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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成土家医药医技医术传承现状与对策研究报告

周大成土家医为古溪洲（现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永顺县）土司王宫

太医院医官的第 18代传人。1936 年 9 月 16日（农历）生于永顺县

老司城东门外周家湾。周家世代为医，在“改土归流”以前，周氏医

官为土司王宫内达官贵人服务。“改土归流”后，特别是清末以来，

周氏医家从宫廷走向民间，从“医官”到“药匠”， 为民间土家族人

看病治病。这个医疗活动的转变，更显周氏医技医术的临床活力。《周

大成土家医药医技医术抢救性传承研究》项目立项以后，我们对周氏

医技医术传承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传承现状

（一）周大成祖传土家医药医技医术的历史

湘西周氏土家医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周大成的祖先为江西吉

安府人氏。唐末至五代初，周氏先祖随彭瑊和彭玕兄弟征战溪州（现

湘西一带），彭瑊封为溪州刺史。周大成的先祖为彭瑊队伍中的随队

医官。彭瑊征服了湘西土蛮后，在永顺的万马归朝群山之中建立了土

司王朝都府。昔日的老司城曾是“城内三千户，郊外八百家”的繁华

景象。古人曾这样描述老司城：“福石城内锦作窝，土司宫畔水声波。

红灯万盏人千迭，一片缠绵摆手歌。”这是对湘西土家族千年古城的

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在土司王皇城内的寝宫前院与中院之间，设

有太医院，有太医及医官为土司王及宫内服务。周大成的先祖就是太

医院的医官，周大成祖辈历代世居在永顺土司王朝都府城内。永顺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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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土王朝从公元 907年 10月初，到清雍正 6年改土归流止，彭氏土

司世袭 28代，35次。彭氏土司王朝统治溪州达 821年。从彭瑊入主

溪州刺史至今有 1100多年的历史。周大成为湘西周氏土家医传人。

周氏土家医世代相传，据记载，周大成为第 18代传人。周大成医生

从小随父学医，行医近 60年。近年来，周大成将周氏土家医药的医

技医术传授给儿子周青松，使之成为第 19代周氏土家医传人。

（二）周氏土家医传承概况及传承特点

据周大成老医生回忆，周氏土家医为世代相传，到周青松这一代

为第 19代。周大成说，他只能讲到近 7代，在往前就没有详细资料

了。过去有周氏家谱，记载了周氏从江西吉安迁来溪州的近千年的家

族史。周大成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 50代年中期，为了确认

土家族的族别问题，国家派出调查组深入湘西龙山、永顺实地调查。

调查组到周大成所在的永顺县老司城村调查时，借走了周氏家谱，后

未归还给周家，现在无法查证周氏医官及家族历史。根据周大成医生

的回忆，现简要介绍周氏土家医近 7 代传承情况。（第 13 代传人至

19代传人）

第 1代：周之良（1784~1856），生于乾隆甲辰年六月十六日，殁

于咸丰丙辰年七月十五日，享年 72岁，行医，主治小儿疾病。

彭氏（周之良之妻）（1788~ ），生于乾隆戊申年二月初六，殁年

不详。

第 2代：周兆智（1823~1894），生于道光癸未年十月初二，殁于

光绪甲午年五月初五，享年 71岁。行医，主治小儿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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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氏（周兆智之妻）（1828~1916），生于道光戊子年冬月二十一

