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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针灸在美国的发展现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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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简要回顾近代中医针灸在美国所出现的“三次高潮”，重点介绍美国针灸的发展现状，通过对其医疗、教育、执
照考试、立法及保险、科研、交流与合作等各方面的探讨，以期了解中国针灸在美国的发展现况。经过４０多年的发展，针
灸已成为美国补充与替代医学中不可或缺的疗法，得到美国民众的普遍认可，针灸的医疗范围越来越广，教育体系日臻完

善，执照考试趋于规范，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医疗保险循序覆盖，科研项目不断增加，中美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化。随着中美

两国政府间的高度重视，针灸和中医药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相信针灸在美国的发展必将日益繁荣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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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是世界上最古老、应用最为广泛的医疗方
法，作为一种绿色、安全、效佳的自然疗法，主要通过

体表的物理刺激促使人体自我调整以达到治疗作

用，不仅机制明确、简便易行，且施用相对安全，因而

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青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瑰宝

之一的中医针灸，早在 １９世纪就已传入美国。４０
多年前，针灸凭借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

旅而扬名美国和全球。２０１０年“中医针灸”正式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针灸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越来越

大。随着针灸走向世界以及人类回归自然浪潮的兴

起，针灸在美国作为补充替代医学深受重视，针灸疗

法在美国已得到普遍承认和广泛应用，４０多年来，
针灸在医疗、教育、立法、保险、科研等各方面均有了

飞跃性的发展，现就其近代发展历史和各方面发展

现状分别论述如下。

１　针灸发展历史
近代以来，我国针灸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三次

高潮。第一次高潮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尼克松
总统访华，在美国掀起了“针灸热”，激起了美国民

众对针灸及中医的好奇心。随后美国成立了首个针

灸中医师职业团体“加州中医药针灸学会”，与此同

时，加州州长杰利布朗签署了“针灸职业合法化提
案（即ＳＢ８６提案）”，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提案，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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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医在美国合法行医的新纪元。布朗州长也因此

被誉为“针灸之父”。第二次高潮是 ２０世纪 ９０年
代。１９９５年５月，美国联邦政府人类健康服务部所
属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局（ＦＤＡ）将针灸列为医疗器
械。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美国医学权威机构美国国家卫生
研究院（ＮＩＨ）举行了听证会，肯定了针灸对某些疾
病的疗效，进一步促进了针灸在美国的发展，形成了

第２次“针灸热”。第三次高潮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
美国白宫批准将世界上４３种传统医学和疗法正式
纳入美国补充和替代医学体系，其中“中国传统医

