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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 社 会 抑 郁 焦 虑 等 心 理 健 康 问 题 引 起 重 视 ， 同 时 社 会

环 境 演 变 对 大 众 心 理 产 生 影 响 [1]， 心 身 疾 病 发 生 率 近 年 呈 上

升 趋 势 ， 药 物 治 疗 副 作 用 问 题 得 到 关 注 ， 寻 求 一 种 有 效 防 治

心 身 疾 病 的 疗 法 意 义 重 大 。 耳 穴 疗 法 作 为 中 医 非 药 物 疗 法 的

一 种 ， 能 减 轻 药 物 对 人 体 伤 害 ， 在 心 身 疾 病 防 治 运 用 中 得 到

越 来 越 多 的 重 视 。 耳 穴 诊 疗 技 术 [2] 在 中 西 医 结 合 理 论 的 指 导

下 ， 融 合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 是 通 过 观 察 、 测 定 、 刺 激 穴 位 达 到 诊

断 、 防 治 疾 病 及 养 生 保 健 的 一 种 特 色 医 疗 方 法 。 耳 穴 诊 断 主

要 包 括 耳 穴 望 诊 、 触 诊 、 电 测 、 染 色 和 影 像 扫 描 等 多 种 诊 断 技

术 [3]， 耳 穴 治 疗 包 括 耳 穴 贴 压 、 耳 穴 放 血 、 耳 穴 毫 针 、 耳 穴 管

针 、 耳 穴 火 针 、 耳 六 注 射 、 耳 穴 割 治 、 耳 六 按 摩 、 耳 穴 点 压 等 方

法 [4]。 耳 穴 疗 法 是 中 医 特 色 外 治 法 ， 主 要 通 过 调 理 脏 腑 、 疏 通

经 络 达 到 心 身 疾 病 的 形 、 气 、 神 同 治 。

刘 继 洪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 现 任 中 国 针 灸 学 会 耳 穴 诊 治

专 业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 中 华 中 医 药 学 会 外 治 分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 广 东 省 针 灸 学 会 耳 穴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 、 广 东 省 中 西

医 结 合 学 会 治 未 病 专 业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 其 经 过 多 年 的 学

