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医头浴疗法技术操作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青海大学、林芝市藏医院、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藏医

院等单位提出，并由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归口管理。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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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旨在通过明确藏医头浴疗法技术操作的

总体原则、过程和要求，指导各医疗机构、康养中心以及社会个人标

准化实施藏医头浴疗法，提升治疗效果和服务质量。

（二）标准背景

1.目的：明确藏医头浴疗法技术操作的总体原则、过程和要求，

指导医疗机构、康养中心及社会个人标准化实施藏医头浴疗法。

2.意义：藏医头浴疗法作为藏医药浴疗法中的一种，具有悠久的

历史和独特的疗效，但在技术操作层面缺乏规范性和指导性文件，制

约了其进一步推广和普及。本标准的建立，能有效填补这一空白，在

推动藏医头浴疗法规范化、标准化、产业化和科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

3. 必要性： （1）通过标准的制定，可以系统地整理和传承藏

医头浴疗法的传统知识和经验，同时结合现代医疗技术，推动其不断

创新和发展。（2）明确藏医头浴疗法的操作步骤、技术要求以及注

意事项，为医务人员提供统一的操作指南，减少因操作不当导致的治



疗效果不佳或安全隐患。（3）通过规范的操作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可以更加精准地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情进行治疗，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和

患者的满意度。（4）本标准的制定有助于提升藏医头浴疗法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能推动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应用和推广，有利于藏

医药产业发展。

二、主要工作过程

（一）起草单位与起草人

本标准由青海大学、林芝市藏医院、青海省藏医院、青海省海南

藏族自治州藏医院、西藏藏医药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起草，李啟恩、

郭肖、罗杰、红花、张思德、多拉、多杰才让等多位藏医临床、中医

临床、西医临床及药学专家共同参与编制工作。

（二）编制原则

1.科学性：以藏医经典文献和现代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临床实

践经验，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2.实用性：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确保医务人员能够按

照标准要求进行规范操作。

3.规范性：遵循标准化工作导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确保标

准的规范性和合法性。

（三）调研与资料收集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组广泛收集了国内外关于藏医头浴疗法

的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和临床实践经验，通过专家咨询、实地考察等

方式，深入了解了藏医头浴疗法的技术特点和操作流程。同时，还对



多家正在开展此疗法的相关藏医医疗机构进行了多次现场调研，详细

了解了藏医头浴疗法在临床上的应用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为标准的编

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依据。

（四）主要内容

本标准涵盖了藏医头浴疗法的术语和定义、适应证、禁忌证、操

作步骤与要求、注意事项等方面。其中，术语和定义部分明确了藏医

头浴疗法、头浴散、头浴剂等关键术语的定义；适应证与禁忌证部分

详细列出了藏医头浴疗法的适用范围和禁忌情况；操作步骤与要求部

分详细阐述了施术前准备、施术方法、术后处理等各个环节的操作步

骤和要求；注意事项部分则强调了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和可能

出现的风险。

三、标准内容亮点与解析

（一）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明确了藏医头浴疗法、头浴散、头浴剂等关键术语的定义，

为后续内容提供了基础。其中，藏医头浴疗法被定义为一种藏医外治

疗法，通过特制的藏医头浴散或头浴剂敷于头部后，利用固定装置和

恒温加热的陶罐来加热药物，从而达到治疗疾病和预防保健的作用。

这一定义清晰地阐述了藏医头浴疗法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方式，为后续

内容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适应证与禁忌证

本标准详细列出了藏医头浴疗法的适应证和禁忌证。适应证包括

由藏医三因中的隆和培根病变引起的头晕症、睡眠障碍症等，以及米



尼尔氏综合征、更年期综合征、失眠、脑梗恢复期等现代医学疾病。

禁忌证则包括由查、赤巴、森等引起的藏医热病和疫病等。这一部分

的制定有助于医务人员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避

免不当操作导致的安全风险。

（三）操作步骤与要求

本标准详细阐述了藏医头浴疗法的操作步骤与要求。从施术前准

备到术后处理，每一步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例如，在施术前

准备阶段，需要准备好特制的藏医头浴散或头浴剂、藏医头浴疗法装

置系统（陶瓷锅、加热装置、座椅及固定装置）等设备和器具；在施

术方法阶段，需要按照规定的步骤进行药物调合与制热、头部预热、

头部敷药或涂药、戴罐加热治疗等操作；在术后处理阶段，则需要去

除敷于头部的药泥、擦干头皮、嘱托患者术后注意事项等。这一部分

的制定为医务人员提供了统一的操作指南，有助于规范操作、提高疗

效。

（四）注意事项

本标准强调了藏医头浴疗法治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例如，需要

保持室内温暖无风、氧气充足；用于敷头或涂于头部的药物温度要适

宜；藏医头浴陶罐（仪）要加热并维持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治疗过

程中需要实时询问患者感受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等。这些注意事项

的制定有助于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确保治疗过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四、试验与验证情况

（一）征求意见稿的形成与修订



在标准草案初稿完成后，起草组进行了多次内部讨论和修订，形

成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专家评审，进一步

完善了标准内容。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收到了来自医疗机构、康养中

心、专家学者以及患者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起草组根据这些意见

和建议对标准进行了反复修改和完善，确保了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二）实践验证

为了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起草组还在西藏林芝市藏医

院等多家医疗机构进行了实践验证。通过实践验证，验证了标准的合

理性和有效性，并发现了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起草组根据

实践验证的结果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确保了标准的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

五、与现有标准的差异与特色亮点

（一）与现有标准的差异

目前国内外尚未有关于藏医头浴疗法技术操作规范的统一标准。

本标准首次系统地整理了藏医头浴疗法的相关知识和经验，并结合现

代医疗技术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与现有标准相比，本标准具有更高的

科学性和实用性，能够为医务人员提供统一的操作指南和依据。

（二）特色亮点

1. 系统性：本标准系统整理了藏医头浴疗法的相关知识和经验，

包括术语和定义、适应证与禁忌证、操作步骤与要求等方面，为医务

人员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2. 科学性：本标准以藏医经典文献和现代研究成果为基础，结

合临床实践经验进行编制，确保了标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 实用性：本标准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为医务人员

提供了统一便捷的操作指南和依据，有助于规范操作、降低成本、提

高疗效。

4. 创新性：本标准在传承藏医头浴疗法传统知识和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现代医疗技术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具有独特优势和特

色的技术规范。

六、其他说明

（一）知识产权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所有内容均为公开知识和实践经验总结，

不涉及任何知识产权纠纷。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起草组严格遵守了

相关法律法规和知识产权政策，确保了标准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二）产业化

本标准旨在推动藏医头浴疗法的标准化和普及化，不涉及产业化

问题。然而，随着标准的推广和应用，可能会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

壮大。例如，可能会带动藏医康养、藏药材种植、加工、销售等产业

链的发展；可能会促进相关医疗设备和器具的研发和生产等。这些都

将为藏医头浴疗法的进一步推广和应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三）国内外标准对比

由于藏医头浴疗法具有独特的疗效和优势，在国内外都受到了一

定的关注和重视。然而，目前国内外尚未有关于藏医头浴疗法技术操



作规范的统一标准。与国外相关标准相比，本标准结合了藏医特色和

现代医疗规范，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本标准也注重与

国际接轨，积极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领域的先进经验和研究成果，为

藏医头浴疗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