日，殁于民国丙辰年六月初六，享年 93岁。

第 3代：周开国（1856~1905）），生于咸丰丙辰年十月初六，殁

于光绪乙已年三月二十日，享年 49岁。一生从医，治疗小儿病为其

专长。

周欧阳氏（1858~1897），女，周开国之妻。生于咸丰戊午年九月

三十日，殁于光绪丁酉年五月十六日，享年 42岁。主治妇科病，其

医术由周开国母亲传授。

第 4代：周儒诊（1884~1948），男，土家族，周大成祖父，生于

光绪甲申年，殁于民国戊子年，享年 64岁。主治儿科病。

周杨氏（1880~1952），女，土家族。周儒诊之妻，周大成祖母。

生于光绪庚辰年腊月初三，殁于壬辰年正月十一日，享年 72岁。主

治妇科病，其医术由婆母传授。

第 5代：周正端（1902~1959），男，土家族。周大成父亲，一生

行医。生于光绪壬寅年，殁于已亥年，享年 57岁，主治儿科疾病。

陈德秀（1909~2002），女，土家族。生于宣统元年，殁于壬午年，

享年 94岁，周正端之妻，周大成母亲。医术为周家婆母相传，以治

妇科疾病为专长，兼治小儿疾病。

第 6代：周大成，男，土家族，农历 1936年 9月 16日生于永顺

县麻岔乡老司城东门外周家湾。从小随父学习土家族医术，行医近

60年，专治小儿病，兼内科疑难杂症，曾在乡镇卫生院工作 30年。

第 7代：周青松，男，土家族。1973年 10月出生。随父学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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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祖传土家族医药，为周氏土家医第 19代传人。湖南中医学院中医

专科毕业，2002年，在永顺县石堤镇开设“润寿堂”中西药药店，

请其父周大成老医生坐堂诊治疾病，一边工作，一边跟父学祖传医术

医技。

周氏土家医技医术传承形式为单传，传儿不传女，一代只传 1人，

且只传大儿子，不传其他儿子。如周大成为周正端的大儿子，周大成

的弟兄们不能跟其父亲学医。另外，周大成母亲的医术是周家婆母传

授，婆母只传大儿媳。

周氏医技医术传承的特点为，父传长子，婆传媳，父传技术为儿

科病诊疗技术，婆传媳为妇科病诊疗技术。

（三）周氏祖传土家医学术特点

湘西周氏土家医特色医疗技术是土司王宫太医院医官所传给后

代的诊疗技术。在过年的 800多年土司王朝时期，主要在宫内为达官

贵人服务。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以后，特别是近百年来，周氏土

家医走出“土司王朝”的太医院大门，为乡村土家族群众服务，深受

群众好评。周氏主要学术特点为诊治小儿疾病，如停风病、走胎病、

停食病、小儿惊风、小儿高烧等。在诊断方法上，主要是看小儿手指

纹及摸小儿肚腹。在治疗上，对小儿停风病、惊风、走胎病用提风疗

法治疗。小儿提风病法是用煮熟的鸡蛋去壳，用刀切去 1/3，将鸡蛋

黄拿出，在剩余的 2/3鸡蛋空心内放入新鲜捣烂的土家药物，再用加

热的桐油滴上 20-30滴，温度为 40度左右，将药蛋直接敷贴在小儿

肚脐上。外敷 30分钟，取出。鸡蛋外表呈青紫色，外敷前熟鸡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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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白色，敷脐后鸡蛋外表呈青或青紫色，说明小儿腹内的“风气”以

