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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部署，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瑰宝，如何行之有效的在国际社会
传播，提高各国人民对中医药的关注与认知。乌克兰作为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重要沿线国家，故将乌克兰中医药发展

作为研究对象，剖析中医药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相应的对策，为中医药在东欧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更好的发展

和传播提供相应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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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已传播到１８３个国家和地区［１］，我国与

外国政府、地区和国际组织已签订８６项中医药合作
协议。中医药先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奥地利、新

加坡、越南、泰国、阿联酋和南非以国家或地方政府

立法形式得到认可。中国正在推动海外中医药中心

建设，大力促进海外中医药发展。目前，世界中医药

服务市场估值每年约为５００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
数据统计，２０１７年，中药类出口金额３６４０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２０７％，植物提取物市场活跃，出口额
２０１０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３３％，中成药出口 ２５０
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１０３％，中药材及饮片出口持续
负增长，同比下降２２３％。欧盟是世界上最大植物
药市场，也是我国中成药出口的主要目标市场之一。

２０１７年前３季度，我国对原欧盟１５国中成药出口额

为５００５３万美元，同比增长８７３％。而对欧盟东扩
１２国出口额为 ２３５９６万美元，同比增长 ３５９％。
尽管趋势喜人，但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医药

国际化需要在海外布局模式、国际标准、传播途径、

业态再造等关键领域进行创新性发展。２０１６年 ２
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重点任务之一就是“探索建设一
批中医药海外中心”。目前，已有多家海外中医药中

心揭牌运行和正在筹建。

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与俄罗斯、白俄罗斯、斯

洛伐克、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匈牙利和波兰诸国相

连，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以来，中医药便是古丝绸之

路商贸及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乌克

兰更是“一带一路”重要沿线国家，正是这种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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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使得乌克兰民众

对中医学和传统医学有着较开放、包容并蓄的态度，

也使得乌克兰成为与周边国家交流的新桥梁［２］。

中医药是世界优秀文化精华，在对外文化交流

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不可缺失的角色，中医药的疗效

已为世人公认，从２００３年的控制非典爆发至 ２０１５
年的新型抗疟药青蒿素的创制［３］，中医药被越来越

多的国家所认可，地位逐日攀升。纵观近代中西文

化及科学交流史，中医是我国真正对西方社会和科

技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领域，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体现。积极推动中医走向世界，对彰显

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４］。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５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丝绸
之路城市联盟成立大会暨中医药一带一路合作论坛

上，世界中联桑滨生秘书长表示，中国于２０１６年颁
布了《中医药法》《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和《中医药