术 研 究 与 临 床 实 践 ， 提 出 形 气 神 精 准 治 未 病 理 论 ， 强 调 以 人

为 本 及 辨 体 、 辨 病 、 辨 证 结 合 ， 将 治 未 病 诊 疗 行 为 整 合 为 定

性 -定 位 -定 法 -评 估 -调 整 5 个 诊 疗 步 骤 ， 并 分 为 形 、 气 、 神 3 个

路 径 开 展 ， 在 耳 穴 诊 疗 中 成 熟 应 用 多 年 ， 逐 渐 形 成 独 具 特 色

的 形 气 神 耳 穴 诊 疗 法 ， 此 诊 疗 法 使 人 体 达 到 阴 阳 平 衡 、 形 气

神 合 一 ， 促 进 患 者 身 心 健 康 ， 这 与 刘 继 洪 提 倡 的 养 生 治 未 病

阴 阳 平 衡 、 形 气 神 合 一 、 天 人 合 一 三 境 界 相 吻 合 。 笔 者 有 幸 跟

师 学 习 ， 收 益 颇 丰 ， 现 将 刘 继 洪 运 用 形 气 神 耳 穴 诊 疗 法 防 治

心 身 疾 病 的 经 验 总 结 如 下 ， 以 飨 同 道 。

1 形气神理论与心身疾病

1.1 中医对形气神的认识 形 气 神 生 命 观 最 早 见 于 西 汉 典

籍 《 淮 南 子 · 原 道 训 》 [5]， 其 指 出 ： “ 形 者 ， 生 之 舍 也 ； 气 者 ， 生 之

充 也 ； 神 者 ， 生 之 制 也 。 一 失 位 则 三 者 伤 矣 。 ” [6] 中 医 学 认 为 形

气 神 是 人 体 三 大 基 本 要 素 。 “ 形 ” [7]是 物 质 基 础 ， 如 脏 腑 、 组 织 、

形 体 官 窍 、 四 肢 百 骸 等 有 形 之 实 体 均 可 属 于 “ 形 ” 的 范 畴 ， 还

包 含 分 布 于 体 内 起 滋 润 濡 养 作 用 的 精 微 物 质 [8]。 “ 气 ” 是 维 持

人 体 生 命 活 动 的 原 动 力 ， 是 人 体 生 命 特 殊 物 质 ， 它 不 仅 充 斥

于 人 体 脏 腑 组 织 之 中 ， 而 且 弥 散 于 有 形 机 体 的 周 围 。 “ 神 ” 有

广 义 与 狭 义 之 分 ， 这 特 指 狭 义 之 神 的 概 念 ， 即 人 体 的 意 识 活

动 ， 并 包 括 各 种 心 理 思 维 过 程 及 情 志 变 化 。 《 灵 枢 · 天 年 》 云 ：

“ 失 神 者 死 ， 得 神 者 生 也 。 ” 其 强 调 了 神 在 人 体 生 命 活 动 的 重 要

性 ， 能 主 宰 感 官 意 识 思 维 活 动 、 情 志 活 动 等 [9]。

刘 继 洪 认 为 人 体 生 理 功 能 及 病 理 状 态 均 包 含 形 气 神 3 个

层 面 内 容 ， 应 首 先 明 确 形 、 气 、 神 的 定 性 、 定 位 ， 再 选 择 合 适 的

治 疗 方 式 ， 以 达 形 气 神 兼 治 的 目 的 。 人 体 的 神 可 分 为 五 脏 神 、

脑 神 、 心 神 3个 层 次 [10]。 抑 郁 症 、 强 迫 症 、 双 向 情 感 障 碍 、 躁 狂 症

等 一 些 重 度 心 理 问 题 及 精 神 疾 病 ， 需 要 一 定 西 药 治 疗 的 同 时 ，

也 可 从 神 的 不 同 等 级 层 面 去 调 治 ， 而 轻 中 度 的 情 志 、 心 理 、 精

神 疾 病 ， 中 医 的 安 神 疗 法 会 更 多 的 选 择 。 形 气 神 三 者 并 不 是

孤 立 的 ， 而 是 相 互 联 系 ， 相 互 作 用 甚 至 相 互 影 响 ， 在 维 持 人 体

基 本 生 命 活 动 发 挥 相 互 作 用 。 章 文 春 [11]提 出 “ 形 气 神 三 位 一 体

生 命 观 ” ， 其 强 调 了 人 体 是 形 、 气 、 神 三 者 统 一 构 成 的 整 体 ， 以

及 形 气 神 三 位 一 体 的 重 要 性 ， 也 正 好 印 证 了 此 观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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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于形气神理论对心身疾病的认识 心 身 疾 病 ， 作 为 一