被提出。在用提风疗法前，周大成医生根据小儿病情，一般都要给小

儿做一次推抹。主要部位及方法为：推小儿拇指外侧缘赤白肉际处（也

称脾穴），从指尖到指根推抹，以清补小儿中元之气；推板门外际：

即掌侧横纹处，沿红白肉际向外推至大拇指根横纹处（也称胃穴）推

抹，以清中元之热；推抹大拇指根下平均肉处（也称板门），可通中

元积气。

治儿小发热，周大成医生多用推抹疗法冶疗。主要治疗方法为：

推抹面部“开天门”，颈部“拿风池”，推抹“肝穴”“肺穴”等部位

与方法，已达到泻热透发作用，使小儿退热。对小儿脐风的治疗，周

大成医生还采用印灯火的方法，其方法为，将点燃的灯芯点在医者的

拇指腹上，速印在患儿的所选的穴位上。土家医称印灯火，也称阴灯

火。因小儿皮肤太嫩，不宜直接燃灯火，以免引起灼伤。在土家医传

统外治法的基础上，周大成医生也辅以药物内服治疗。

周氏土家医在专治小儿走胎、惊风、发热等常见病的同时，还兼

治妇科病，到周大成这一代，周氏土家医妇科未传给周大成之妻，可

谓失传。但周大成还是能用土家族药物治疗产后腹痛等疾病。周氏治

疗产后腹痛的方剂，主要用小血藤、鸡蛋、棕树根。方法：将新鲜小

血藤根洗净、切片、鲜棕树根切片，各适量，鸡蛋 2个，放入瓦罐中

加水煮熟，鸡蛋去壳内服，此方治疗产后腹痛有较好的疗效。周大成

医生对肾病、结石病、风湿病的诊疗在临床上也取得较好的疗效。

周氏土家医主要学术特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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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专科为特长。周大成祖传医术是突出儿科疾病的治疗，

兼治内科疑难杂病。

二是，在治疗方法上突出传统土家医外治法。如治疗小儿走胎、

停食症、停风病，用祖传提风法，在临床上取得显著疗效。治疗小儿

发热，用推抹疗法。

三是，在治疗方法上，采用内外兼治。在用外治法治疗的同时，

也开方煎药内服，以增强疗效。

四是，在临床用药上，多用新鲜药物，少用陈药。如治疗小儿走

胎、停风病的提风疗法所用几种药物，全是临时采集、洗净、捣烂，

即时加工应用。

四、周大成医技医术临床应用现状

周大成医生是当地一代名医，在当地只要提起周大成医生的名

字，可谓家喻户晓。不管周大成医生在当地医院上班，或是在诊所坐

诊，每天上门求诊者络绎不绝，特别是逢当地赶场（赶集）天，病人

更多，有时一天要接诊上百人次。他对上门求诊者都进行精心的诊疗，

在临床上取得显著疗效。周大成医生医技医术的突出特点为治疗小儿

走胎、小儿惊风、小儿发热等小儿常见病，其诊疗方法独具土家医特

色，临床疗效显著，几十年来为数万儿童解除了痛苦，他成为当地土

家族同胞中的“活菩萨”。周大成医生在主治小儿疾病的同时，也治

其他疑难杂症。如对各种结石病、风湿病、肾病的诊治，在临床上也

取得较好的疗效。

周大成医生在几十年的医疗实践中，秉承祖传土家族医药之精



8

华，发挥祖传医技医术的特色，将土家医的小儿传统外治法，如小儿

提风法、小儿推抹疗法用于治疗小儿走胎、小儿停食、小儿停风、小

儿惊风、小儿发热等疾病。同时也用土家医技医术治疗其他常见病、

多发病或疑难杂症，在临床上都取得较好疗效，其经验是值得总结和

推广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氏小儿提风疗法，是适合广大农村的一

种适宜技术，具有推广的前景。

二、对策研究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老、少、边、穷”地区，也是

享受我国西部开发政策的自治州。湘西自治州经济欠发达，特别是农

村居民生活水平不高，缺医少药的现象在偏远山区农村较为严重，疾

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身心健康。我们在课题

实施过程中，按照项目计划任务，进行了《土家医传统医技医术传承

现状调查问卷》的调查，以了解当地土家医医技医术的学术地位、医

疗价值、社会需求、医生从业状况等情况，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当

前土家医存在的问题，以探讨土家医传承与发展等问题。

（一）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问卷群众认为：当地生活水平在普通水平以下的占 65%；

2、当地土家医医生没有取得行医资格，但有 60%的群众仍然找

没有行医资格的土家医医生诊治。当地没有公立的土家医医院；

3、当地群众的医疗支出占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的占 75%以

上；

4、在门诊的医药费消费中，药费占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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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家医医疗技术面临失传，有 63%的群众认为：土家医传统

