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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華瑤醫藥的發展，離不開縣委、
縣政府的大力支持。2022年9月，江
華啟動瑤醫藥立法工作，經過深入調
研、審議和修改。2024年5月30日，
湖南省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
表決通過了《江華瑤族自治縣瑤醫藥
保護與發展條例》。這部條例是湖南
省第一部民族自治縣對上位法作出變
通規定的單行條例，體現了江華瑤醫
藥特色，得到了全國人大常委和湖南
省人大的高度肯定，在省內開創了先
河。條例的頒布實施，對江華縣的瑤
醫藥產業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條
例》明確了瑤醫藥人才培養、瑤醫專
長醫師資格准入及社會辦醫等方面的
規定，解決了長期困擾民間瑤醫無證
行醫、監管困難等問題，為瑤醫藥的
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條例》規定江華瑤族自治縣人民政
府建立瑤醫藥技術方法分類考核制
度，使確有專長的瑤醫經考核合格後
可取得瑤醫專長（外治技術類）醫師
資格，能夠開展瑤醫藥活動；支持中
等職業學校開設瑤醫藥特色專業，幫
助瑤醫藥從業人員參加省裏組織的中
醫醫師資格考試或考核，推動瑤醫藥
本土化人才體系建設；將瑤醫藥醫療
服務納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享有與
西醫、中醫同等的公共衛生服務效力
等。同年9月10日，《江華瑤族自治
縣瑤醫藥保護與發展條例實施細則
（徵求意見稿）》聽證會的召開，進
一步為瑤醫藥的發展築牢根基。2024
年11月11日，江華組織全縣第一批
瑤醫專長（外治技術類）資格考核。

未來，江華將繼續在瑤醫藥的傳承、創新、
發展之路上砥礪前行，讓這一古老的民族醫藥
瑰寶在新時代煥發出更加絢爛的光芒，為人類
健康事業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更大的價
值。

產業振興與文化傳承的雙贏實踐產業振興與文化傳承的雙贏實踐
江華瑤醫江華瑤醫：：

「以前只知道中醫針灸、拔罐，沒想到瑤醫也有很多方法，現在有
不舒服都會來做一下火療，很舒服效果也好得很。」 在江華瑤族自治
縣民族中醫醫院(瑤醫醫院）中醫瑤醫特色診療中心診室內，瑤醫李珍
清正在為患者進行燒火療法。近幾年，隨着互聯網和短視頻的傳播，
瑤醫藥文化傳承和保護力度不斷擴大，瑤醫藥知名度影響力與日俱
增，從全國各地專門過來體驗瑤醫藥的患者絡繹不絕。
在湖南永州江華瑤族自治縣的大山深處，有一位百歲瑤醫——黃蘭英。

1923 年出生於江華湘江鄉，是家族瑤醫的第五代傳人。從能跑會跳起，
她便跟隨祖父、父親鑽進大山，識草認藥，學習那代代相傳的瑤族醫藥技
藝。背着採藥的背簍，她走過了近百年的崎嶇山路。即便是102歲的高

齡，她依舊精神矍鑠，保留着親力親為採藥的習慣。行醫84
年，她治病救人不圖錢不圖利，只希望能讓患者早日康復。

百歲瑤醫黃蘭英的故事，只是江華瑤醫藥發展的一個精
彩縮影。近年來，江華瑤族自治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
瑤醫藥的保護、傳承和創新。為了推動瑤醫藥產業的蓬
勃發展，江華立足深厚的文化底蘊，梳理瑤醫藥發展
源流與脈絡，把傳承弘揚瑤醫藥文化、發展瑤醫藥事
業作為重要民生工程，如今體系健全、文化融合、
名醫輩出、傳承創新的瑤醫藥產業在江華初顯成
效。 蔣思學 李銀明 唐勇平

打造以縣民族中醫醫院為龍頭、鄉鎮衛生院中醫
館為樞紐、村衛生室中醫閣為網底，涵蓋綜合醫
院、社會辦醫院的服務體系。鄉鎮衛生院中醫館作

為重要樞紐，承上啟下，使得瑤醫藥服務能夠深入
到基層。而村衛生室中醫閣則將瑤醫藥服務延伸至
鄉村的每一個角落。比如白芒營鎮聯合村衛生室去
年改建的中醫閣，其內部乾淨明亮、古色古香，中
醫診療室內床位整齊擺放，藥房裏的藥品一應俱
全。這裏除了承擔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外，還常規開
展針灸、艾灸、拔罐刮痧、推拿按摩等中醫藥適宜
技術。通過中醫閣，能夠為村民提供簡便、有效、
價廉的中醫藥服務，同時還可以普及中醫藥知識，傳
承弘揚中醫藥文化。此外，國家級4A級景區水口鎮
愛情小鎮水街內800平方米的瑤醫館，將傳統中瑤醫
藥文化與旅遊巧妙結合，為遊客提供特色的醫療保健
服務，同時也促進了中（瑤）醫藥文化的推廣和傳
承。這一服務體系全面涵蓋了綜合醫院以及鄉鎮衛生
院等多種醫療機構。截至目前，江華17個鄉鎮衛生院

