤其是中国移

民的进入，直至 １９５８年“科伦坡计划”的提出，对
“白澳政策”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冲击作用。在２０世
纪５０至６０年代，澳大利亚华人的地位开始出现变
化，传统的中医及针灸也在逐渐复苏。时至 １９７２
年，澳大利亚工党宣布彻底废除“白澳政策”，推行

多元化的民族及文化政策，为中医药及针灸在澳大

利亚的重生和复兴开辟了道路。同年，中澳两国正

式建交，这一历史事件为推动两国间经济文化的交

流打开了大门，中医针灸随着两国交流的不断深入

开始进入到系统化传播时代。７０年代末中国的改
革开放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

流，也产生了中国人向海外涌动的热潮［４］。这一时

期，一批具有正规中医及针灸教育的中医医师及高

校毕业生开始进入澳大利亚，这为澳大利亚中医针

灸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在没有承认中医

针灸合法化的前提下，受政府默许的华人诊所陆续

开办，传播中医针灸，并使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居民

感受和认识到了针灸的神奇效用。１９７３年，澳大利
亚针灸联合会成立，这个组织的成立标志着针灸作

为一项医疗行业的成熟。至１９８４年，该联合会成为
澳大利亚医师协会的下属组织，这标志着针灸作为

一种疗法的被认可。１９９１年，澳大利亚全国中医药
针灸学会联合会成立，它的建立为推动澳大利亚中

医针灸的规范化和争取针灸的合法化奠定了组织基

础。同年，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ＲＭＩＴ）下
属中医教育课程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决定在其生物

医学和健康科学学院组建中医部，进行中医针灸本

科及硕士的培养，这是中医针灸在海外发展的里程

碑［５］。这一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相继发生宣告中

医针灸在澳大利亚已经由民间的、散在的向官方的、

系统的转化。中医针灸教育正式成为下一阶段的主

题。

１４　继续发展时期（２０００至今）　１９９４年之前，澳
大利亚的针灸教育主体是私人教育，国家及政府并

不认可针灸的合法地位，对接受针灸教育的学员不

颁发相应的资格认证，限制针灸的应用范围，还限制

针灸师对西医诊疗器材的使用。为争取中医针灸的

合法化地位，在澳中医师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一方

面积极争取在澳针灸教育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推动

中澳两国针灸界的学术交流。通过政治磋商、学术

交流、疗效验证，在扩大针灸的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

使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给予针灸相应合法地位的迫

切性。同时，澳大利亚多所高校先后开办中医系及

针灸学院，进行规范针灸教育的尝试，并注重加强与

中国国内中医药大学及中医院的学术交流和联系，

同时积极寻求针灸教育合法化的途径。多方面的合

力最终促使澳大利亚于２０００年５月通过了《中医注
册法》，认可中医针灸的合法性，成为西方世界第一

项承认中医合法化的法案［６］，该法案的颁布使澳大

利亚的针灸教育进一步向规范化发展。２０１０年及
２０１２年，习近平两度赴澳参加中澳经济文化交流项
目，均对中医针灸在澳大利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启动的澳大利亚全国中
医师注册在提高了中医针灸入职门槛的同时，也起

到了进一步规范在澳中医针灸人才队伍的作用，对

澳大利亚针灸的规范化传播和教育有着积极的意

义。根据最新资料显示，时至目前，澳大利亚的针灸

教育机构中，提供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学历机构达

到１３家，全国的中医及针灸诊所达到将近５０００家，
针灸教育的系统化已然形成，在今后相当长一个历

史时期这种状况不会出现较大的改变，澳大利亚针

灸还将继续向前发展［７］。

２　澳大利亚的针灸教育现状
２１　学历教育　澳大利亚针灸教育历经４个阶段
近２００年的发展，至２０世纪末新世纪初达到一个新
的高度。根据相关文献分析和数据调查发现，澳大

利亚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
地建立针灸学院开始，到２０１５年４月，经过近５０年
的迅速发展，澳大利亚的针灸教育从无到有，从私人

到公立，从民间到政府，形成了多级教育体系。整个

８０年代，澳大利亚的针灸教育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
状态。一方面，多家大学和学院陆续开办中医系或

