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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医药传承困境与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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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哈萨克医学是中医学的分支之一，也哈萨克民族的智慧结晶，已成为中华民族医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了解哈萨克医药现状和传承问题，能够促进哈萨克医学的发展。通过分析哈萨克医学传承现状，

主要以民间医生现状和医学质量标准为基础，突出哈萨克医药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传承问题、资金问题、

人才不足、创新协作问题和社会认知度低。对哈萨克医学的发展提出相应对策，以期进一步发展哈萨克医

学，促进中华民族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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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zakh medicine is one of the branch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is also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of the Kazakh nation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medicine.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Kazakh medicine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Kazakh 
medicine.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Kazakh medical inheritance, mainly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lk doctors and medical quality standard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Kazakh medicine are 
highlighted: inheritance, capital, talent shortage,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low social awareness. Putting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Kazakh medicine, in order to further develop 
Kazakh medicine,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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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主要居

住在新疆，有着独特的文化、历史和传统节日。独

特的哈萨克族文化经过时间的洗礼、漫长的迁徙游

牧活动，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医学文化，这些独特

且珍贵的医学技术和秘方成为了中华民族医药宝库

中的璀璨明珠。哈萨克医学自从 2019 年被纳入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1]。哈萨克

医学的发展与我国其他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国各民族的医生进行医学文化的交流，共同进步，

相互扶持，走向繁荣昌盛。哈萨克医药的产生源于

哈萨克族人发现某些动植物和矿物可以治疗在生活

中产生的疾病和恶疾，并把这些发现物作为医药使

用[2]，这些都证明了哈萨克医药是哈萨克族智慧的

象征。 
1 哈萨克医学的现状 
1.1 医学发展的现状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医学中，哈萨克医学是有着

独特鲜明的特色，为了使哈萨克医学能够得到长期

繁荣的发展，各级政府都给予了哈萨克医学最大程

度的支持和帮助，从而逐步建立了哈萨克医学体系
[3]。首先，在政府对哈萨克医学的大力支持下，哈

萨克医学越来越规范化，主要体现在权威医学机构

的建立和医学知识的系统性形成。在 1992 年和 1995
年，分别成立了伊犁州哈医药学会和伊犁哈萨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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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研究室。2012 年，哈萨克医学列入国家医学教育

行列，随后又建立了哈萨克医医师资格考试试点。

哈萨克医学经典的代表作《奇帕格尔巴彦》在 1994
年被医学者编辑出版，同时，医学者通过对哈医药

工作的整理和临床试验研究，出版了许多医药论著

和发表了许多科技论文。其次，医学教育机构的发

展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扶持，哈萨克医学的传承最

原始的方法便是家族传承，哈萨克医学的医药方法

在社会上的认知度低，传承方法的局限性是原因之

一，哈萨克医学现如今的传承方式已实现了规范化

的教育，本科教育的改革体现在新疆医科大学对哈

萨克医学的规范标准教育，哈萨克医学的专科教育

改革已在阿勒泰地区卫生学校实施；一级医院和二

级医院都已经在新疆地区建立，每所哈萨克医院都

有自己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如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