医疗技术“肯定面临失传”。

（二）思考与建议

通过群众调查问卷，了解到目前土家医存在的问题，课题组进行

了深度思考，对今后土家医的传承与发展提出几点建议，供当地党政

部门在研究制定土家医药发展规划时参考。

1、建议当地政府加强对土家医药的支持与投入，继续做好发掘、

整理与抢救土家医药遗产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土家医药的传承与保护

工作，把土家医药的“根”留住，不能让土家族传统医药在我们这一

代失传。

2、开展土家医药的医学教育或专业技术的培训工作，帮助土家

医药人员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合理解决土家医执业资格问题，让土家

医生执业合法化。

3、建议在当地公立医院开设土家医专科或专科专病门诊，选择

优势病种用土家医医技医术进行诊疗，突出土家医药特色与优势，充

分利用土家族医药的卫生资源为当地各族群众服务。

4、鉴于土家医学的传承形式与特点，建议土家医药的医技医术

的传承以师带徒或祖传形式为主，把土家医传统医药经验传承下来，

有利于土家族医药的振兴与发展。

附：《土家医药医技医术传承现状调查问卷》结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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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医药医技医术传承现状调查问卷结果统计

在《周大成土家医药医技医术的抢救性传承研究》课题的研究时，

对土家医传统医技医术传承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此次调查问卷共发

65份，收回 65份。其中土家医专家调查问卷 1份；专家继承人调查

问卷 1份；专家主管领导（医院正副院长）调查问卷 3份；患者调查

问卷 60份。现将 4种调查问卷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一、专家本人调查问卷结果

1、专家的医术来源是祖传。

2、专家所在的医疗机构是公立医院。

3、专家具有行医资格（卫生局批准的行医资格）。

4、专家认为没有行医资格，对医疗活动“偶尔有不利影响，但

是问题不大”。

5、医生职业在当地很受尊敬。

6、专家在医疗活动中是专职医生。

7、专家的医疗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左右”。

8、在当地，专家的门诊收入属于“中等收入”。

9、专家认为“土家医技医术肯定面临失传”。

10、认为土家医技医术传承最佳途径为“师带徒”。

11、认为目前现代医学诊疗技术对土家医传统诊疗技术没有构成

威胁。

12、专家“非常支持”土家医适当学习现代诊疗技术。

13、专家在门诊中，“药费”在各种诊疗项目中占最高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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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专家对全科和专科两种发展思路上，认为“以全科为主流，

部分实行专科”的发展思路。

15、认为土家医门诊的盈利是“收入很一般”。

16、认为当地群众选择土家医门诊的动机是“疗效因素”。

17、在专家的总体印象中，“西医门诊量明显多于土家医门诊室”。

名老土家医周大成对课题的建议为：“多寻找民间各地老土家医

师，挖取有一定特效的医疗方法与方药，进行整理与传承保护，使我

土家医疗技术发扬光大，传承万代”。

二、专家学术传承人调查问卷结果

1、医术的主要来源为祖传。

2、所在的医疗机构性质属于“私立土家医门诊，工作人员在 3

人以上”。

3、继承人目前尚无“卫生局批准的行医资格”。

4、认为没有行医资格，对医疗活动“有很大影响”。

5、在当地，土家医医生的职业受到群众“尊敬”。

6、学术继承人是专职从事医疗活动的。

7、医疗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一半以上”。

8、门诊收入为“中等收入”。

9、认为土家医传统医疗技术“肯定面临失传”。

10、认为传承土家医传统医疗技术的最佳途径为“师带徒”。

11、认为目前现代医学诊疗技术对土家医传统诊疗技术是构成了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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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支持土家医适当学习现代诊疗技术。

13、在门诊收入中，药费占据最高份额。

14、持“以全科为主流，部分实行专科”的发展思路。

15、认为土家医门诊盈利“虽然有困难，但是只要采取措施，前

景非常乐观”。

16、认为当地群众选择在土家医门诊就医的动机是“疗效因素”。

17、认为在同等级别的西医门诊和土家医门诊中，“西医门诊量

明显多于土家医门诊”。

学术继承人周青松对课题的建议为：“对土家医药传承人，从业

人员定期组织培训，提高理论水平及业务能力。给予传承人员一定资

助，政策上适当放宽，允许民族医人员合法执业”。

三、专家主管领导调查问卷结果（3份）

（一）基本情况

1、所在地区（县辖镇所在地，下同）土家医机构和人员情况（1~6

问）

1.1土家医门诊数量为 6家，均为私立性质机构；

1.2所在地区从事土家医人数为 8人；

1.3所在地注册土家医人数 5人，其中主治医师 2人、医师 1人、

医士 2人。

2．所在单位（镇中心卫生院）基本情况（7~10问）

2.1所在单位土家医人数 1人，为无专业学历人员，属师带徒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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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所在单位第一学历为：中医专业的 2人；西医专业的 30人；

