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医病名注释公示稿

(第一批)

1 范围

本文件简要介绍了藏医学“三因学说”、藏医学11类常见病临床基础理论；规范了18

种藏医疾病的对应西医病名和范畴。

本文件适用于藏医临床、科研、教学、管理、生产、经营、新闻出版及学术交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藏医学临床基础理论注释

藏医学理论核心为“三因学说”。三因即“隆”、“赤巴”、“培根”，是构成人体并

推动生命活动的三种能量与物质，同时也是产生一切疾病的根本因素。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

理机制，莫不以此三者的生成变化为理论根据。三因失衡可导致疾病发生。

3.1 隆

3.1.1 藏医疾病名代码

无

3.1.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རླུ།

3.1.3 藏医病名（中文）

隆

3.1.4 定义

意为气，是体内风性的总称，正常平衡时，其主要功能是主呼吸、身体活动、五官灵敏

等。失衡异常时，可导致各种隆病（《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隆病：A1.00.）。

3.2 赤巴

3.2.1 藏医疾病名代码

无

3.2.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མཁྲིུ་།

3.2.3 藏医病名（中文）

赤巴

3.2.4 定义



是人体火性的总称，正常平衡时，其主要功能是产生热量并维持体温，助升胃火，助消

化，长气色等。失衡异常时，可导致众多热症（赤巴病）。（《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 赤

巴病：A2.00.）

3.3 培根

3.3.1 藏医疾病名代码

无

3.3.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བདུཀན།

3.3.3 藏医病名（中文）

培根

3.3.4 定义

是人体水和土性的总称，正常平衡时，其主要功能是磨碎食物以利消化吸收，使身心恒

固，使皮肤光滑润泽。失衡异常时，可导致消化不良、寒症等大部分内科疾病（培根病）。

（《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培根病：A3.00. ）

3.4 白脉病

3.4.1 藏医疾病名代码

G19.00.

3.4.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རུདཀཀུནད།

3.4.3 藏医病名（中文）

白脉病

3.4.4 定义

白脉是指从脑部向下延伸至全身的神经系统。白脉病是指白脉受到损伤或功能受到影响

而产生的病理现象。在《四部医典》中按性质分为寒、热两种，按部位分为头部、胸部和四

肢白脉病。白脉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和症状，包括神经系统本身的病变和

其他疾病引起的神经系统症状。

3.4.5 对应西医病名和范畴

常见的疾病有中风、帕金森综合征、阿尔茨海默病、三叉神经痛、颈椎病、腰椎病、腰

椎间盘突出症、骨关节病、肌筋膜炎、腱鞘炎等。

常见的症状有疼痛、麻木、僵硬、瘫痪、震颤、失眠、眩晕、肿胀等。

3.5 黑脉病

3.5.1 藏医疾病名代码

G19.08.

3.5.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རུནནུནད།

3.5.3 藏医病名（中文）

黒脉病

3.5.4 定义

黑脉相当于从心脏到全身的血液循环（脉管）系统。黑脉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血液循环

系统疾病。



3.5.5 对应西医病名范畴

常见的疾病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中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炎等。

常见的症状有心悸、胸闷、憋气、疼痛、肿胀等。

（注：部分疾病可以同时侵犯黑脉和白脉。）

3.6 黄水病

3.6.1 藏医疾病名代码

G18.00.

3.6.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ཆིུསཀུནད།

3.6.3 藏医病名（中文）

黄水病

3.6.4 定义

黄水是遍布于人体全身肌肉、皮肤、骨骼、关节腔、脏腑等内外各处的组织液，起到免

疫调节、润滑关节、调节水液的作用。黄水偏盛或偏衰和功能紊乱出现的病症称为“黄水病”，

分为黑黄水病（病情偏重、偏实、急性发作、热性的）和白黄水病（病情偏轻、偏虚、慢性

进展、寒性的）。

3.6.5 对应西医病名和范畴

相关的疾病包括麻风病，天疱疮、湿疹、特应性皮炎、银屑病、带状疱疹等各种皮肤类

疾病，骨关节炎，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急慢性扭挫伤、腹水等.
常见的症状有皮肤瘙痒，关节疼痛、肿胀，变形、浮肿、丘疹、皮肤溃烂、脏腑积水脓

疡等。

3.7 冈巴病

3.7.1 藏医疾病名代码

H7.00.