学”作为独立医学体系正式被列入白宫文件。２００６
年，加州中医政治联盟委托联邦众议员赵美心提出

“针灸工伤补偿法案”（ＡＢ２２８７），要求加州工伤补偿
必须包括针灸治疗福利［１］，不断推动针灸的立法及

医保政策。目前，针灸人士正积极推动和促进“中医

针灸疗法纳入美国的联邦医保体系”，即奥巴马总统

的健保改革计划。如果针灸法案通过，将使更多美

国民众感受到针灸的神奇功效，从而防病保健。

２　针灸发展现状
２１　医疗　中国针灸以其绿色、安全、效佳的优势，
越来越受到美国人民的青睐。针灸治疗疾病的种类

也越来越广，包括痛证、不孕证、肿瘤等内科、外科、

妇科、儿科及皮肤科的多种病症。随着中医针灸在

美国的兴起，大批以针灸为主的医疗机构逐步成立。

在１９９２年之前的美国，针灸多在私人诊所里进行。
自１９９２年始，除了针灸院校设立门诊外，一些正规
医院及州立大学医学院纷纷设立针灸诊疗室或中西

医结合诊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美国的私人

针灸诊所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全美中医诊所约

有５０００多家，其中近半数是非华裔开设［２］。目前在

美国从事针灸及其相关产业的人约５万，其中２万
多为执照针灸医师，还有数千人，是西医、脊柱正骨

师和理疗师等，他们也持有针灸执照或证书；另一部

分则是从事针灸相关产业，如针灸事业的管理、针灸

用品的销售等。据统计，１９８７年全美国有２５００多
名执照针灸师；目前，美国有２８０００多名注册针灸
师［３］，从业人员数量翻了十倍多。其中加利福尼亚

州、纽约是针灸师数量最多的地方。在美国东部、西

部和南部，中医针灸治疗比较盛行。据调查，２５～５０
岁年龄段的白人（受过大学教育，年薪为３５万美元
以上）比较认同和接受针灸的治疗。针灸治疗人群

中女性占６９５％～７５％，白人占８９％。在推荐患者
使用针灸治疗的介绍人中９５％也是美国西医医生，
大大增强了中医针灸在美国补充替代医学中不可或

缺的地位。

２２　教育　自上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出现“针灸热”以
来，针灸治疗需求的增长带动了针灸教育，而教育的

发展又为针灸在美国的推广提供了保障。１９７５年
美国成立第一所针灸教育机构新英格兰针灸学校

（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自此针灸学校
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渐遍布全美。美国针灸教育

在经过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起步期、８０年代的增长
期、９０年代的快速发展期和２１世纪后的平台期４个
阶段后，逐步形成了联邦统一的针灸教育办学资格

及项目的认证管理、硕士及博士学位教育以及专科

医师从业资格考试认证体系，针灸教育事业不断发

展壮大，形成了正规的针灸教育［４］。

美国的针灸教育包括硕士教育、博士教育、博士

后教育、继续再教育和师带徒教育５大种类［５］，主要

有４种形式：１）针灸中医学院；２）医学院里的针灸中
医教育；３）西医师的针灸中医继续教育课程；４）ＮＩＨ
针灸中医博士后项目。在美国，针灸教育为专业教

育，学生必须在完成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才能学习针

灸专业，硕士是基础教育，学制３～４年。针灸及东
方医学教育审核委员会（ＡＣＡＯＭ）是美国政府承认
的，美国针灸教育的认证机构。目前通过 ＡＣＡＯＭ
审核认证的针灸中医学校有６２所，学校间学分可以
互认和转换；加州有独立的针灸认证系统，加州承认

的学校有３６所，遍布美国的１９各州。学校规模不
尽相同，其中规模较大的如新英格兰针灸学院、纽约

中医学院等，学生人数最多可达到４００～５００人［６］。

通过 ＡＣＡＯＭ或加州资格评审的针灸学校，其毕业
生可以申请各州的针灸执照。２００５年，ＡＣＡＯＭ开
始接受针灸院系临床博士教学的申请，目前，通过

ＡＣＡＯＭ审核的博士教学学校有５所，正在接受审核
的有４所。在美国，针灸从业人员取得针灸证书后，
如果行医则要保持继续教育；在医学的其他领域，西

医、护士、整脊医生等的针灸教育也属于继续教育，

因此，针灸继续教育也是美国教育体系的一大特点。

除了中医针灸学校的专科教育外，针灸教育也

逐渐在美国主流大学兴起。美国著名大学如哈佛大

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的医学院

相继开设了针灸课程，部分西医医学院也在开展中

医针灸教育，为学生拓展非主流医学方面的相关知

识，如哈佛大学医学院开设有针灸、按摩、正脊等传

统医学的必修或选修课程。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５日，美
国德州的奥斯丁东方医学院（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ｕｓｔｉｎ，ＡＯＭＡ）经过３年多的审查，被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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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委员会（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ＡＣＡ）承认。这是目前既通过了 ＡＣＡＯＭ的
审核又通过区域大学审核委员会审批的唯一一所针

灸中医院校，是针灸进入美国主流教育的开端和里

程碑。针灸教育事业的发展，为针灸及中医药传统

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与渗透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２３　执照考试　如果在美国合法行医，参加执照考
试获取职业资格是必不可少。经过４０多年的发展，
针灸在美国已形成比较规范的执照考试制度。成立