2.3 所在单位 70 岁以上的 3 人，50~69 岁的 18 人，30~49 岁的

35人，29岁以下的 21人。

（二）土家医医生的社会地位

1、土家医医生的职业受人尊敬程度：很受尊敬 2，尊敬 1

2、民间土家医生对医疗收入的依赖程度：无法确定 3

3、民间土家医的家庭对土家医医疗收入的依赖程度：不依赖 3

4、当地土家医医生的工作收入基本属于：普通收入 3

（三）土家医医生的医疗技术

5、土家医医生的传统医疗技术的主要来源于：祖传 3

6、认为土家医传统医疗技术面临失传的危险：肯定面临失传 3

7、认为传承传统土家医医疗技术的最佳途径是哪种：师带徒 3

8、认为目前现代医学诊疗技术对土家医传统诊疗技术构成威胁：

是 2，部分技术或者部分地区构成威胁 1

9、是否支持土家医适当学习现代诊疗技术：非常支持 1，支持 1，

一般 1

10、以下哪种项目在目前土家医医生的门诊收入中占有最高份

额：药费 2，挂号费或出诊费 1

11、对土家医医生的全科与专科两种发展思路持何种态度：以专

科为主流，部分实行全科 3

（三）土家医门诊情况

12、土家医门诊的盈利状况从主流上状况如何：收入很一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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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而且前景也不乐观 2

13、当地群众选择土家医门诊的最重要动机是：疗效因素 3

14、在同等级别的土家医门诊西医门诊中，哪种门诊量更多：西

医门诊量明显多于土家医门诊量 3

（四）对课题的建议

1、加强对民族医药的保护；

2、鼓励有独特诊疗技术的土家医执业行医；

3、实行土家医药传承人制度；

4、经常组织基层民族医药人员培训；

5、给予经费支持。

四、患者调查问卷

1、患者的生活水平在本地属哪一种？

A.占 3.33% B.占 33.33% C.占 46.67% D.占 15% E.占 1.67%

2、您经常去的土家医医疗机构的性质属于哪一种？

A.占 5% B.占 3.33% C.占 20% D.占 66.67% E.占 5%

3、您经常求医的土家医医生是否有行医资格？

A.占 23.33% B.占 56.67% C.占 6.67% D.占 13.33%

4、在土家医医生没有行医资格的情况下，您任然坚持求治，最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A. 占 21.67% B. 占 3.33% C. 占 11.67% D. 占 1.67%

E.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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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家医医生的职业受人尊敬程度如何？

A.占 40% B.占 3% C.占 10%

6、医疗支出在您家庭收入所占比例是多少？

A.占 23.33% B.占 65% C.占 8.33% D.占 3.33%

7、在您的医疗支出中，土家医医疗支出所占比例是多少？

A．占 3.33% B.占 5.0% C.占 35% D.占 53.33% E.占 3.33%

8、在同等级别的土家医门诊和西医门诊中，您更愿意选择哪一种？

A.占 53.335 B.占 31.67% C.占 15% D.0

9、影响您在西医和土家医门诊之间做出选择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A.占 5% B占 43.33% C.占 5% D.占 43.33% E.占 3.33%

10、在您土家医门诊的消费中，一下哪种项目占最高份额？

A.0 B占 80% C.占 15% D.占 5%

11、根据您的感受，您是否认为土家医传统医疗技术面临失传的危

险？

A.占 63.33% B占 30% C.占 6.67%

12、您认为传承土家医医疗技术的最佳途径是哪一种？

A.占 76.67% B占 21.67% C.占 1.66%

13、您是否认为目前现代医学诊疗技术对土家医传统诊疗技术构成威

胁？

A.占 60% B.占 8.33% C.占 21.67% D.占 10%

14、您是否支持土家医适当学习现代诊疗技术？

A.占 30% B.占 51.67% C.占 16.67% D.占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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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您愿意看全科的土家医医生或者专科土家族医生？

