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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瑶医药名词术语》包括总论、基础理论、诊断学、治则治法、瑶药学、方剂学、各科疾病等几

个部分。 

本文件由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提出并发布。 

本文件由国家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指导。 

本文件管理单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瑶医药标准化研究推广基地

（北京瑶医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瑶医药学院）。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德坤瑶医研究院、北京瑶医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覃迅云、李彤、李玉兰、覃建峰、覃建雄、李少梅。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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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少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和传

承性，在民族聚居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深受本民族人民信赖与认同，为保障人民健康、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进一步保护和传承彝医药和瑶医药医学精华，制定彝、瑶医药名词术

语规范，十分重要。 

2014年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法监司“彝、瑶医药名词术语规范” 项目后，瑶医药名词术语标准

制定工作正式启动。来自北京德坤瑶医研究院、北京瑶医医院等多所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瑶医医院

等 20余名瑶医药专家成立了课题组，负责本术语的研究制定工作。本术语编制开始前，对课题组成员

进行了培训，对编写体例、内容、时间安排进行了研究讨论，确定了本术语编制的技术方法，在本术

语制定的每一个环节，都提出了可操作的工作计划、技术文件。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对上报的名词术语

组织相关专家从民族性、单义性、科学性等原则角度反复论证，最终由相关专家进行审查，整理规范

出瑶医药百余个名词术语，并通过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定，现予以发布。 

彝、瑶医药名词术语标准的制定工作，先后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家

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的高度重视。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法监司、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彝医药、瑶医药各标准化研究推广基地（云南省彝医医院、北

京瑶医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瑶医药学院）和相关专家朱建平、高新彦、李经纬等积极参与标准的制

定，并付出了辛勤劳动，许多同行专家对彝、瑶医药名词术语标准提出了宝贵意见。对此，谨致以诚

挚敬意和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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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医药名词术语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瑶医药名词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涉及瑶医药各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总论 

3.1  

瑶族文字：mienh ei hoqv   

名词：瑶医学 

定义：以传统的瑶医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为主体，吸收和借鉴部分中医学以及其他民族医学之精

华，用以防病治病和保健养生的具有瑶族民族特色的医学学科。 

3.2  

瑶族文字：mienh ndiex hoqv  

名词：瑶药学 

定义：研究传统瑶族药物的基本理论和各种饮片、成药的来源、采制、性能、功效、临床应用等

知识的学科。 

4 基础理论 

4.1  

瑶族文字：fam yunh 

名词：三元 

定义：即“天”、“地”、“人”。 

注：瑶医学特别注重人与自然构成的天、地、人协调和统一。 

4.2  

瑶族文字：fam yun horh sieh lenx  

名词：三元和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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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瑶医基本理论之一。强调“天”与“地”是人以外的整个世界，而“人”是“天”与“地”

的产物，人不可能脱离外界环境而生存，人的生命活动必然与外界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4.3  

瑶族文字：baeqv tiv fangh linh lenx 

名词：百体相寓论 

定义：瑶医基本理论之一。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正常情况下，各个脏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若一脏器有病可以影响他脏，内在的各种疾病又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表现于外。 

4.4  

瑶族文字：hingh kuei 

名词：盈亏 

定义：“盈”即人体某一方面或某一趋势过强，反之，则为“亏”。 

4.5  

瑶族文字：hingh kuei baengh haengh lenx 

名词：盈亏平衡论 

定义：瑶医基本理论之一。当人体处于盈亏平衡状态时，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就健康长寿；若

人体盈亏失衡，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甚至产生疾病。 

4.6  

瑶族文字：kiex 

名词：气 

定义：脏腑身形活动的总的物质基础，人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 

注：气具有能动性，即处于自发的永恒运动状态之中。在生理状态下，气运行到不同的部位，与不同部位的物质

相结合，即化生为“血气”、“津气”、“灵魂之气”等。 

4.7  

瑶族文字：kiex yietv wanc huax lunx 

名词：气一万化论 

定义：瑶医基本理论之一。在病理状态下，身体的某一脏器或者某一部位的功能活动就会减弱或

出现障碍，功能失常，最终导致百病丛生。 

4.8  

瑶族文字：mbuqc zorng 

名词：鼻 

定义：五官之一，位于面部正中，专司呼吸和嗅觉之功能，是人体七窍之中最为重要的孔窍，是

各个孔窍的总领。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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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文字：mbuqc zorng zungv qiaux lunx 