3.7.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རླུ་བམ།

3.7.3 藏医病名（中文）

冈巴病

3.6.4 定义

因起居、行为不适导致的培根偏盛及查隆受阻（气血阻滞）造成的主要以下肢肿胀发硬

为临床表现的疾病。

3.6.5 对应西医病名和范畴

常见的疾病包括脉管炎、淋巴管阻塞、下肢静脉曲张、下肢静脉血栓形成、丹毒感染。

分为热性和寒性。

常见的症状有肿胀发硬、后期皮肤发黑等。

3.8 中毒病

3.8.1 藏医疾病名代码

M1.00. M2.00. M3.00.

3.8.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སཀུརན གཀུརན དློིུརན

3.5.3 藏医病名（中文）



合成毒 转化毒 天然毒

3.5.4 定义

藏医所谓的毒分为合成毒（配制成的毒性物质）、转化毒（相克或变质的物质）、天然

毒（自然界存在的毒性物质），中毒症是指感受以上毒性物质所造成的疾病或症状的总称。

3.5.5 对应西医病名和范畴

常见的疾病包括合成毒如药物中毒等，转化毒如食物中毒等，天然毒如日光性皮炎、狂

犬病、毒虫咬伤等。

常见的症状包括腹泻等。

3.9 培根木布病

3.9.1 藏医疾病名代码

A3.04.07

3.9.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བདུཀནུསནུ་ོ།

3.9.3 藏医病名（中文）

培根木布病

3.9.4 定义

隆、赤巴、培根及血、黄水等互结引发的疾病的总称。包含多个系统的疾病，以消化系

统疾病最为常见，其主要的病变部位为肝、胃、大肠、小肠等。培根木布按发病时间可分为

三个时期，即早期热性期、中期寒热交界期、晚期寒性期。

3.9.5 对应西医病名和范畴

常见疾病包括反流性食管炎、急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胆囊炎、肝炎、肝硬化、溃疡

性结肠炎、感染性和非感染性腹泻等。

常见的症状有烧心，反食，胸骨后疼痛，食欲不振，恶心，腹泻，便秘、反酸、嗳气、

呕吐、腹痛、腹胀、便血、腹水等。

3.10 陈旧热病

3.10.1 藏医疾病名代码

C1.02.02

3.10.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ཚུབུརྲླུ་།

3.10.3 藏医病名（中文）

陈旧热病

3.10.4 定义

热症未得到及时治疗或治疗不愈的陈旧性热性疾病。

3.10.5 对应西医病名和范畴

五脏六腑疾病都可发展为陈旧热病，不同的疾病可有不同的临床表现。

3.11 瘟热病

3.11.1 藏医疾病名代码

C11.00. C12.00.

3.11.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ཀྲམིུནད། ནཉནུཀྲམི།

3.11.3 藏医病名（中文）



疫热病 瘟疫病

3.11.4 定义

瘟热病包括疫热病和瘟疫病，是指因感受疫气（相当于现代医学所指的病毒和细菌等）

所致的急、慢性传染病的总称。本病藏语称为“年任”，“年”是指致病体和炎症及发热；

“任”意为依次、逐步，指疫气吸入或接触等方式，依次从外至内进入皮肤、肌肉、血管、

骨骼、脏腑导致发病。

3.11.4 对应西医病名和范畴

如流行性感冒、鼠疫、霍乱、急性肠炎、腮腺炎、天花、水痘等具有传染性的疾病都属

于藏医瘟热病范畴。

常见的症状有发热、鼻塞、咽痛、头痛、四肢酸痛、咳嗽、寒颤、身重倦怠、头昏耳鸣、

食欲不振、腹痛、腹泻、呕吐、皮疹、疮肿、黄疸、多汗、少眠失眠、眩晕、谵语、昏迷等。

4 藏医学常见病名注释

4.1 皮肤科疾病

4.1.1 皮散黄水病

4.1.1.1 藏医疾病名代码

G18.02.01

4.1.1.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ཆིུསཀུ་ནིུསམ།

4.1.1.3 藏医病名（中文）

皮散黄水病

4.1.1.4 西医名称和范畴

湿疹

4.1.1.5 藏医临床症状

黄水病扩散至皮肤，瘙痒明显，出现小水疱、丘疹，搔抓时有渗出，迁延不愈时可致皮

肤粗糙、增厚，色素沉着，甚至形成斑块结节。

4.1.2 朗秀病

4.1.2.1 藏医疾病名代码

G20.01.04

4.1.2.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གླུཤ།

4.1.2.3 藏医病名（中文）

朗秀病

4.1.2.4 西医名称和范畴

银屑病、玫瑰糠疹

4.1.2.5 藏医临床症状

皮肤呈红色丘疹，偏黄色或淡红色斑块，覆盖有银白色鳞屑，皮疹特点为周围粗糙，中

间平整。不具有传染性。

4.1.3 肌肉瘟疫病

4.1.3.1 藏医疾病名代码



C12.20.