者针灸教育机构；另一方面，民间的针灸培训规模也

在逐渐扩大，社会上针灸的从业者日渐增多。为规

范针灸教育，整顿针灸行业，实施针灸的学历教育势

在必行。９０年代是澳大利亚针灸教育迅速发展的
十年，在这十年间，前后十余所澳大利亚高校陆续开

办中医系和针灸学院，学历教育正式发展起来。仅

墨尔本一地就有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维多利亚大

学两所公立大学设立中医系及针灸学院，开展正规

的针灸学历教育。其他如悉尼的澳大利亚自然疗法

学院、悉尼中医学院、悉尼科技大学针灸系、西悉尼

大学、澳大利亚针灸学院、新南威尔士州理疗学院等

也开展了针灸的学历教育。还有布里斯班的布里斯

班传统针灸和东方医学院。上述各个大学或学院均

可进行针灸本科及研究生的学历教育，澳大利亚是

除中国外海外唯一进行针灸本科教育的国家［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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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针灸教育，澳大利亚的针灸教育更强调

学员对于技能的掌握和使用，并规定全日制院校单

纯针灸或者中医科目的本科教育时间不得少于

２５００学时，多科目的受教育时间不得少于 ３３００学
时，学时最多可达３６００～４０００学时，覆盖４年制和５
年制的本科教育以及３年的研究生强化教育。在整
体课时中，包括 ３０％的现代医学知识，３０％的中医
基础和专业理论，３０％的临床技能实训，１０％的职业
道德、法律常识等其他知识。如果学员完成这些教

学任务后准备考取中医医师或者针灸师，还必须接

受不少于５００个小时（有些学校规定为３个月至１
年）由专人督导的临床实习（可在国内或者海外），

合格后方可申请执业［９］。

２２　非学历教育　澳大利亚针灸的前期发展得益
于其悠久且深厚的职业教育传统，即使在目前，非学

历教育仍是学习针灸的重要方式。由于其地广人稀

的特殊环境使得其职业教育形式多样，方式灵活，为

更多针灸爱好者提供了学习的机会，也为扩大针灸

的使用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１０］。澳大利

亚的针灸技能培训分为短期培训及海外培训两种。

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澳大利亚全国的针灸培训机构已
达到１１００余家，全面满足各个从业等级及不同的专
业需求，形成了多层次的教育体系模型［１１］。短期的

针灸培训主要是在具有一定资格的社区针灸门诊或

者社区卫生保健中心完成，主要面向的对象是与健

康有关专业的毕业生。目前，澳大利亚的针灸非学

历教育还在迅速地发展，全澳大利亚的针灸非学历

教育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已经建立的培训机构还需

要不断地完善，比如课程设置及人才引进［１２］。海外

培训是目前澳大利亚针灸教育的重要方式，接受培

训的学员完成国内相关专业教育之后，必须在国外

接受３个月至１年的针灸专业理论教育和临床实
践。合格后方能回国开展针灸治疗活动［１３］。

２３　与中国内地中医药院校的联系　澳大利亚的
针灸教育机构非常注重与中国大陆各中医药大学的

联系，倡导合作，积极交流。从上世纪９０年代至今，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合作未尝间断，两国在针灸教育

方面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１４］。目前，在澳针灸

教育机构包括高等教育（公里大学及私立大学）、职

业教育（职业培训及海外教育），机构数量多达上千

家，其中超过六成与中国国内各种医药大学有直接

或间接的关系。最著名的有１９９１年皇家墨尔本理
工大学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建立的中医部，这是

中澳在中医项目合作的里程碑，１９９４年起正式招

生，使得澳大利亚成为海外第一个具有针灸本科教

育的国家。其次广州中医药大学与澳大利亚针灸学

院及悉尼科技大学针灸系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表现

在为澳方相关院校提供高层次的针灸教育人才，还

负责提供中国国内的临床实习基地，保证澳方学员

的在华实习和资格评定。同时，辽宁中医药大学也

参与了维多利亚技术大学墨尔本针灸学院的建立和

日常的教学活动，为该校的针灸学员提供在华实习

机会，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推动和促进两国针灸教育

的交流和进步。除此之外，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省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与澳大