名词：鼻关总窍论 

定义：瑶医基本理论之一。鼻是人最重要的孔窍，是各个孔窍的总领。鼻若患病，易渐渐失去嗅

觉、过滤、消毒和杀菌等功能，将不清洁的气体吸入到人的身体内部。这些有毒害的物质一旦进入人

体，由肺到肝而后至全身，在功能薄弱处积累，久而久之，形成病灶。 

4.10  

瑶族文字：maeqc 

名词：脉 

定义：人体运行气血和其他生命物质的通道，内置于脏腑，外络于肢节，遍及全身，故瑶医中有

“百脉”之称。 

注：又称经脉。 

4.11  

瑶族文字：baeqv baengc bieqc maeqc lunx 

名词：诸病入脉论 

定义：瑶医基本理论之一。无论何种疾病，病邪都是通过经脉在全身播散、传变、侵犯机体各处

的。经脉可分大小，疾病初期，病位表浅，病邪停滞于大的经脉；日久则病位深在，病邪逐渐深入小

的经脉。 

4.12  

瑶族文字：fim 

名词：心 

定义：位于胸中膈之上，两肺之间，具有主持生理功能及调节心理活动的双重功能。心主死。 

4.13  

瑶族文字：Iph zeiv 

名词：肾  

定义：位于腰部，脊柱两侧，左右各一。肾主生。 

4.14  

瑶族文字：Fim ipv zeiv ziangh daic lunx 

名词：心肾生死论  

定义：瑶医基本理论之一。若心肾功能失常，就会发生相应病理变化，甚至死亡。生由肾主，肾

有病则人或生长发育不良；死由心主，不管疾病如何严重，只要不伤到心神，人就不死。 

4.15  

瑶族文字：hieh kiex 

名词：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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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泛指一切致病因素. 

4.16  

瑶族文字：guqv kiex 

名词：谷气  

定义：从水谷中汲取的维持人类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4.17  

瑶族文字：baengc dongh yungc mv dongh lunx 

名词：病同症异论  

定义：瑶医基本理论之一。症由病决定是否出现，但根据病情发展的不同阶段。症会有不同的表

现。强调以病释症、以症统疾，不变的是核心病机，多变的是临床症状。 

4.18  

瑶族文字：baengc yin 

名词：病因  

定义：破坏人体的相对盈亏平衡状态，引起疾病发生发展的原因。 

4.19  

瑶族文字：sa kiex 

名词：痧气  

定义：一种多发于夏秋更迭之时，常见于瑶族地区，可以使人出现腹痛闷乱、呕吐泄泻等症的致

病因素。 

4.20  

瑶族文字：zang kiex 

名词：瘴气  

定义：多发生于广西等南方诸地，常见于潮湿雾气或因湿热环境所产生的可以使人出现疼痛、寒

热往来、昏厥等症状的致病因素。 

4.21  

瑶族文字：doqc 

名词：毒  

定义：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指致病因素之毒，多与其他致病因素夹杂而致病，从而形成具有“毒”

的特性的各种疾病，如与瘴气夹杂形成瘴毒；另一种指病的名称。 

4.22  

瑶族文字：buorng 

名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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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容易夹杂当令之气，具有善行速变特性的打破人体盈亏平和的致病因素。 

4.23  

瑶族文字：loh 

名词：痨  

定义：过度劳累引发身体盈亏失衡的致病因素。 

4.24  

瑶族文字：Butv wun 

名词：瘟疫  

定义：起病急骤，具有不同程度的传染性、流行性的一类急性热病。 

4.25  

瑶族文字：nyorh 

名词：虚  

定义：一种原始病因不明的人体内部状态，是在其他原因下产生的结果，这种结果一经形成，可

致百病。 

4.26  

瑶族文字：fatv 

名词：蛊  

定义：包含三种含义： 

a）一切可以毒人而不被人知道的毒物； 

b）以蛊虫制作的毒； 

c）凭藉蛊物的心理暗示方法。 

5 诊断学 

5.1  

瑶族文字：mangc baengc 

名词：目诊  

定义：通过观察人眼睛的变化来诊断疾病的方法。 

5.2  

瑶族文字：mangc buo ndoqc nquaix 

名词：甲诊  

定义：通过观察指甲，依据指甲的色泽、形态等的变化来诊断疾病的方法。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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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文字：mangc hmien 