种 介 于 躯 体 疾 病 和 神 经 症 之 间 的 一 类 疾 病 ， 是 指 由 神 志 异 常

引 起 躯 体 症 状 的 病 变 过 程 。 临 床 发 现 心 身 疾 病 的 病 因 十 分 复

杂 ， 且 发 病 慢 ， 病 程 迁 延 难 愈 ， 而 且 药 物 治 疗 只 能 缓 解 ， 很 难

从 根 本 治 愈 [12]。 其 实 中 医 疾 病 范 畴 里 无 心 身 疾 病 的 概 念 [13]， 中

医 强 调 整 体 观 ， 认 为 躯 体 和 精 神 是 一 个 整 体 ， 认 为 七 情 内 伤

是 主 要 致 病 因 素 之 一 。 随 着 社 会 环 境 发 生 变 化 ， 中 医 对 心 身

疾 病 的 病 因 向 着 多 元 化 ， 复 杂 化 发 展 [14]。 心 身 疾 病 的 中 医 管 理

既 继 承 了 中 医 的 辨 病 和 辨 证 理 念 ， 也 吸 收 了 现 代 心 身 医 学 的

心 理 管 理 和 躯 体 管 理 两 部 分 内 容 [15]。

中 医 心 身 医 学 ， 是 在 中 医 药 理 论 的 指 导 下 防 治 心 身 疾 病

的 学 科 ， 是 中 医 学 吸 收 现 代 心 身 医 学 的 技 术 方 法 ， 吸 收 创 新 ，

促 进 现 代 化 的 学 科 。 其 理 论 ， 源 自 《 黄 帝 内 经 》 的 天 人 合 一 论 、

形 神 合 一 论 等 ， 《 伤 寒 杂 病 论 》 有 小 柴 胡 汤 、 甘 麦 大 枣 汤 等 经

方 治 疗 情 志 病 。 王 苏 童 等 [16]认 为 心 身 疾 病 涉 及 形 、 气 、 神 3 个 方

面 的 病 变 ， 三 者 之 间 相 互 影 响 ， 相 互 促 进 ， 共 同 影 响 疾 病 的 发

生 发 展 及 恶 化 ， 其 演 变 过 程 涉 及 神 志 病 、 气 化 病 、 形 质 病 3 个

方 面 ， 分 别 对 应 精 神 疾 病 、 功 能 性 疾 病 、 器 质 性 疾 病 。

2 刘氏形气神耳穴诊疗法

2.1 耳穴的形气神整合模式 耳 朵 作 为 一 个 投 射 整 个 身 体

的 微 系 统 ， 能 综 合 准 确 地 反 映 人 身 心 整 体 情 况 。 耳 穴 与 形 （ 解

剖 与 结 构 方 面 ） 、 气 ( 功 能 与 能 量 方 面 ) 和 神 ( 精 神 与 心 理 方 面 )

有 密 切 联 系 。

耳 穴 形 似 倒 置 胚 胎 ， 相 当 于 我 们 的 房 舍 ， 是 分 布 于 耳 廓

上 的 腧 穴 ， 其 命 名 大 部 分 是 对 应 人 体 解 剖 位 置 、 形 体 结 构 定

名 ， 故 赋 予 其 “ 形 ” 的 属 性 。 当 人 体 形 体 结 构 及 内 脏 器 官 发 生

病 理 改 变 时 ， 往 往 会 在 耳 廓 的 对 应 穴 位 呈 现 阳 性 定 位 反 应 ， 根

据 病 程 不 同 ， 会 出 现 如 压 痛 、 变 色 、 结 节 等 ， 刘 继 洪 课 题 组 通

过 《 家 兔 急 慢 性 胃 炎 模 型 耳 穴 超 微 结 构 变 化 与 疾 病 进 程 的 实

验 研 究 》 ， 证 明 了 耳 穴 超 微 结 构 与 急 慢 性 疾 病 进 程 的 相 关 性 。

“ 耳 者 宗 脉 之 所 聚 也 ” ， 十 二 经 脉 直 接 或 间 接 上 达 于 耳 ，

与 脏 腑 经 络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故 通 过 针 刺 、 埋 针 、 放 血 、 耳 穴