于１９８２年的全美针灸与东方医学认证委员会（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Ｍｄｅｉｃｉｎｅ，ＮＣＣＡＯＭ）是美国唯一可凭借其所
提供的考试或颁发的专科医师证书来确认持证人具

备针灸和东方医学临床初级资格的机构。自 １９８５
年起，ＮＣＣＡＯＭ每年进行３次（２月、６月、１０月）针
灸师资格认定考试，美国目前有３５个州承认ＮＣＣＡ
ＯＭ的考试，作为申请各州针灸执照的必备条件之
一。而有少数州如加州则自行命题考试，在州政府

卫生局领导下进行加州针灸执照考试。考试合格

者，可以申请获得加州卫生局及执照颁发管理局颁

发的加州针灸师执照，行医范围只在加州内。目前

针灸考试分为理论考试和穴位定位，考试可以任选

英文、中文或韩文进行。若用非英文进行考试，尚需

参加托福考试，托福要求５５０分以上。近年来，为了
提高针灸师的整体素质，有些州相继要求只有用英

文进行考试者方可申请执照。此外，洁针技术合格

证书是美国 ＮＣＣＡＯＭ颁发针灸师资格证的必备条
件之一，也是许多州政府核发针灸师执照的必备证

书。针灸从业人员通过 ＮＣＣＡＯＭ针灸考试和洁针
考试后，即可向所在州政府医学委员会申请针灸执

照，开业行医。

关于参加针灸考试的资格，ＮＣＣＡＯＭ规定参加
者须在正规全日制中医针灸学院接受针灸教育，完

成学业、获得毕业证书。中国教育部属下正规中医

学院的针灸临床专业本科毕业生以及美国全国针灸

及中医院校资格鉴定委员会承认的针灸中医学院的

毕业生，均可按此项规定获得考试资格。而对于已

经有西医执照的美国医师，无需参加统一考试，学习

２００～３００ｈ的指定针灸课程就可以得到医师的“针
灸许可”。具有针灸资格的西医师在美国是一支特

殊的力量，他们身在主流医学，都受过良好的现代医

学教育，一旦认同针灸的价值，就会在临床实践中应

用，对促进针灸融入现代医学，以及针灸的立法、医

疗保险的支付、科学研究等都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２４　立法及保险　社会对针灸的需求推动了相应
的医疗行业和教育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存在

与发展又需要法律和制度予以规范。自针灸传入美

国起，针灸人就不断地为其立法而抗争。１９７３年，
随着尼克松总统访华掀起的“针灸热”，内华达州成

为全美针灸第１个合法化的州。１９７５加州通过《针
灸职业合法化提案》（即ＳＢ８６提案）；１９７９年通过了
《针灸师独立行医法案》；１９９５年美国 ＦＤＡ将针灸
列为医疗器械，并肯定其疗效。随后，各州陆续开始

对针灸进行立法。据 ＮＣＣＡＯＭ统计［７］，在美国 ５０
个州１个特区中，目前已有４４个州和１个特区立法
承认针灸治疗，其中４个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
达州、德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华盛顿特区不仅