利亚自然疗法学院也有着伙伴办学的关系，提供高

层次的针灸教育人才，提供在华实习，进行相关的技

术传授和资格认定等［１５］。除了上述各大学及学院

之外，澳大利亚的针灸职业教育也与中国密不可分，

很多的针灸职业教育机构的设立都不同程度的有着

华人针灸师或国内针灸教育机构的支持。华人针灸

师大都来自中国内地高校，具有相关的技术与教学

能力，同时熟悉澳大利亚教育体系和针灸的传播状

况，对澳大利亚针灸职业教育的开展有着直接的推

动作用。

３　学术发展状况
３１　学术团体　在澳大利亚的针灸教育传播过程
中，针灸学会及针灸学会联合会等学术团体起到了

极大的组织和推动作用［１６］。目前澳大利亚的针灸

学术团体大致有：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澳洲分部、澳

洲针灸医学会、澳大利亚针灸学会、澳大利亚道德与

标准组织、澳大利亚传统医学学会、澳大利亚自然疗

法协会、澳大利亚针灸联合会、澳大利亚全国中医药

针灸学会联合会、澳大利亚针灸和中医学会等组织

机构。这些机构与中国针灸界的各个学术团体相互

交叉，同时也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的针灸学术机构

共同发展，促进了澳大利亚的针灸教育的广泛传

播［１７］。

３２　科研机构及学术交流活动　澳大利亚目前主
要有Ａｄｅｌａｉｄ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及ＲＭＩ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等２家比
较大型的针灸科研机构，这两家机构依托相关高校

的针灸教育资源，广泛开展与世界各地区针灸研究

的相关合作。除此之外，很多社区针灸机构也参与

到针灸科研之中。据相关数据显示６０％的针灸临
床研究项目其患者收集都是由这些小的针灸机构完

成的。这些机构中的中医针灸师大部分具有一定水

准的科研能力，能自主承担及进行小规模的针灸临

床研究。世界针灸联合会澳大利亚分部及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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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学会是澳大利亚针灸对外学术交流的主要倡导

者和组织者，１９９７年至今，澳大利亚已成功举办了
３０余次国际针灸论坛，学术交流范围不断扩大，交
流内容涉及针灸临床与基础研究的各个方面，澳大

利亚已经成为南半球最重要的针灸临床及研究基

地［１８］。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针灸界与中国针灸界

联系密切，仅中澳针灸合作项目就吸引了超过７０家
中澳相关针灸研究机构及学术团体参与其中。此

外，得益于交换生制度的建立，每年中国内地有大量

的优秀针灸人才前往澳大利亚参与当地的针灸教育

及科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３３　学术研究项目及成果　目前澳大利亚针灸研
究的重点是针灸对于临床常见病的预防及治疗，澳

大利亚自１９７８年起开始进行独立的针灸学术研究，
迄今为止已发表了相关文献５０余篇，占据所有针灸
研究国家发文量的前１０位，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妇
科（妊娠反应、不孕症）、针刺镇痛、肥胖、过敏性鼻

炎等方面，发文量达到１２篇［１９］。近年来，澳大利亚

针灸研究在之前的基础上有所扩大，新增研究病种

如膝骨性关节炎［２０］、痛经［２１］、戒断反应［２２］等，也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就总体而言，由于针灸疗法在澳

大利亚的相对受限，其研究的进展不如同期的美国、

德国、英国及日本。澳大利亚针灸研究的主要项目

支持来源于：１）中澳针灸合作项目；２）澳大利亚中医
药管理局发展项目；３）世界针灸联合会下属研究课
题；４）私人开展相关课题。项目来源相对较为狭窄
也是造成澳大利亚目前针灸研究现状的一大难题。

３４　中澳未来针灸研究合作展望　根据２０１２年及
２０１４年２次“中澳经济文化医疗合作论坛”可以发
现，目前中澳针灸合作研究迎来了一个十分难得的

机会。作为针灸的发源地和当之无愧的针灸研究大

国，中国在与澳大利亚进行针灸合作研究时要充分

发挥这一显著优势，通过提供优秀的针灸人才和相

关研究经验来弥补技术相对不足的同时，要充分利

用澳方提供的先进技术及设备应用于现代针灸临床

研究，这种互补性合作将有力的推动中澳针灸研究

的快速发展。相信在下一个十年，中澳针灸合作研

究将会结出累累硕果［２３］。

４　立法现状及相关政策
４１　立法现状　海外针灸教育立法最早可追溯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内华达州及加利福利亚州的