发展一带一路规划》，这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的出台，

不仅对中国的中医药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必将

对世界中医药的交流与合作产生积极影响［５］。乌克

兰对中医药的发展也尤为重视，通过研究乌克兰中

医药发展的现状，以期能为更好地推动中医药发展

提供思路。

１　乌克兰中医药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苏联时期就有了针灸疗法

的广泛应用和基础研究，并在当时逐渐形成了“针灸

热潮”，针灸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涉及内、外、妇、儿

等各临床科室，从事针灸的医生已逾 ３万余人［６］。

至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各大研究所、综合医院针灸部

的设施配备齐全，如教学用品有：穴位图、中医药方

译本、译文教科书等；针灸器具有：电针、梅花针、皮

针、三棱针、等应有尽有；治疗设备有：穴位电磁刺激

仪，红外热电疗仪、理疗烤灯等物理疗法器具等一应

俱全。

乌克兰对中药也有一定的研究，当地草药资源

较丰富，有３０００多种，民间传统医学从业者应用广
泛，用药范围也有相应规定，尤其对有毒的中药品种

（如马钱子、白砒）等内服均在禁止之列数据统计，

自１９９２年苏联解体以来已对２０００多种植物药进行
了化学成分分析，随着近年来中医药在国际社会的

活跃度增加，中乌在医疗合作方面发展迅速，近年来

聘请中国中医师讲学诊疗及各大学术交流会议屡见

不鲜，使中医药的临床应用在乌克兰趋向正轨，逐渐

运用中医理论体系指导临床实践，因而带来新的成

果。

２　乌克兰的中医药教育
乌克兰的中医教育重点在针灸人才的培养，近

些年来建立了十余所针灸专科学校，一般学校规模

不大或者附属于各大医学教学科研机构。学习者多

数为在职西医神经内或内科医师，入学条件要求医

学本科毕业，并在专业临床领域工作２～４年。教学
内容为中医理论指导下的针灸，包括取穴、经络、耳

穴、足穴以及针灸补泻手法等。针具如毫针、梅花

针、皮内针、三棱针。方法有头针、耳针、手外、体针

以及电磁针等物理刺激，也涉及灸术、拔火罐、穴位

注射法、埋线法、推拿按摩等。中医基础理论的课程

虽有涉及但一般不作为重点教学课程，实际上大多

数学员也难以掌握其中道理。授课老师重点讲解神

经和血管的走向同经络穴位的关系，以及痛点的寻

找，发现相关的生物活动点。现代反射疗法的基础

为巴甫洛夫神经反射学说，相关科目是生理、解剖、

神经内科等。像这种脱离中医理论的西式中医教育

培养出很多的“西洋”针灸派系，而且普遍用神经反

射的理论作为临床医疗指导，更认为西医的研究理

论更优于古老的中医针灸理论。当然也有一小部分

人尊重和重视中医理论，如循经取穴、钻研操作方

法，他们大都有过在中国留学经验，但由于相关的译

文后的中医教学指导丛书较少，操作者也只是粗略

掌握一些基础知识。

中医药能否真正走向世界，教育承担着重要的

职责，要利用好中医药这把中国传统金钥匙，打开教

育国际化大门，走国际化之路，加速推动中国走向世

界舞台。中医文化是中医学的重要教学基础，是中

医学持久发展的灵魂，是一代代中医人凝聚力、创造

力的源泉。中医学作为中国的传统医学，其发生、发

展及自身建设自然离不开中医文化的背景和基础。

中医学发展离不开中医文化，中医药国际化发展这

一片新绿也需要中医文化之源的灌溉才得以根深叶

茂。推进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发展，加强留学生的中

医文化教育是其中重要一环，不容忽视［７］。其中包

括人才的培养，中医药国际化人才是能够参与、推动

和引领国际化发展的专业性人才或复合型人才。现

有中医药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体系不

完善、缺乏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不能满足中医药国

际化快速发展需求［８］。确立中医药国际化人才培养

目标，集聚教育资源，强化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吸引优质生源，是加快中医药国际

化人才培养的主要路径［９］。再就是平台建立以及合

作办学等一系列方式，鼓励国内中医院校和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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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高等教育机构之间进行医生、教师互派、学生互

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加强与世界各大医学

团体、组织、协会联系。而最重要的一点要把教育标

准作为主要内容，加快建立中医药教育国际标准体

系，包含教育宗旨及目标、教育计划及方式、学生考

核、教学人员、教育评估、教学资源及教育管理等。

３　中医药在乌克兰的临床实践
乌克兰民众对中医药的理解和认知更多的为针

灸，也更信任针灸的疗效，针灸的使用范围涉及大中

小医院的妇外内儿各临床专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就有数十所著名的医疗机构应用针灸治疗各种疾

病，如乌克兰十月革命医院、乌克兰战争医院、乌克

兰国立第六医院、第八医院等［１０］。医院最早开展针

灸治疗以疑难杂证为主，后期逐渐开展内科疾病的

诊治，如感冒发热、牙龈肿痛、关节及腰腿疼、支气管

哮喘，过敏反应等疾病。据乌克兰相关文献报道，针

灸治疗低血压、高血压治疗法为针药并用，效果显

著。也有报道治疗中风、脑震荡后遗症则以头针为

主，有的则配合耳针、体针，再加推拿按摩等，有效率

均达８０％以上。针灸治疗神经性功能紊乱、精神疾
病、糖尿病、淋巴瘤、三叉神经痛等均有显著疗效。

而运用针灸戒断疗法治疗戒烟、戒酒、减肥的报道较

多，疗效满意。一般而言，现代医学长于治疗急性感

染性、创伤性、恶性疾病，而对于一些免疫性、代谢

性、医源性、慢性疾病，以及老年退行性病变、老龄化

带来的心脑血管疾病，神经性疾病等就显得稍有不

足，对于疑难杂证中医却往往有着较好的疗效。

４　中医药在乌克兰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首先，由于中西方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大多数外