4.1.3.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ནཉནུཀྲམིུམསུདབལ།

4.1.3.3 藏医病名（中文）

肌肉瘟疫病

4.1.3.4 西医名称和范畴

单纯疱疹

4.1.3.5 藏医临床症状

全身局部皮肤起疱，偶见搔痒，红肿热痛。

4.1.4 种母巴免加病

4.1.4.1 藏医疾病名代码

C13.08.01

4.1.4.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བམུ་ུསནུལན

4.1.4.3 藏医病名（中文）

种母巴免加病

4.1.4.4 西医名称和范畴

带状疱疹

4.1.4.5 藏医临床症状

躯干右侧从上至下有条带状小疱，疼痛。

4.1.5 种母巴赞加病

4.1.5.1 藏医疾病名代码

C13.08.02

4.1.5.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བམུ་ུན་ནུལན

4.1.5.3 藏医病名（中文）

种母巴赞加病

4.1.5.4 西医名称和范畴

带状疱疹

4.1.5.5 藏医临床症状

躯干左侧从上至下有条带状小疱，疼痛。

4.1.6 隆性白瓦病

4.1.6.1 藏医疾病名代码

G20.16.01

4.1.6.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རླུནདུབསཀུལ།

4.1.6.3 藏医病名（中文）

隆性白瓦病

4.1.6.4 西医名称和范畴

荨麻疹

4.1.6.5 藏医临床症状



皮肤瘙痒，随即出现风团，呈鲜红色或苍白色、皮肤色，少数患者有水肿性红斑，风团的大

小和形态不一。

4.2 脾胃科疾病

4.2.1 胃热病

4.2.1.1 藏医疾病名代码

C1.06.02.01

4.2.1.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ཕོུཚད།

4.2.1.3 藏医病名（中文）

胃热病

4.2.1.4 西医名称和范畴

功能性消化不良可参照胃热病进行治疗。

4.2.1.5 藏医临床症状

主要症状为上腹痛、腹胀、餐后饱胀及早饱感。还可有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嗳气、食欲

减退、嗳气、反酸、恶心等症状。多见于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疾病。

4.2.2 培根铁垢病

4.2.2.1 藏医疾病名代码

A3.01.02

4.2.2.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བདུཀནུལནིུ་སནུནད།

4.2.2.3 藏医病名（中文）

培根铁垢病

4.2.2.4 西医名称和范畴

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胃炎可参照培根铁垢病进行治疗

4.2.2.5 藏医临床症状

可表现为中上腹不适、饱胀、钝痛、烧灼痛等，也可有食欲不振、嗳气、泛酸、恶心、消瘦

等症状。多见于慢性胃炎等疾病。

4.2.3 培根增盛性木布病

4.2.3.1 藏医疾病名代码

A4.02.01

4.2.3.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ཕོུབུསནུ་ོ།

4.2.3.3 藏医病名（中文）

培根增盛性木布病

4.2.3.4 西医名称和范畴

消化性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可参照培根增盛性木布病进行治疗

4.2.3.5 藏医临床症状

症状包括胃部餐后疼痛、食欲不振、餐后腹胀或胃部不适、体重减轻等，多见于胃溃疡等疾

病。这些症状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溃疡的严重程度。有些患者可能没有任何症状（如“无症状性溃

疡”），或者是以胃出血、胃穿孔等并发症为首发症状。



4.3 妇科疾病

4.3.1 赤巴型宫病

4.3.1.1 藏医疾病名代码

F2.02.

4.3.1.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མླལུནདུམཁྲིུགཀ།

4.3.1.3 藏医病名（中文）

赤巴型宫病

4.3.1.4 西医名称或范畴

盆腔炎性疾病

4.3.1.5 藏医临床症状

持续性下腹部疼痛、月经暗黄有异味、阴道分泌物增多、下腹部坠胀感、疼痛及腰骶部酸痛。

严重者可出现长期持续低热。

4.3.2 妇查症（妇血症）

4.3.2.1 藏医疾病名代码

J1.01.