名词：头面诊  

定义：通过观察人头面部的神色、气色、形态、姿态等表现进行细致观察，以测知病情的方法。 

5.4  

瑶族文字：mangc nqai sieh nutv 

名词：脐诊  

定义：通过观察脐部色泽及外形变化以诊断疾病的方法。 

6 治则治法 

6.1  

瑶族文字：zuorc yin weic ziouv 

名词：祛因为要  

定义：针对根本致病因素治病疗伤的治疗原则。 

6.2  

瑶族文字：Buorng kuei mborqv hingh 

名词：风亏打赢  

定义：利用药物的功效或者食物的性味以及情志的属性等，以纠正人体以及周围环境的盈亏偏差，

使之保持相对平衡状态的治疗原则。 

6.3  

瑶族文字：ei jiouh zun fang 

名词：治求专方  

定义：针对不同疾病，确定治疗主方贯穿整个治疗过程不变.即一病一方，专病专方。 

6.4  

瑶族文字：dorph baengc mv mbiev 

名词：恶病不补  

定义：针对重大虚损性疾病切忌使用补益之药，宜施以攻伐之药。 

6.5  

瑶族文字：zorqv nyeix nqimh dorn 

名词：捉母擒子  

定义：以治疗原发性疾病为主（母），兼顾治疗继发性疾病（子）。 

6.6  

瑶族文字：jiaiv doqc cutv fa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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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毒除蛊  

定义：兼顾治疗人的生理系统和灵魂系统的治疗方法。“解毒”即化解、中和、排泄体内毒素；

“除蛊”即依据冥想疗法等使灵魂系统达到平和状态。 

6.7  

瑶族文字：mborv guen tong nyiatv 

名词：启关通窍  

定义：通过疏通孔窍、透邪外出，以解除身体肌表之邪，或运用清轻芳香、辛散走窜、祛风化湿、

行气化瘀的药物以治疗疾病的治疗方法。 

6.8  

瑶族文字：cunx ging mingh maeqc 

名词：穿经走脉  

定义：通过宣通气血、消除凝滞、舒活筋络以保证机体内外环境协调统一、治愈疾病的治疗方法。 

6.9  

瑶族文字：bungx gom zunc ciouv 

名词：泄热逐邪  

定义：用具有清热、解毒、凉血作用的药物治疗邪热在里症的治疗方法。 

6.10  

瑶族文字：tim douz beqv hornh 

名词：添火逼寒  

定义：通过使用温热药物以驱除外侵之寒、内生之寒、湿痰、阻滞筋脉瘀血等病症的治疗方法。 

6.11  

瑶族文字：mbiev kiex eqv yunh 

名词：补气益元  

定义：对于正气虚损的病症，采用培补正气以愈病的治疗方法。 

6.12  

瑶族文字：zunc buorng nzanx ciouv 

名词：祛风散邪  

定义：用具有疏散风邪作用的药物达到驱除外感风邪目的的治疗方法。 

6.13  

瑶族文字：dox zaeqv koi nyiatv 

名词：导滞开结  

定义：针对结滞于里的有形之物，或排除于外，或消融于内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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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瑶族文字：nzotv kiex goux ndutv 

名词：涩华固脱  

定义：用具有固涩收敛作用的药物治疗机体功能过度消耗、体内精微物质过度流失病症的治疗方

法。 

6.15  

瑶族文字：gem camv engv zorpc 

名词：兼多应杂  

定义：治疗错综复杂的疾病或不同疾病同时发生时，需要两种以上治疗联合治疗的方法。 

6.16  

瑶族文字：nqorm naqv saeng ndix 

名词：鲜生含服  

定义：用一些无毒或者毒性较小的药物时，可经口嚼，或经挤汁，将生药原汁直接内服或入汤剂

来治疗疾病的方法。 

6.17  

瑶族文字：nyienc zuoc 

名词：食疗  

定义：通过调节饮食以防病治病的方法。 

注：又称食物疗法。 

6.18  

瑶族文字：gorqv sa 

名词：发泡药罐  

定义：将瑶药外敷于身体局部使之发泡，而后在发泡处施以瑶药浸煮的竹罐，最后辅之以瑶药熏

洗以治疗风湿痹痛、跌打肿痛、丹毒痈疽等病症的方法。 

6.19  

瑶族文字：guaih sa 

名词：刮痧  

定义：用铜、瓷匙、硬币、纽扣等钝缘面，蘸植物油或清水，反复刮动、摩擦局部皮肤以治疗头

晕、胸闷、恶心、呕吐、肢体痹痛等病症的方法。 

6.20  

瑶族文字：zorqv sa 

名词：推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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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采用推、刮手法，并配合药物推拿以治疗腰肌劳损、胃脘不适、风湿痹痛以及小儿急、慢