国人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西医，而对以“望闻

问切”的传统辨证论治的中医有着不信任的倾向。

再次，西医侧重的是立竿见影，中医则以治未病，侧

重于防病。再从药物方面讲，在西方人意识里，药的

概念更多是片剂或胶囊，而在面对传统中药浑浊的

汤剂与黑色药丸时却不知所措［１１］，近代以来中医在

西方发达国家仍然被归类为补充替代医学的一种，

西方医学并不承认中医是一门科学的医学体系［１２］。

随着补充替代医学近年来的蓬勃发展，传统西方医

学药物的不良反应危害人体健康的事件时有报道，

补充替代医学疗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肯

定其疗效。在他们眼里，更能接受中成药片剂或者

中药提取物的针剂，我们要积极研发和拓展更满足

“西方人口味的中医”，将中药里面的有效成分高度

提纯合成针剂、片剂，或者便于携带和随时饮用的冲

剂并在国际推广，积极研发或拓展满足将是中医药

国际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要不断发掘中医药的

潜力，加大对宝贵中医药遗产挖掘、整理、利用和开

发的力度，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让中医、西医优势互

补，为解决新、疑、难、重疾病提供更多新型治疗方

法［１３］。加大中药新药研发，攻克疑难病症，抢先发

掘中药新药资源，抢先注册中医药国际专利，抢占市

场先机。要加快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改革，加快形

成有利于体现中医药特点和规律的科技政策体系。

要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探索建立国外群众支付得

起，政府承受得了，中西医相互补充的中国特色医药

卫生体制。持续加大援外医疗力度，积极在海外建

立中医药中心，将中医药和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

一步推向世界，惠泽全人类。

其次，是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问题，据统计截止

于２０１７年底，在乌克兰全境由中国人或乌克兰人开
办大大小小的中医诊所有１００余家，而真正有着医
学教育背景的高素质的医学专业人员却寥寥无几，

大多数开办中医诊所的医务人员没有经过受过正规

的中医或西医教育、没有乌克兰卫生部颁发的正规

的中医执业执照，到现在为止，真正通过乌克兰卫生

部审批、考核并允许注册运营的中国人自己的中医

诊所只有两家。我们要将“学”贯穿始终。要努力

探索中医药高层次人才针对外国学生培养新模式，

不断加大中医药教育教学改革力度，积极推动师承

教育与乌克兰院校教育有机融合，建立健全领军人

才、青年拔尖人才脱颖而出机制，鼓励中乌中医药院

校培养、建设一支专业技术过硬的师资队伍。

再次，用于出口的中医药材还缺乏严格的规范

质量标准，严重阻碍了中药的出口。近些年来，大多

数中草药由于农药残留超标和重金属含量过高导致

乌克兰对从中国进口的中草药望而却步，当然这种

情况不仅仅是在乌克兰，欧美等国家对从中国进口

中草药持有同样态度。这样的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中医药在世界各国的传播，我们只能从药材种

植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５　结语
习近平主席就多次为中医药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做出了重要指示并且指明了方向；中医药作为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是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的重要内容和载体。现今世界疾病谱在不断变

化，新生的罕见、恶性疑难杂证在不断挑战着医学科

学技术的高峰，迫使人类医学生物模式转变为多因

素、多属性、多层次的生物、自然、心理、社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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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作为造福于人类的传统医学

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近些年，中医药的交流

逐渐由民间的合作提升至各国政府层面的战略合

作。如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使用

中医药疗法、传统医学疗法防病治病都已成为一种

崇尚自然健康疗法的潮流。世界人们已经普遍认识

到，本世纪世界医学史上最为突出，意义最深远的一

件事就是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又一次登上了

世界舞台，在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事业中，日益发挥

着主导作用，为全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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