立法承认针灸，而且认同中药治疗。其余６个州中
虽未专门为针灸进行立法，但有相应的法律保护针

灸的使用：允许普通医生在适当训练后进行针灸治

疗；允许非西医针灸师在西医医师的监督、授权、指

导下进行针灸治疗等。从针灸立法州数量上看，针

灸已经基本普及，这种普及会推动针灸临床、教学及

科研的发展，同时促进针灸法律制度日臻完善。虽

然立法已基本普及，但是各州对针灸的立法管理存

在较大差异，各州对针灸定义、针灸行医范围、教育

标准、资格证书和职业准则、针灸执照注册申请标

准、执照延期与更新、医疗保险等各方面的规定也不

尽相同。

美国医疗保险大体分为政府支付的社会医疗保

险、管理式医疗保险、私人医疗保险三大类［８］。虽然

将针灸纳入社会医疗保险的议案至今尚未通过，但

是大多商业保险公司已经将针灸纳入其选择范围，

尤其在针灸已立法的各州被多数保险公司定点、定

向、定额为医疗保险。关于保险支付的力度，各保险

公司差别很大，各州也有所不同。比如在内华达州，

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提供针灸的医疗保险费用，而在

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州，几乎没有保险公司提供此类

保险。在保险支付的病种上多半以痛证为主，一些

保险公司正扩大针灸治疗病种的范围。相信随着针

灸疗效的进一步显现，法律的日益健全，承保的保险

公司会越来越多，针灸的支付范围也会越来越全面。

２５　科研　近年来，随着美国针灸的迅速发展，针
灸的科研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

院成立的国家补充与替代医学研究中心，每年经费

高达１亿多美元，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各种补充替代
医学和疗法，其中对针灸和中药的研究已有几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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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推拿、太极拳、气功等也在研究之列［９］。在针

灸的科研项目中，主要包括针灸经络的研究、针灸治

疗效应的研究、针灸治疗疾病原理的研究、针灸临床

方面的研究等４个方面。全部针灸研究项目共涉及
到多种疾病，其中涉及最多的是有关针灸治疗各类

疼痛疾病的临床研究或针刺镇痛方面的机制研究，

其次分别为针灸治疗抑郁症和针灸治疗药物滥用的

研究，科研人员在研究中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通过对针灸穴位、经络、治疗机制及临床应用等各方

面的研究，使得针灸疗效获得临床数据证实，针灸疗

法本身优越性也进一步为民众认知，从而推动针灸

在美国的进一步发展。

２６　交流与合作　随着中医针灸事业在美国的不
断深入发展，中美两国针灸和中医药学术方面的交

流与合作也在不断的加强。除了互派学者进修讲

学，参观考察之外，中美两国还联合举办了一些国际

性的针灸和中医药学术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和洛杉

矶两地合办有中国医药研究院从事学术方面交流。

近年来，随着美方“十万强”计划的开展，每年美国

许多学生和医师到中国各大中医院校留学或进修，

或参加中国举办的国际针灸培训班，而且一些美国

中医针灸院校还和中国的中医院校建立互相合作和

文化交流关系。中方也高度重视中美针灸和中医药

文化的交流，启动了“三个一万”和“百千万”学生交

流项目，支持中美两国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推

动人才培养和高水平战略合作，深化政府间的交流

与合作，积极的促进了针灸和中医药文化在美国的

进一步传播与发展。

３　展望
经过４０多年的发展，中国针灸以其实实在在的

临床疗效，绿色、安全的优势深得美国民众的青睐。

针灸的医疗范围越来越广，教育体系日臻完善，执照

考试趋于规范，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医疗保险循序覆

盖，科研项目不断增加，中美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更

加深化。到目前为止，全美已有６０多所针灸中医学
校，５万多人针灸从业人员，每年就医人次超过３００
万，全行业年产值１７亿美元［１０］，４４个州进行了针灸
立法，医疗保险日渐覆盖，中医针灸逐步纳入美国正

规的医疗、教育、立法、保险、科研体制。

近年来，为了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

化多样化的发展潮流，我国政府致力于共建“一带一

路”，构建全方位开方新格局，强调“要促进中医药

传承与发展，推动中医药服务走出去，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２０１１年，我国卫生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联合制定了《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中长期规划纲

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１１］，根据纲要提出的发展目标，相
信未来中美两国会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医针灸对

外医疗合作，全面推进多层次针灸和中医药国际教

育合作，扩大针灸和中医药产品贸易，推动针灸和中

医药文化在美国的深入发展。在２０１６年６月举行
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中美两国共完成１５８
项签约，随着中美双方合作水平的不断深入，针灸和

中医药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会更加广泛和深远。总

之，随着中医针灸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大众所接受，政

府间的日益重视，以及交流合作的日益增多，中国针

灸在美国的发展必将日益繁荣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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