惊风等病症的方法。 

6.21  

瑶族文字：zeix nyorx 

名词：梳乳  

定义：用瑶药液外洗乳房，再用木梳梳理乳房以治疗产后缺乳、急性乳腺炎等病症的方法。 

6.22  

瑶族文字：nqiangx gaux 

名词：滚蛋  

定义：用鲜鸡蛋在患处反复滚动，以治疗伤寒感冒、关节疼痛、皮肤红热肿痛、小儿高热、小儿

消化不良等病症的方法。 

7 瑶药学 

7.1  

瑶族文字：im 

名词：苦  

定义：有清火作用的药味。 

7.2  

瑶族文字：gam 

名词：甜  

定义：有补益作用的药味。 

7.3  

瑶族文字：mbiex 

名词：麻  

定义：有胜寒燥湿作用的药味。 

7.4  

瑶族文字：zuei 

名词：锥  

定义：有消毒阴养作用的药味。 

7.5  

瑶族文字：buerng kiex ndie 

名词：风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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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具有泄热散毒、逐风运湿、散血打瘀、补气补血、扶脾胃、益肝肾之功效的瑶族药物。 

7.6  

瑶族文字：ndieh mborqv 

名词：打类药  

定义：具有打瘀、散肿、止痛之功效的瑶族药物。 

7.7  

瑶族文字：buerngh mborqv fangh gem luic ndie 

名词：风打相兼类药  

定义：同时具有风类、打类两类药物特性的瑶族药物。 

7.8  

瑶族文字：luh ban ndie 

名词：老班药  

定义：按照其功能、生存环境、形态命名的一类瑶族常用药。一般具有泄热解毒、散肿止痛的特

征。 

7.9  

瑶族文字：hmx huv 

名词：五虎  

定义：瑶药老班药中的常用药，具有逐风散血、打瘀散肿、止痛等功效。 

7.10  

瑶族文字：juov ngongh 

名词：九牛  

定义：瑶药老班药中的常用药，具有泄热解毒、舒筋活络、引水利尿等功效。 

7.11  

瑶族文字：Ziepc betv nzunx 

名词：十八钻  

定义：瑶药老班药中的常用药，具有逐风运湿、散血打瘀、散肿止痛等功效。 

7.12  

瑶族文字：cietv zieph nyeic buerng 

名词：七十二风  

定义：瑶药老班药中的常用药，具有散血调经、收敛止泻、泄热解毒、逐风运湿等功效。 

7.13  

瑶族文字：baeqc buix buer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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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白背风  

定义：马前科植物狭叶醉鱼草的根、叶、花。 

7.14  

瑶族文字：mah mbungv buerng 

名词：麻骨风  

定义：买麻藤科植物小叶买麻藤的根、茎、叶。 

7.15  

瑶族文字：biqc gemh domh xienh 

名词：入山虎(入地金牛)  

定义：芸香科植物两面针的根茎。 

7.16  

瑶族文字：njiec gemh domh xienh 

名词：下山虎  

定义：杜鹃花科植物滇白珠的全株。 

7.17  

瑶族文字：domh siqc nzunx 

名词：大红钻  

定义：五味子科植物异性南五味子的根、老藤。 

7.18  

瑶族文字：fiuv siqc nzunx 

名词：小红钻  

定义：五味子科植物冷饭藤的根、藤茎。 

8 方剂学 

8.1  

瑶族文字：ndieh ziouv 

名词：主药  

定义：处方中针对主病或主要症状起到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 

8.2  

瑶族文字：ndieh puix 

名词：配药  

定义：处方中针对次要症状起到治疗作用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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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瑶族文字：ndieh yenz 