克医医院、哈巴河县哈萨克医医院、托里县哈萨克

医医院、特克斯县乌孙哈萨克医医院、新源县哈萨

克医医院等，这些哈萨克医院的建立深受当地牧民

的信赖。 
1.2 哈萨克医学的质量标准 
医学标准是我国医学界的行业标尺，也是国家

医药的主要竞争力，因此，我国的民族医药技术需

要标准化。经过时间的沉淀，民间医生研究出了各

种医药来治疗哈萨克族的疾病，哈萨克民间医生根

据治疗病人的经验，掌握了独特的临床疗法、预防

措施和珍贵的处方，这些医疗技术都将更好地服务

于哈萨克族[4]，哈萨克医药技术的积累和传承大部

分是由民间医生根据经验之谈进行总结归纳，经过

口口相传才得以流传，并未建立起属于哈萨克医独

特的标准医疗体系，哈萨克医疗若能将其方法进行

整理归纳，使哈萨克医疗标准化，哈萨克医独有的

疗法可成为哈萨克医的特色。为了帮助哈萨克医学

的快速高效的发展，各级政府虽然提供支持，但哈

萨克医药仍未制定出有效的医学质量标准，分析其

原因有以下几点：哈萨克医学标准的建立起步晚、

专业的医药人员不足、哈萨克医学研究经费薄弱等
[5]，医学标准的未建立不仅会阻碍哈萨克医学的发

展，也会影响哈萨克医学在国内和国外市场的前进

步伐。因此，若要民族医药紧跟医药现代化的发展，

需将民族的医药材料质量标准化。 
2 现存的问题分析 
2.1 传承的危机 

哈萨克医学的诞生见证了哈萨克族的机敏，哈

萨克族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经常在马背上奔

驰，因此，造成了哈萨克人持有自己独特病状的现

象。由于哈萨克族的民间医师掌握了哈萨克医药的

传统技能，所以他们也为当地的卫生事业奉献着自

己的一份力量。但哈萨克民间医生的从医时间较长，

也就意味着哈萨克民间医生的年龄比例偏高，哈萨

克医学团队年轻的力量尚未形成，从医者的年龄偏

高的问题一直存在, 从医者的人数又逐年在减少, 
这些棘手的问题都成了哈萨克医学无法得到有效传

承的原因；民间医生虽可以采用祖传、师承、自学

等多种方式来治疗各种病症，但正规统一传承的制

度还没完全普及，民间哈萨克医药人才多数不具备

执业医师的准入条件，不能获得行医执照，其行医

资格就会受到限制，严重时其行医资格还会取消，

被迫散在民间，使哈萨克医学的文化知识无法统一

化，就会出现哈萨克医药传承的断层危机[6]。 
2.2 科研资金的匮乏 
政府部门大力支持哈医药的全面发展，哈萨克

医学的传播与弘扬不仅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

更需要资金链上的投入，科学研究和教育发展都需

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撑，故现有的资金投入仍有缺口
[3]。 

2.3 人才培养不足 
对从事全国的医学者人数进行调查，其结果表

示民族医药从业人员占比较低，其中拥有高级职称

和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则是更少，民族医学的从业

医者人数比例前三位分别是蒙医、维医、藏医, 其
他民族的从医人数更少，只有极小比例人数从事哈

萨克医的医学[7]。人才培养不足已经阻碍了哈萨克

医学的发展，需要尽快弥补哈萨克医学的人才培养

缺口。 
2.4 团队创新协作不足 
研究传承哈萨克医学的团队存在问题较多。在

数量方面，相对较少，目前有新疆哈萨克医药研究

所、伊犁州哈萨克医学研究所等；在团队组成方面，

参差不齐，有的团队博士、研究员作为带头人，有

的单打独斗，找不到团队，有的凝聚力差，在观念

上无法保持一致，其间的相互协调合作不统一，无

法形成合力。医药人才的创新力无法跟上时代的发

展，只是停留在整理总结的基础上，医学团队的这

些缺陷都会间接的影响到哈萨克医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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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社会认知度低 
哈萨克医学是在民间诞生，民间医生传承医疗

技术往往是通过师承的方式进行传扬，其主要的传

播途径就具有局限性，必然会造成哈萨克医学不易

出现在大众视野之内，也会间接性的影响到哈萨克

医学的社会声誉和现代化水平。当然哈萨克医学在

一些乡镇的哈萨克族中有着较大的声望，但哈萨克

医学仍无法与大城市的现代化医学进行比较，现代

的医学水平越来越高，而哈萨克医学的社会总体认

知度仍较低，其发展前景也涉及到科研学术等问题。 
3 哈萨克医学发展探讨 
3.1 有效应对传承工作 
哈萨克医学的传承方式主要有学校教育和师传

两种方式，那么学校教育在进行哈萨克医学教学时，

要注重教学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积极提高学生对哈

萨克医学的兴趣，弥补民间医学传承的缺陷；哈萨

克族仍有大部分地区有着哈萨克医学师传的习惯，

哈萨克医学的新人应主动拜访这些老医者，虚心请

教医学的专业知识，使老一辈的临床经验和诊断方

法得以流传。通过以上两种途径哈萨克医学的传承

工作问题就可得到较大的解决。 
3.2 加大科研资金的投入 
医学行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哈萨克