A.占 45% B.占 55%

16、根据您的体会，土家医门诊的盈利状况如何？

A.占 13.33% B.占 68.33% C.占 16% D.占 3.33%

17、对工作的建议

（1）建议地方政府对民族医药加强扶持与保护，特别是土家医

技医术的保护与应用。

（2）开展土家医药知识培训，提高土家医药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合理解决土家医医生执业资格问题，让土家医生执业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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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医传统医技医术传承现状调查问卷（群众）分析

根据《民族医名老专家医技医术的抢救性传承研究》课题要求，

对来名老土家医周大成医生处求医的患者进行了《土家医传统医技医

术传承现状调查问卷》调查。现将调查问卷情况统计分析如下。

1、调查问卷方法

本次群众调查问卷对象均为来周大成医生处就医患者。采用现场

问卷调查方法，由调查问卷群众根据问卷调查表内容选答。对不识字

的群众由研究者根据表中内容问卷式方法进行，由研究者代为群众填

问卷表。

2、调查问卷一般情况

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 60份，收回 60份。

调查问卷群众共计 60人，其中男性 47人，占 78.33%；女性 13

人，占 21.67%。年龄在 23岁至 80岁之间，平均年龄 47.56岁。民族

分布为土家族 53人，占 88.33%；苗族 2人，占 3.33%；汉族 5人，

占 8.33%。

3、调查问卷内容统计分析

3.1调查问卷 1~15题统计分析结果。见附表

3.2调查问卷 16题，群众对民族医疗工作的建议。

希望政府加强对民族医药支持与投入，做好民族医药的抢救与传

承工作，培训土家族医药人员，提高土家医人员的医技医术水平，使

土家族医药成为当地的卫生资源，为土家族地区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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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讨论

通过调查问卷，对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选择就医机构，

选择医生、医疗费用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群众选择土家族医药

医技医术应用等情况有所了解。群众还对发展当地民族医药提出了建

议，有利于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

4.1当地群众的收入处于普通水平，医疗费用支出占家庭收入比

例较大，门诊药费占门诊费用的 80%，医疗费与药费比例失调。

当地是土家族聚居地，在群众经济收入中，普通收入占 46.67%，

低收入占 15%，两项相加占 60%以上，说明当地民族经济欠发达，部

分群众还生活在贫困之中。医疗费用支出占家庭经济收入三分之一的

占 65%，医疗费用支出比例大，影响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与生产。

在门诊医疗消费中，门诊药费占 80%以上，医技费用所占比例不足

20%，医技费用与药费比例失调，说明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设备少，在

门诊治疗中得不到先进医疗设备的诊疗，影响诊疗水平的提高。

4.2当地群众对土家医药医技医术的选择与对土家医药传承的认

识。

当地群众选择就医中，选择当地民族医门诊就诊的占 53.33%。

在选择西医与土家医门诊之间的主要因素为“观念因素”和“疗效因

素”的各占 43.33%。有 63.33%的群众认为土家医传统医疗技术“肯

定面临失传”的危险。有 60%的群众认为，现代医学对土家族医学已

经构成威胁。在传承土家族医学的途径上，有 76.67%的群众认为“祖

传”是传承土家族医学的主要途径。有 61.67%的群众选择在设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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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资格的医生处看病，认为疗效好，才来诊疗。

4.3调查问卷中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湘西自治州民间开设的民族医诊所，有部分医生没有取得行医

资格，但是还有近 60%的患者找这些没有行医资格的医生诊疗，说明

群众对医师执业资格政策不了解，法律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有

必要加强相关法律知识普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土家族传统医药

受到现代医学诊疗技术的威胁，认为土家医面临失传的危险，这就为

党和政府提出了如何做好抢救、保护与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问题。在

湘西少数民族地区 70%以上群众医疗支出占家庭经济收入三分之一

以上，说明当地经济欠发达，健康状况不容乐观，需要国家继续扶植

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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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答案的结果与分析：