贴 压 、 磁 疗 、 按 摩 等 耳 穴 疗 法 来 可 调 节 人 体 的 气 血 运 行 ， 发 挥

气 的 功 能 和 能 量 ， 调 节 经 络 脏 腑 功 能 。

神 的 调 治 与 现 代 医 学 相 关 学 说 息 息 相 关 ， 调 “ 脑 神 ” 依 据

近 脑 学 说 ， 耳 廓 在 头 部 两 侧 ， 距 脑 及 脑 干 系 统 最 近 ， 故 耳 穴 具

有 调 节 皮 层 神 经 、 中 枢 神 经 有 位 置 的 优 势 ； 安 “ 五 脏 神 ” 依 据

神 经 学 说 ， 耳 廓 神 经 很 丰 富 ， 包 括 迷 走 神 经 的 分 支 及 随 着 颈

外 动 脉 而 来 的 交 感 神 经 ， 交 感 神 经 分 布 在 全 身 的 脏 器 ， 对 维

持 全 身 脏 腑 功 能 有 重 要 支 配 作 用 ， 迷 走 神 经 是 调 节 内 脏 的 主

要 神 经 ， 对 脏 腑 平 衡 有 较 好 稳 定 作 用 ； 稳 心 神 则 稳 定 及 缓 解

焦 虑 、 疼 痛 等 负 性 情 绪 ， 欧 洲 耳 针 [17] 研 究 发 现 耳 垂 分 布 一 些

“ 痛 苦 的 记 忆 ” （ pain memory） 穴 位 点 ， 德 国 弗 兰 克 · 巴 尔

（ Frank Bahr)[18] 研 究 也 发 现 耳 廓 上 有 不 少 心 理 障 碍 （ mental

blockages） 的 穴 位 点 ， 通 过 合 适 的 耳 穴 刺 激 能 起 心 理 治 疗 、 稳

定 情 绪 等 作 用 。

神 生 于 形 ， 形 主 宰 于 神 ， 神 依 附 于 形 ， 神 明 则 形 安 。 耳 穴

诊 疗 法 融 合 形 气 神 理 论 既 创 新 发 展 了 耳 穴 诊 疗 法 ， 同 时 丰 富

了 传 统 形 气 神 理 论 。

2.2 定性-定位-定法-评估-调整5个诊疗步骤 形 气 神 诊

疗 法 将 传 统 耳 穴 望 诊 、 触 诊 及 耳 穴 电 测 法 结 合 体 质 辨 识 、 红

外 热 成 像 、 舌 脉 信 息 等 整 合 为 定 性 - 定 位 - 定 法 - 评 估 - 调 整

5 个 诊 疗 步 骤 。 通 过 耳 穴 视 、 触 、 电 测 法 结 合 舌 脉 信 息 ， 已 能 初

步 定 位 、 定 性 患 者 体 质 ， 以 及 形 、 气 、 神 状 态 。 《 灵 枢 · 师 传 》 云 ：

“ 视 耳 好 恶 ， 以 知 其 性 。 ” 刘 继 洪 根 据 耳 穴 视 诊 耳 廓 大 小 、 观 察

耳 穴 变 色 变 形 、 丘 疹 屑 、 油 脂 等 不 同 反 应 ， 触 诊 耳 廓 质 地 软

硬 ， 再 结 合 压 痛 法 与 电 测 法 判 断 脏 腑 经 络 邪 气 盛 衰 ， 其 临 床

经 验 判 断 耳 廓 质 软 多 为 虚 症 ， 质 硬 多 为 实 ， 压 痛 反 映 局 部 炎

症 ， 电 测 法 则 反 映 经 络 气 血 受 阻 ， 简 单 的 耳 穴 视 、 触 、 电 测 法

亦 能 成 为 躯 体 、 内 脏 病 症 诊 断 及 治 疗 取 穴 的 依 据 。 通 过 “ 定

性 、 定 位 ” 两 大 步 骤 ， 对 患 者 的 标 本 特 征 有 充 分 的 了 解 ， 以 急

则 治 其 标 （ 病 位 ） ， 缓 则 治 其 本 （ 体 质 ） ， 急 缓 一 般 以 一 周 为 度 ，

选 择 合 适 治 法 进 行 干 预 。 如 不 同 耳 穴 刺 激 方 法 ， 实 证 选 择 耳

针 、 耳 部 刮 痧 等 为 泻 ， 虚 证 选 取 耳 穴 压 豆 、 耳 穴 灸 法 等 为 补 ，

此 为 定 法 。 治 疗 前 后 症 状 改 变 及 运 用 量 表 等 进 行 评 估 ， 最 后

根 据 评 估 结 果 ， 调 整 整 体 治 疗 方 案 。 综 上 所 述 ， 此 为 5 个 诊 疗

步 骤 ， 其 在 形 、 气 、 神 3 个 路 径 中 均 有 相 应 详 细 运 用 。

2.3 形、气、神3个路径

2.3.1 形 ： 定 形 、 治 形 形 ， 分 为 定 形 （ 辨 别 体 质 、 疾 病 以 及 病

