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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医正骨》

内容概要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张氏正骨酥法，在《苗医正骨》一书中配有张氏正骨手法照片及临床资料照片，力
图通过图文论述张氏苗医正骨手法及临床效果。在书中还附有《苗汉医学词汇》的人体及解剖类、疾
病名称两大类苗汉对照医学词汇，便于读者研究和应用苗医学。所附苗汉医学词汇中苗语译音，是以
中国苗族东部方言中的第一土语范围内的花垣、吉首苗族语言为译音。所附词汇均来源于相关文献资
料，准确与否，仅供参考。《苗医正骨》是对我国苗族东部地区苗医正骨学术整理和临床应用经验的
总结。限于地域，有其局限性在所难免，不能尽收我国苗医正骨学术的作用，就是编著者的莫大荣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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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医正骨》

作者简介

　　张东海，男，苗族，1954年4月出生。湖南省龙山县人。湘西张氏苗医骨伤科传人。现任湖南省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民族骨伤科医院院长，龙山县政协常委。兼任的主要社团职务有：中国民
族医药学会苗族医药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民族医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
省中医药学会民族医药专业委员会委员。张东海15岁跟父学医，在近40年的骨伤科医疗活动中，有4万
余例骨伤科患者经他精心诊疗而康复。在继承祖传苗医正骨学术的同时，还创新了苗医诊疗骨伤疾病
方法，总结出“正骨手法复位，外敷柏林接骨散，小夹板固定，分期内服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接骨
生肌、益肝补肾、舒筋通络的苗药及中草药，恢复期加强功能锻炼”的五位一体苗医治疗骨伤疾病的
方法。研究成果“苗医正骨手法加柏林接骨散治疗骨伤疾病研究”，分获湖南省中医药科技进步奖和
湘西自治州科技进步奖。还先后在学术期刊，省以上专业学术会议发表或交流学术论文20余篇。先后
荣获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多次立功受奖，获优秀政协委员、湘西自治州
劳动模范、县十佳医院院长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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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医正骨》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苗族简史　　苗族历史悠久，大约在五六千年前的炎黄时代，苗族先
民就“饮马黄河”和“问鼎中原”，登上中华文明的历史舞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成员，也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创造者。苗族祖先和远古英雄蚩尤，与炎帝、黄帝被后世共尊为中华民族的三大人
文始祖。　　苗族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距今约5000年炎黄时期。那时，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生活着三
个最强大的氏族部落联盟——炎帝、黄帝和蚩尤。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有黄帝与炎帝之间的阪
泉之战。在《逸周书·尝麦篇》记载了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联盟与炎
帝、黄帝部落联盟为了各自的利益相继发生了战争，在“逐鹿中原”中，蚩尤在涿鹿被黄帝杀害，其
部落成员一部分留在黄河流域，融合于后来的华夏族之中。一部分向南逃亡，渡河南下，退居“左洞
庭，右彭蠡”的江淮流域，经过多年的生息繁衍，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称为“三苗”或“
三苗国”。“三苗”是继九黎部落联盟之后，由部分苗民建立起来的新的强大的部落联盟，其部落首
领是欢兜，在他的统领下后来加入尧舜部落联盟。在大禹继位后，三苗成为夏禹统治下的诸候。在尧
、舜、禹时代，“三苗”同样受到压迫，相互战争，使“三苗”一蹶不振，逐渐瓦解。三苗集团一分
为三，即消灭一部分，归顺夏朝一部分；向四击迁徙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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