已全面完成中（瑤）醫館標準化建設，
村衛生室均配備了中醫診療設備，並遴
選40家村衛生室完成 「中(瑤)醫閣」標準
化建設，提前超額達成了建設任務。

從 2023 年 12 月份開始，江華積極探索瑤
醫藥助力養老服務的 「醫養融合」模式。縣民
族中醫醫院瑤醫藥研究所聯合縣民政局，每月安
排瑤醫對各養老機構行動不便、患有慢性病的老人
開展瑤醫藥康養服務項目。通過特色瑤醫推拿、泡
浴等方法，為老人開展瑤醫藥特色服務，大力推動
醫養結合健康產業發展，形成 「中瑤醫+養老」的健
康產業新格局。縣級綜合醫院和婦幼保健院也全面
規範設置了中醫藥科室，實現中醫藥瑤醫藥服務在
縣、鄉、村三級的全面覆蓋，讓更多的群眾能夠享
受到中醫瑤醫藥的獨特魅力。

江華與湖南中醫藥大學等高校緊密攜手，簽訂了戰
略合作協議，共同成立了國際瑤藥研究院和國際瑤醫
研究院。藉助高校的科研實力和專業人才，江華在瑤
醫藥產品研發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截至目前，已成
功研發出瑤醫藥產品達80餘種，這些產品在皮膚科、
疼痛科、婦科、兒科等疾病的治療方面效果顯著，部
分瑤藥經方、驗方正進一步開發轉化。

縣民族中醫醫院 「紫蘇散寒顆粒」 「參芪四物顆
粒」 「芎參通絡丸」3種院內製劑成功備案投用，新
開發 8 個藥食同源產品實現量產並投放市場。2024
年挖掘整理瑤醫經典藥方4個，已加工成黃精百合飲
品、靈芝棗仁飲品、鐵皮石斛葛根飲品、黃精速溶
粉等產品。瑤韻養生酒、葆春酒2個酒類經典方已進
行加工生產。

同時，不斷創新中醫藥瑤醫藥文化傳播方式，連
續7屆舉辦 「中國·江華瑤醫藥節」，為瑤醫藥搭建
了展示推廣的平台。採取 「走出去、引進來」相結合
的方式，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積極引進醫藥企業赴江
華考察洽談瑤醫藥開發事宜。今年上半年，先後邀請
了香港南山藥廠有限公司、廣西金秀匯萃本草瑤藥產
業有限公司等企業前往江華開展實地考察洽談，就瑤
藥產品研發、瑤藥研究、瑤藥材種植基地建設、瑤藥
材加工建廠以及招商引資優惠政策等方面進行了深入
交流，2024年10月在省內率先成立三產公司江華瑤
山靈萃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是江華瑤族自治縣民
族中醫醫院（瑤醫醫院）全資控股的國有獨資企業，
為瑤醫藥產品的開發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創新發展進程中，江華憑借 「瑤醫百方」 數字

化工程項目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榮獲湖南省
2024年 「數據要素×」醫療健康賽道一等獎。以數
字化為核心，結合國家中醫藥數據標準，挖掘名老
中醫、民間瑤醫的先驗知識和隱含經驗，將 「瑤醫百
方」 「現代方劑」 「古代方劑」 「中醫草藥」等模塊
進行採集錄入。依靠數據共享來實現分級診療和業務
協同，解決了鄉村百姓就近享受縣級醫療資源，吃上
放心藥的問題。項目自運行以來，已形成縣、鄉、村
遠程中醫（瑤醫） 藥醫療服務模式覆蓋，通過 「瑤
醫百方」數字化工程開展遠程會診100餘人次，開具
處方總人次數60728人，方劑總金額超500萬元。帶
動區域中醫藥行業整體發展，更高效、規範、便捷地
滿足了群眾健康需求。打通了中醫藥服務 「最後一公
里」，真正實現了 「群眾便利，基層減負」。

充分依託自身豐富的生態資源，大力發展藥材林下
種植。如今，林區和高寒山區已呈現出大規模種植中
藥材的繁榮景象。這裏種植的中藥材品質優良，為瑤
醫藥產品的開發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優質原料。

全縣範圍內，中藥材種植加工專業合作社和企業
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數量達到50餘家。種植品種豐
富多樣，涵蓋了30餘種中藥材。種植面積高達11.37

萬畝，年產量更是達到了2萬餘噸。江華還成功入選
全省第一批道地藥材 「湘厚朴」種植產區，瑤藥
「土牛膝」也順利完成了國家藥監局特色民族藥材

質量標準規範研究，進一步彰顯了其在中藥材種植
領域的優勢和實力。此外，瑤醫藥研究所內有 200
餘名民間從事瑤醫藥診治的瑤醫藥研究員，他們各
有一技之長，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積累了獨特的診

療經驗，近年來更是廣泛參與瑤醫藥藥材資源普
查、藥方交流、藥材試種等多項工作，成為瑤醫藥
研究重要的民間基礎。立足資源優勢，推動中
（瑤）醫藥與文旅融合發展，不斷推進中（瑤）醫
藥與大健康產業深度融合。3家景區獲評省首批中醫
藥康養旅遊精品線路，1家景區獲評省級示範體驗基
地。

服務體系全面構建 實現三級覆蓋

產品研發成果豐碩 創新動力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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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材資源優勢凸顯 種植規模宏大

江華縣民族中醫醫院中醫江華縣民族中醫醫院中醫((瑤醫瑤醫））特色診療中心特色診療中心
團隊團隊。。

2024年6月，《江華瑤族自治縣瑤醫藥保護與
發展條例》新聞發布會現場。

瑤醫正在整理消毒黃精種苗瑤醫正在整理消毒黃精種苗，，
準備種植準備種植。。

20242024年中國年中國··江華第七屆瑤醫藥節活動現場江華第七屆瑤醫藥節活動現場。。

百歲瑤醫黃蘭英和女兒上山採藥百歲瑤醫黃蘭英和女兒上山採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