位 ） 和 治 形 （ 治 疗 调 理 机 体 功 能 ） 。 形 的 定 形 ， 刘 继 洪 根 据 耳 穴

视 诊 、 触 诊 、 压 痛 法 来 定 性 、 定 位 。 耳 穴 视 诊 观 察 耳 廓 、 所 选 取

耳 穴 的 色 泽 、 形 态 、 硬 度 及 分 泌 物 等 阳 性 反 应 物 来 判 断 患 者

整 体 机 体 形 的 状 态 ， 即 脏 腑 功 能 ， 如 ： 痔 疮 患 者 在 肛 门 穴 可 见

结 节 状 隆 起 ， 丘 疹 样 改 变 ， 伴 水 肿 或 色 褐 等 [4]； 白 带 增 多 的 患

者 可 在 耳 部 三 角 窝 见 丘 疹 、 脱 屑 或 脂 溢 。 再 根 据 患 者 自 身 的

体 质 状 态 对 其 健 康 与 疾 病 整 体 要 素 进 行 充 分 了 解 和 把 握 。 定

位 ， 确 定 形 的 病 变 部 位 ， 通 过 耳 穴 触 诊 法 相 应 耳 穴 部 位 的 皮

下 形 态 、 质 地 、 压 痛 、 压 痕 等 方 面 变 化 了 解 疾 病 发 展 进 程 ， 亦

可 利 用 影 像 、 红 外 线 检 测 、 成 分 分 析 等 检 测 判 定 病 位 ， 落 实 经

络 脏 腑 等 [4]。 综 上 所 述 ， 因 人 制 宜 ， 耳 穴 诊 疗 能 够 消 除 耳 部 出

现 的 阳 性 反 应 物 ， 此 为 治 形 。 对 心 身 疾 病 患 者 而 言 ， 治 疗 上 常

发 挥 耳 穴 疗 法 的 消 炎 止 痛 作 用 [19]。 刘 继 洪 治 形 遵 循 未 病 先 防 、

即 病 防 变 原 则 ， 如 原 发 性 高 血 压 患 者 常 见 在 肾 上 腺 穴 呈 点 状

或 片 状 红 晕 ， 故 治 疗 上 除 了 调 理 心 脏 气 血 功 能 ， 要 注 意 顾 护

肾 气 。

2.3.2 气 ： 辨 气 、 调 气 气 ， 先 辨 气 后 调 气 。 辨 气 ， 即 气 的 定

性 。 刘 继 洪 通 过 脉 诊 判 断 患 者 经 络 之 气 及 脏 腑 之 气 的 变 化 ，

结 合 耳 穴 电 测 法 精 准 判 断 耳 廓 病 变 脏 腑 邪 气 盛 衰 ， 以 及 通 过

耳 穴 电 阻 的 变 化 获 取 耳 穴 阳 性 反 应 点 ， 以 此 判 定 为 何 种 气

（ 经 气 、 卫 气 、 元 气 、 脏 腑 ） 的 障 碍 。 耳 穴 亦 可 分 辨 邪 气 ， 邪 气 病

灶 定 位 可 通 过 血 管 自 主 信 号 VAS 测 定 [20]耳 廓 内 、 中 、 外 胚 胎 层

看 出 人 体 器 官 在 耳 廓 中 的 反 映 部 位 。 通 过 候 气 针 灸 、 自 主 血

管 信 号 VAS 测 定 和 相 关 诊 疗 技 术 ， 能 对 邪 气 进 行 定 位 和 消

除 。 “ 耳 为 宗 脉 所 聚 ” ， 耳 穴 诊 疗 能 疏 通 经 络 ， 振 奋 脏 腑 气 机 。

如 ： 邪 气 盛 时 行 耳 尖 放 血 ， 正 气 虚 时 先 行 耳 部 刮 痧 疏 通 脏 腑

经 络 ， 运 行 气 血 结 合 耳 穴 压 豆 起 到 补 益 作 用 。 心 身 疾 病 在 中

医 学 中 属 于 七 情 致 病 的 范 畴 ， 神 志 异 常 往 往 影 响 气 机 运 动 ，

《 素 问 · 举 痛 论 篇 》 云 ： “ 怒 则 气 上 ， 喜 则 气 缓 ， 悲 则 气 消 ， 恐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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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下 … … 惊 则 气 乱 … … 思 则 气 结 。 ” 因 此 对 心 身 疾 病 的 防 治 ，

调 气 尤 为 重 要 。

2.2.3 神 ： 识 神 、 安 神 刘 继 洪 主 张 调 神 要 在 治 形 和 调 气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 且 神 的 治 疗 要 兼 顾 神 的 3 个 层 次 ， 它 们 类 似 于 意