医学的发展起步晚，发展慢，更需要大量资金的投

入来加速哈萨克医的发展，为了发展哈萨克医学其

资金来源可为以下几种方法：（1）政府投入：医疗

机构的建设，科研机构创新平台的构建，人才培养

等方面；（2）科研投入：主要用于是为了加强科研

团队的合作，整理民间传统技术，提高医药科研水

平；（3）教育投入：主要用于教育有关的硬件、学

科及教材建设等方面；（4）新药开发：主要为了建

设更有竞争力的医药市场，建设新药研发技术支撑

平台，加快医药产品的市场化。 
3.3 人才培养需加快 
在解决哈萨克医疗发展问题时，应注重人才培

养。首要的关注点应专注于哈萨克医学的发展史，

在现有成熟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师承和学校教育并

施的战略。学校教育模式主要是为了弥补民间师传

方式的不足。掌握民族医学的理论知识是哈萨克医

学领域的新人需要学习的内容，哈萨克医学年轻团

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民间医生进行交流经

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建设哈萨克医学人才共

同奋斗，同时哈萨克医学人才培养需得到教学单位

和政府及大学的支持[8]。 
3.4 加强团队创新精神 
医学团队之间的协调配合是帮助哈萨克医学前

进发展的重要基础，团队始终要牢记最初的目标，

坚持整体利益，促进哈萨克医学的发展，创新精神

适用于每个行业，只有创新才能更进步，哈萨克医

学的发展自然离不来创新精神，哈萨克医学团队的

现状便是思想概念陈旧，无法快速跟上现代医学的

发展。哈萨克医学要学会扬长避短，吸取精华，弃

其糟粕，研发出具有创新性的药物，摆脱陈旧思想，

跨越原有的发展思路，发扬哈萨克医学的目标才可

实现[9]。 
3.5 提高哈萨克医学的认识度 
哈萨克医学的社会影响力同样是哈萨克医学发

扬的重要问题，哈萨克医学的发展需要得到社会不

同方面的认可。为了提高哈萨克医学的认识度，热

爱哈萨克医学的科研人员应团结一致，共同致力于

传承和发展，首先要成立哈萨克医学学会，为挖掘、

传承和交流等提供平台；其次，哈萨克医学团队将

研究成果，如科技论文、医疗技术等，及时发表发

布，并将成熟的技术应用于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中；

再次，要发现大师，培养大师，大师培养人才，人

才服务社会；最后，哈萨克医学团队可加强宣传力

度，宣传其独特的医学诊疗方法，包括对哈萨克医

药的价值、作用、疗效、基本知识、文化内涵以及

哈萨克医药事业进行广泛的宣传，这对提高社会认

识有着积极的作用。 
4 结语 
哈萨克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中医药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为了让哈萨克医学的人才规模壮大，社会

认知度提高，传承精神增强，为了让哈萨克医药的

能够质量标准化、规模化，为广大人民治疗疾病，

保持健康，哈萨克医学团队理应进行理论上的思考

与总结，使民间医药顺利的向民族医药转化[10]，也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任务。在弘扬和传承哈萨

克医学的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无形的阻力，哈萨

克医学团队理应根据已积累的丰富医学知识，不断

地创造属于哈萨克医学的标准，积极为哈萨克医药

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为哈萨克族的民族医学发

展做出贡献，最终实现哈萨克医学服务于更多疾病

患者、服务于中华民族健康事业的目标。经过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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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不懈坚持，哈萨克医学一定可以在中华民族医

药中璀璨生辉，也可保留住仅属于我国民族医学的

医疗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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