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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秦汉时期，中医药就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

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

西亚等地。龙门石窟的药方洞窟门刻有诸多唐代药方，多达

150多种，所用药物多是植物、动物和矿物药。药方涉及内科、

外科、小儿科、五官科等，所涉及药材在民间都能找到。药方

洞的药方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对研究中国医药学起了

重要的作用。

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在明清时代传遍世界。《本草纲目》

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达尔文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百科

全书”。

步入新时代，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拯救了全

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荣获 2015 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

“中医针灸”“藏医药浴法”“太极拳”先后被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医典籍《黄

帝内经》和《本草纲目》被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

推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 (ISO/TC249)，

陆续制定颁布89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推动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传

统医学决议》，发布《世界卫生组织 2014—2023 年传统医学战

略》；

2019年召开的第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国

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

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外感病、脏腑症等中医病症名称，成

为国际疾病“通用语言”。

更让人高兴的是，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在全世界有

40 亿人使用中草药治病。在欧洲，中医师、针灸师就有 12 万

人之多。全世界 70 多个国家制订了中草药法规，1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已有各种类型的传统医药机构。国际上中医药从业人员

有 30 万—50 万人。

中医药既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内核，更蕴含着全人类的“共

同价值”，中医是个“宝”，它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

医学中蕴含的“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以人为本、悬壶济世”“大

医精诚、仁心仁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也有助

于推动建设一个更美丽的新世界。

患者在沧州市新华区道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医堂”接受理疗、针灸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