识 （ 思 维 ） 、 心 态 、 潜 意 识 3 种 状 态 ， 是 相 互 影 响 ， 密 不 可 分 的 。

中 医 学 理 论 认 为 “ 心 神 ” 起 主 宰 作 用 ， 通 过 心 与 血 脉 的 活

动 表 现 出 来 ， 其 主 宰 产 生 了 人 体 各 脏 腑 器 官 局 部 之 神 ， 即 “ 五

脏 神 ” 。 脑 主 神 明 ,“ 脑 神 ” 即 精 神 意 识 ， “ 心 神 ” 支 配 “ 五 脏 神 ” ，

如 支 配 神 、 魂 、 魄 、 意 、 志 、 喜 、 思 、 悲 、 恐 等 。 心 身 疾 病 的 患 者 临

床 上 往 往 可 出 现 不 同 程 度 的 精 神 心 理 障 碍 ， 可 统 称 为 神 志 异

常 ， 刘 继 洪 主 张 诊 疗 上 不 能 单 单 认 为 是 精 神 心 理 层 次 上 的 异

常 ， 也 要 结 合 神 的 3 个 层 次 的 相 互 联 系 去 把 握 患 者 的 心 态 、 意

愿 及 病 变 脏 腑 功 能 状 态 等 。

现 代 医 学 的 最 新 研 究 进 展 表 明 ， 人 体 的 生 命 活 动 并 不 仅

仅 受 神 经 系 统 的 调 节 ， 还 要 接 受 内 分 泌 系 统 、 免 疫 系 统 的 复

杂 调 节 和 影 响 。 “ 脑 神 ” 是 指 “ 神 经 - 内 分 泌 - 免 疫 网 络 ” 对 内 外

环 境 信 息 进 行 翻 译 、 整 理 及 储 存 的 综 合 过 程 。 而 《 黄 帝 内 经 》

中 所 谓 的 “ 神 ” 主 要 指 网 络 中 的 体 液 ， 尤 其 是 免 疫 部 分 的 信 息

处 理 功 能 ， 因 为 免 疫 因 子 主 要 以 血 管 、 组 织 液 和 淋 巴 管 为 循

行 通 道 。 因 此 ， 当 机 体 内 外 环 境 发 生 变 化 时 ， 中 枢 神 经 系 统 通

过 整 合 “ 神 经 - 内 分 泌 - 免 疫 网 络 ” 的 相 互 作 用 调 节 心 输 出 量

及 各 部 分 血 管 的 舒 缩 变 化 ， 此 乃 “ 脑 神 ” 对 “ 心 神 ” 的 反 馈 作

用 ， 心 血 管 系 统 的 反 应 调 节 ， 是 系 统 整 合 作 用 方 式 的 主 要 途

径 ， 所 以 诊 查 心 血 管 功 能 变 化 能 间 接 推 测 机 体 “ 神 经 - 内 分

泌 - 免 疫 网 络 ” 整 合 形 式 的 变 化 。 心 血 管 功 能 变 化 无 疑 是 机 体

“ 神 经 - 内 分 泌 - 免 疫 网 络 ” 整 合 形 式 的 最 佳 信 息 输 出 窗 口 。 刘

继 洪 强 调 耳 穴 虽 小 ， 但 也 能 起 调 节 三 者 的 作 用 ， 如 神 门 穴 ， 能

镇 静 安 神 ， 交 感 穴 调 节 自 主 神 经 功 能 紊 乱 ， 缘 中 调 节 内 分 泌

系 统 ， 皮 质 下 能 起 调 节 大 脑 皮 层 兴 奋 与 抑 制 作 用 。 此 外 神 的

诊 疗 除 了 四 诊 合 参 外 刘 继 洪 多 借 助 精 神 压 力 分 析 仪 ， 该 仪 器

采 用 心 率 变 异 性 （ HRV） 原 理 ， 进 行 自 主 神 经 系 统 平 衡 检 查 ，

检 测 精 神 压 力 对 自 主 神 经 系 统 的 影 响 ， 辅 助 检 测 由 于 交 感 神

经 和 副 交 感 神 经 系 统 紊 乱 造 成 的 焦 虑 、 抑 郁 、 睡 眠 障 碍 等 心

理 问 题 ， 评 估 由 于 躯 体 性 障 碍 造 成 的 心 理 障 碍 ， 对 机 体 的 承 受

压 力 情 况 、 抗 压 能 力 、 疲 劳 度 进 行 筛 查 等 ， 即 通 过 客 观 数 据 如

心 输 出 量 、 生 理 压 力 、 心 理 压 力 等 呈 现 神 的 3 个 层 次 。