名词：引路药  

定义：处方中引导主药和配药达到病变部位的药物。 

注：又称引经药。 

8.4  

瑶族文字：buerngh fim torng 

名词：风心汤  

定义：朴老中（岗松）鲜根15g，茶仔（油茶）15g，蒙随美（阔叶猕猴桃）30g，红弱端（台湾榕）

15g。水煎或配猪心炖服，每日一剂。 

8.5  

瑶族文字：ziex hnopv torng 

名词：止咳饮  

定义：龙骨风（树蕨）15g，钳模咪（鱼腥草）30g，双亮端（鸡桑）30g，，吓烈仇（褐鞘沿阶草）

6g，甘仔（陈皮）3g。水煎服或配猪肉适量炖服：每日1剂。 

8.6  

瑶族文字：fam nzunx nzanx 

名词：三钻散  

定义：九龙钻（九龙藤）30g，大钻（原叶五味子）20g，小钻（长梗南五味子）15g，小肠风（山

菊）9g，铜达且紧（大蓟）15g，别己台（白及）10g。上药精选，烘干，共研细粉，取适量，米双酒

调敷患处。每日2次，每次5g。 

8.7  

瑶族文字：sungh buerng nzanx 

名词：双风散  

定义：大散骨散（白背青风藤）20g，牛耳风（多花瓜馥木）20g，三角风（常春藤）20g，婆莫亮

紧（刺楸）15g。水煎服，日1剂。 

8.8  

瑶族文字：ciou doqc nzanx 

名词：疔毒散  

定义：四季风（宽叶金粟兰）根10g，切翠林（七叶一枝花）10g。上药共研细粉，米双酒调敷患

处，每日1次。 

8.9  

瑶族文字：mbungv mun nza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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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骨痛散  

定义：麻骨风（小叶买麻藤）10g，昌亮（三叉苦）10g，九节风。取适量，酒炒热敷患处。药粉

若干可滴加米双酒适量，每日1次。 

8.10  

瑶族文字：langh dorh nzanx 

名词：凉带散  

定义：达扎卡（香附）10g，缺浪咪（过塘藕）、心合咪（仙鹤草）各15g。配猪骨水煎服，每日1

剂。 

8.11  

瑶族文字：juix saeng torng 

名词：寄生饮  

定义：双亮变（寄生）、别涯楼（杜仲）各15g。水煎服，每日1剂。 

8.12  

瑶族文字：pom gorm congx mbuic fang 

名词：肺燥熏鼻方  

定义：钳模咪（鱼腥草）15g，桑白皮20g，培八亮（枇杷叶）15g，薄荷10g，荆芥10g，杏仁15g，

木蝴蝶10g。先含一口水再熏，此方可以服、熏蒸两用。 

9 各科疾病 

9.1  

瑶族文字：fingv baengc 

名词：醒病  

定义：心脏疾病。包括一般醒病（心脏病）、乘风醒病（风湿性心脏病）等疾病。 

9.2  

瑶族文字：pom baengc 

名词：泵病  

定义：肺病。包括泵逆（肺萎）、泵痈（肺痈）等疾病。 

9.3  

瑶族文字：hlan baengc 

名词：权病  

定义：肝脏疾病。包括权提豪（肝硬化）、权毫提（肝坏死）等疾病。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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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文字：weix baengc 

名词：扭病  

定义：胃病。包括扭成空（胃下垂）、扭瘊（胃溃疡）、扭毋开（消化不良）等疾病。 

9.5  

瑶族文字：hnerpv 

名词：虾病  

定义：以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 

9.6  

瑶族文字：mun baengc 

名词：闷病  

定义：以疼痛为主要表现的疾病。 

9.7  

瑶族文字：Kuei baengc 

名词：亏病  

定义：各种虚损性疾病。 

9.8  

瑶族文字：nziamv doqc baengc 

名词：血毒病  

定义：红丝汀、绿丝汀等疾病。 

9.9  

瑶族文字：Ngath mun baengc 

名词：虫毒病  

定义：蜈蚣咬伤、蜂虫咬伤、毒蛇咬伤、疯狗咬伤。 

9.10  

瑶族文字：ndorn doqc baengc 

名词：湿毒病  

定义：懒手懒脚、湿疹、廯、汗廯、顽廯、臭（脚湿气）等疾病。 

9.11  

瑶族文字：ndorn daix baengc 

名词：湿带病  

定义：白带过多、红带、黄带、黑带等疾病。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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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文字：buerng kiex baengc 

名词：风病  

定义：产后风、头风等疾病。 

9.13  

瑶族文字：guh ngaz baengc 

名词：干病  

定义：小儿黄水疮、小儿肺热（肺炎）、小儿无名高热等疾病。 

9.14  

瑶族文字：bungc 

名词：泻病  

定义：儿科疾病。包括中部泻（脾泻）、下部泻（肾泻）、红白痢等疾病。 

9.15  

瑶族文字：Iph zeiv baengc 

名词：蒸病  

定义：肾系疾病。包括肾病综合症、尿路感染、尿路结石、尿路肿瘤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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