1、您的生活水平在本地属于哪一种 ? ( )
A高收入 B中等收入 C普通 D低收入 E无法估计

答案出现的频率： A (2) B(20) C(28) D(9) E(1)

2、您经常去的土家医医疗机构的性质属于哪一种？ ( )
A公立土家医门诊 B公私合作的门诊 C私立土家医门诊，工作人员在三人以上 D土家医

开办的门诊，经卫生局批准，工作人员在三人以下 E土家医开办的门诊，未经卫生局批准，

偶尔行医

答案出现的频率： A (3) B(2) C(12) D(40 ) E(3)

3、您经常求治的土家医大夫是否有行医资格？ ( )
A有卫生局批准的行医资格 B没有卫生局批准的行医资格，也不介意 C没有卫生局批准

的行医资格，很担心，发现后就放弃了 D没有卫生局批准的行医资格，很担心，但是因为

很多原因还在坚持求治

答案出现的频率： A (14) B(34) C(4) D(8 ) 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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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土家医大夫没有行医资格的情况下，您仍然坚持求治，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 )
A收费便宜 B交通方 C习惯 D语言交流方便，服务好 E疗效好

答案出现的频率： A (13) B(2) C(7) D(1 ) E(37)

5、就您的体会，土家医医生的职业受人尊敬程度如何？ ( )
A很受尊敬 B尊敬 C一般 D不尊敬 E无法确定

答案出现的频率： A (24) B(30) C(6) D(0) E(0)

6、您的医疗支出在您的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是多少？ ( )
A很少，不值得提 B三分之一左右 C一半左右 D大部分 E负债

答案出现的频率： A (14) B(39) C(5) D(2 ) E(0)

7、在您的医疗支出中，土家医医疗支出所占比例是多少？ ( )
A全部 B一半以上 C一半左右 D一半以下 E很少，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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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出现的频率： A (2) B(3) C(21) D(32 ) E(2)

8、根据您的求医经历，在同等级别的土家医门诊和西医门诊中，您更愿意选择哪一种？

( )
A土家医门诊 B西医门诊 C无法确定

答案出现的频率： A (32) B(19) C(9) D(0 ) E(0)

9、影响您在西医和土家医门诊之间作出选择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 )
A交通因素 B观念因素 C费用因素 D疗效因素 E语言或其他服务因素

答案出现的频率： A (3) B(26) C(3) D(26 ) E(2)

10、在您土家医门诊的消费中中，以下哪种项目占有最高份额？ ( )
A挂号费或出诊费 B药费 C非药物疗法 D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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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出现的频率： A (0) B(48) C(9) D(3 )

11、根据您的感受，您是否认为土家医传统医疗技术面临失传的危险？ ( )
A肯定面临失传 B不能确定这种危险的存在 C不存在这种危险

答案出现的频率： A (38) B(18) C(4)

12、您认为传承传统土家医医疗技术的最佳途径是哪一种？ ( )
A祖传 B师带徒 C学校教学 D短期培训 E其他

答案出现的频率： A (46) B(13) C(1) D(0 ) E(0)

13、您是否认为目前现代医学诊疗技术对土家医传统诊疗技术构成威胁？ ( )
A是 B否 C不确定 D部分技术或者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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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出现的频率： A (36) B(5) C(13) D(6 )

14、你是否支持土家医适当学习现代诊疗技术？ ( )
A非常支持 B支持 C一般 D反对 E非常反对

答案出现的频率： A (18) B(31) C(10) D(1 ) E(0)

15、您愿意看全科的土家医医生还是看专科的土家医？ ( )
A全科 B专科 C无法确定

答案出现的频率： A (27) B(33) C( 0)

16、根据您的体会，土家医门诊的盈利状况如何？ ( )
A盈利状况很乐观 B收入很一般 C基本持平，但是很艰难 D虽然有困难，但是只要采

取措施，前景非常乐观 E很难，而且前景也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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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出现的频率： A (8) B(41) C(9) D(2 ) E(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