针灸立法，但没有涵盖中医的其他学科。据世界针

灸学会联合会调查，全世界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有
针灸应用，但是单独为针灸进行立法的国家和地区

相对较少。７０年代先后有美国、加拿大、埃及等国
家制定了有关针灸疗法的行政法规和医疗文件，对

针灸疗法从法律和政策上加以规范和引导。８０年
代至２０００年通过针灸疗法相应管理法规的国家达
到４０个，但总体上仍缺乏对整个中医系统的立法和
认证［２４］。２０００年５月，经由澳大利亚中医针灸学术
团体和广大从业者（特别是华人从业者）的积极争

取，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制定通过了海外第一部《中

医注册法》，该法的制定通过成为了中医海外发展的

一个里程碑。该法涵盖了中医、针灸、中药药剂等学

科，对这些学科在澳发展的规范化引导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为中医针灸疗法进入主流医学开辟了道路。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维多利亚州政府拨款１０万澳元，成立
维多利亚州中医管理局，主管中医事务。其主要职

能是：规范中医执业标准；注册一切符合标准的中医

师（包括针灸师）；审核及批准中医本科教学以使之

符合注册标准；设立中医考试及再教育标准；制定执

业准则纲领；在法案授权下与警务联手处罚一切违

规者。２０１０年及２０１２年，习近平２次赴澳，掀起了
中澳经济文化交流的热潮，两国中医界的交流日趋

深入，针灸交流朝着更加广泛化和系统化的方面发

展［２５］。同时，澳大利亚针灸的迅速发展，在为广大

居民提供健康保证的同时，也创造了极大的经济价

值。为此，２０１２年 ７月，澳大利亚发布了全澳中医
师注册的管理制度，将中医师、针灸师、中药药剂师

纳入正规的医疗队伍中来，放宽对上述学科的限制，

鼓励发展相关产业。中医师注册的管理制度一方面

规范了澳大利亚的中医市场和从业队伍，为中医针

灸的规范化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个制

度提高了中医针灸在澳的市场准入，防止各种损害

中医的因素的进入，保证了中医针灸在澳的健康发

展。

４２　相关政策
４２１　执业政策　２０００年后澳大利亚中医针灸师
执业政策发生变化，相对之前的“低门槛”，《中医注

册法》规定，２０００年前（含２０００年）在澳从事针灸的
相关人员必须接受考核，考核合格并经注册后方可

执业上岗，且规定了针灸师的诊疗范围（针灸、拔罐、

刮痧、足疗、开具中药处方等，并可以使用听诊器、血

压计等西医诊疗器材，但不能开具西药处方，不能开

具病假证明），实际上提高了在澳的针灸从业门槛。

考核不合格者不能予以注册，且在未注册之前不能

从事针灸及相关职业［２６］。等于精简了澳大利亚针

灸行业。对于违规执业者将给予行政处罚、最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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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监禁。执业期满必须接受复审，重新注册。对于

２０００年之后赴澳从事针灸的相关人员，语言考核成
为最重要的一环，原则上注册需满足雅思成绩大于

或等于７分（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前为６分），其次要具
备相应的中医、中药或针灸等相关学科的正式学历，

网报申请、笔试考核，合格后予以申请注册，注册成

功后方可执业。

４２２　人才引进政策［２７］　由于《中医注册法》的实
行，２０１２年底全澳注册中医师（包含针灸师）大致只
为２０００年的３０％，约１７００人，７０％的原先从业者因
为其他相关原因未能实现注册。至２０１５年底，注册
医师数量上涨至３０００人左右，新进入的注册中医师
约占１５％。这得益于技术人才引进和交换生政策
以及海外培训的发展。中医药尤其是针灸人才的引

进一直是澳大利亚人才引进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常而言，年龄低于４５岁，具有相关正式学历，有行
业专长，且通过语言考核的中医药及针灸人才是引