4.3.2.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ཁནུཚབི།

4.3.2.3 藏医病名（中文）

妇查症（妇血症）

4.3.2.4 西医名称和范畴

月经不调、痛经、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盆腔炎性疾病及其后遗症、盆腔淤血综合

征、多囊卵巢综合征等。

4.3.2.5 藏医临床症状

月经不规律、经行腹痛、腹部灼痛、伴发热、慢性盆腔痛、腰骶骨及小腹坠痛或酸痛、皮疹

（痤疮）、伴背部和胁肋疼痛、心烦等症状。

4.3.3 妇隆症（妇风症）

4.3.3.1 藏医疾病名代码

J1.02.

4.3.3.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རླུཚབི།

4.3.3.3 藏医病名（中文）

妇隆症（妇风症）

4.3.3.4 西医名称和范畴

排卵障碍性异常子宫出血、闭经、围绝经期综合征、慢性生殖道炎症等。

4.3.3.5 藏医临床症状

月经紊乱、月经停闭、小腹部疼痛，潮热、筋骨或关节酸痛、心悸、健忘、失眠、疲乏、或

伴小便不利、带下量多等。

4.4 骨科疾病

4.4.1 骨性真布病



4.4.1.1 藏医疾病名代码

G17.02.

4.4.1.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རིུ་སམ།

4.4.1.3 藏医病名（中文）

骨性真布病

4.4.1.4 西医名称和范畴

骨性关节炎、痛风、退行性骨关节病、创伤性关节炎。

4.4.1.5 藏医临床症状

关节疼痛、僵硬、肥大及活动受限，好发于膝、髋等负重关节及远端指间关节、近端指间关

节、第一腕掌关节和第一跖趾关节。本病好发于中老年人，是老年人致残的主要原因。

4.4.2 热性真布病

4.4.2.1 藏医疾病名代码

G17.06.01

4.4.2.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ཚུགམ།

4.4.2.3 藏医病名（中文）

热性真布病

4.4.2.4 西医名称和范畴

类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炎、风湿性关节炎。

4.4.2.5 藏医临床症状

以关节晨僵、肿胀、疼痛变形为主症，起病隐匿，手指近端指间关节、掌指关节、手腕等小

关节最先起病，表现为对称性多个关节受累，最终出现典型的关节炎症性改变，可导致关节严重

畸形。

4.4.3 上部肾性伤散热病

4.4.3.1 藏医疾病名代码

E5.04.01

4.4.3.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མཁལུ་སམིུ་ོདུདསཀ།

4.4.3.3 藏医病名（中文）

上部肾性伤散热病

4.4.3.4 西医名称和范畴

神经根型颈椎病。

4.4.3.5 藏医临床症状

颈部疼痛、活动受限，上肢放射性疼痛、麻木等。

4.4.4 中部肾性伤散热病

4.4.4.1 藏医疾病名代码

E5.04.02

4.4.4.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མཁལུ་སམིུབཀུ་ི།

4.4.4.3 藏医病名（中文）



中部肾性伤散热病

4.4.4.4 西医名称或范畴

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

4.4.4.5 藏医临床症状

腰骶部疼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间歇性跛行，严重者可出现二便异常等。

4.5 神经内科

4.5.1 隆至病

4.5.1.1 藏医疾病名代码

K4.07.

4.5.1.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རླུསྲབ།

4.5.1.3 藏医病名（中文）

隆至病

4.5.1.4 西医名称或范畴

缺血性卒中

4.5.1.5 藏医临床症状

主症为口眼歪斜、言语不利、肢体功能障碍、感觉障碍，也可有头晕、呕吐、偏盲、复视、

共济失调、吞咽障碍等，严重可出现意识障碍。颅脑 CT 或 MRI 可明确诊断。

4.5.2 查至病

4.5.2.1 藏医疾病名代码

K4.06.

4.5.2.2 藏医病名（本民族文）

ཁནུསྲབ།

4.5.2.3 藏医病名（中文）

查至病

4.5.2.4 西医名称或范畴

出血性卒中

4.5.2.5 藏医临床症状

发病突然，主症为头痛、呕吐、不同程度口眼歪斜、言语不利、肢体功能障碍、感觉障碍，

也可有头晕、偏盲、复视、共济失调、吞咽障碍等，严重可出现意识障碍、昏迷等。颅脑 CT 或

MRI 可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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