进的重点。

４２３　医疗保险政策　澳大利亚目前的政府医保
实施对象主要是西医；而包括顺势疗法、芳香疗法、

自然理疗疗法、补充与替代医学在内的多种治疗手

段并未涵盖在全民医保之内。由于公立医疗资源的

相对短缺，联邦政府鼓励私人医疗保险的发展，目前

而言，中医针灸作为补充与替代医学的主要内容已

经被大部分私人医疗保险所认可，被列入个人的保

险计划，通过这种手段可以降低相关患者接受中医

针灸的消费，有利于消费人群的扩大。

４２４　违规处理　澳大利亚法制健全，医疗行业法
规繁多，针对中医药及针灸的行业法规主要是《药品

管理法》和《中医注册法》，两项法规对中医药及针

灸行业的执业做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针对针灸执

业违规的，主要处理有：１）对于未注册违规执业者，
未造成相关严重后果的，予以警告、罚款处理，并监

督实施注册；２）对于违规开具西药处方的，予以警
告、罚款；３）对于执业造成误诊的，根据损伤情况予
以赔偿之外，还将面临被起诉，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４）假冒针灸师行医并造成患者重大伤害的，将会被
起诉，在处以罚款之外，承担相应刑事责任；５）不属
于以上四种情况，但造成不良影响的将会面临相应

的罚款及其他处罚。

５　针灸诊疗现状
澳大利亚实行的是多级诊疗体系，居民就诊渠

道多样，社区医院成为主要的就诊地点。由于针灸

疗法被部分私人医疗保险所承认，因此，目前接受针

灸疗法的患者逐年递增［２８］。据统计，至２０１５年底，
全澳大利亚接受针灸治疗的患者超过２５０万人次，
消费金额达到１０～１５亿澳元。且未来就诊人数还
将呈上升趋势，行业消费将会进一步提高［２９］。但

是，由于针灸疗法被归类入补充与替代医学之中，医

疗保险的额度受到一定的限制，妨碍了针灸疗法的

进一步扩大。相对于国内针灸治疗集中于大型综合

医院的状况，澳大利亚的针灸治疗多集中在社区门

诊，确切的说是大部分华人开办的针灸门诊之中。

由于在澳中医针灸师不具备西医诊断的资格，因此

大部分的针灸处理与国内的诊断性治疗差别巨大。

《中医注册法》实施之后，针灸师地位得到提升，与

之相应的针灸治疗的价格也水涨船高，疗效和费用

的反差也是造成目前针灸疗法难以再取得更大突破

的重要原因。因此，就目前而言，澳大利亚的针灸诊

疗尚处于初级阶段，还需要更多时间的去磨合和改

进［３０］。

６　结语
澳大利亚的针灸教育发展历史相对短暂，却在

不到５０年的时间里先后取得重大的突破，一方面要
承认澳大利亚开放的文化态度和医疗环境为中医针

灸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无数中医

人在海外的辛勤努力和积极奔走才是取的这些成绩

的关键。国际化是针灸在新世纪的重要发展目

标［３１］，传播和融入是针灸国际化过程中的主要任

务，要充分认识和运用中医针灸已有的优势和特色，

为推动针灸在海外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更加积极地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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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０１－０８收稿　责任编辑：张文婷）

第二届世界中联美洲中医药合作与发展论坛在美国洛杉矶召开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０日，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主办、美国发龙药业承办的第二届世界中联美洲

中医药合作与发展论坛在美国洛杉矶开幕。本届论

坛吸引了来自加拿大、中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３００余名专家学者、中医从业者以及中医爱好者参
加。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席佘靖教授，中国国

医大师刘尚义教授，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刘海彦

商务参赞、吕先志科技参赞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大会

开幕式。开幕式和主题报告由中国香港浸会大学中

医药学院副院长赵中振教授主持。论坛期间，各位

代表围绕中医临床研究新进展；中药及方剂研究开

发与安全使用；针灸、推拿、气功的临床应用；中

药服务贸易的实践及经验交流；中医、中药、中西

医结合在美洲的发展态势及前景；中医诊所的管理

等方面进行了研讨，分享了学术成果，会议共安排

学术报告１９个。论坛期间举办了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中医药界高层会谈，同时举办中医药服务贸易展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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