神 能 统 精 驭 气 ， 神 志 异 常 会 造 成 躯 体 症 状 发 生 或 加 重 ，

亦 会 导 致 气 机 逆 乱 。 因 此 通 过 患 者 自 我 意 识 的 主 动 修 炼 ， 即

健 康 心 态 调 整 ， 令 其 反 馈 于 心 神 ， 调 节 并 振 奋 脏 腑 气 机 ， 使 心

神 得 以 稳 定 。 心 神 安 稳 和 气 机 畅 顺 ， 使 体 魄 更 加 强 健 ， 使 脑 神

不 断 升 华 ， 从 而 实 现 患 者 心 态 、 情 绪 等 改 善 。 综 上 所 述 ， 形 、

气 、 神 三 者 的 异 常 ， 往 往 是 交 织 相 融 ， 环 环 相 扣 的 。

临 床 上 ， 神 的 定 性 分 为 九 型 人 格 或 五 行 人 格 ， 根 据 各 类

型 人 格 特 点 给 予 针 对 性 心 理 干 预 治 疗 。 神 发 生 变 化 时 其 会 在

耳 朵 上 反 映 （ 诊 断 ） ， 也 可 通 过 精 神 压 力 分 析 、 脑 电 图 、 焦 虑 及

抑 郁 量 表 、 心 理 评 估 等 进 行 情 志 、 心 态 及 心 理 状 态 定 位 ， 选 择

耳 穴 针 刺 、 贴 压 、 按 摩 等 方 法 进 行 干 预 治 疗 ， 使 脑 神 、 心 神 、 五

脏 神 各 安 其 位 ， 形 神 同 治 ， 以 形 调 神 ， 形 神 同 调 。 刘 继 洪 治 疗

焦 虑 抑 郁 耳 穴 经 验 用 穴 为 ： 扁 桃 体 （ 身 心 穴 ） — —— 大 脑 皮 层 的

边 缘 系 统 ， 使 情 绪 稳 定 ， 稳 脑 神 ； 耳 背 肾 （ 快 活 点 ） — —— 身 心 穴

的 耳 背 后 是 快 活 点 ， 用 于 抑 郁 、 焦 虑 、 精 神 紧 张 ； 神 门 、 枕 — ——

姊 妹 穴 ， 能 镇 静 安 心 神 。 藏 象 学 说 ： 肝 、 心 — —— 解 郁 开 窍 ， 宁 心

安 神 ， 为 安 五 脏 神 。 实 践 证 明 神 的 3 个 层 次 同 治 ， 疗 效 往 往 更

为 显 著 ， 五 脏 和 则 心 神 和 ， 心 神 和 则 神 安 。

3 形气神诊疗法在防治心身疾病中的优势

心 身 疾 病 是 中 医 治 疗 的 优 势 病 种 ， 从 关 注 人 得 的 病 到 关

注 得 病 的 人 ， 不 仅 重 视 病 中 ， 更 强 调 病 前 病 后 。 心 身 医 学 是 未

来 医 学 发 展 的 方 向 ， 中 医 心 身 医 学 是 未 来 中 医 学 发 展 趋 势 ， 是

中 医 走 向 世 界 的 必 由 之 路 。 刘 继 洪 的 形 气 神 诊 疗 模 式 结 合 中

医 整 体 观 、 形 气 神 合 一 等 理 论 指 导 心 身 疾 病 预 防 、 治 疗 及 愈

后 ， 提 倡 心 身 同 治 个 性 干 预 治 疗 方 案 ， 在 临 床 上 具 有 简 单 易

操 作 、 经 济 实 惠 、 无 毒 副 作 用 、 减 轻 如 精 神 类 药 物 对 人 体 伤

害 [21]、 人 群 接 受 度 高 、 易 于 推 广 等 优 点 。 该 模 式 运 用 的 优 势 不

仅 在 防 治 心 身 疾 病 及 愈 后 起 重 要 作 用 ， 亦 会 根 据 患 者 体 质 、

心 理 心 态 等 因 素 实 施 综 合 整 体 的 个 体 化 治 疗 ， 起 到 “ 人 、 病 同

治 ” 的 作 用 。 综 上 所 述 ， 该 诊 疗 模 式 既 发 挥 了 耳 穴 疗 法 的 优

势 ， 能 兼 顾 患 者 病 症 和 机 体 状 态 ， 兼 顾 疗 效 和 副 作 用 等 ， 从 而

改 善 机 体 内 环 境 ， 改 善 体 质 [22]， 起 到 治 未 病 作 用 。

4 验案举隅

患者，男，64岁，2022年11月24日初诊。主诉：睡眠欠佳

3个月。患者3个月前因家庭原因出现失眠，夜间入睡困难，甚

至彻夜难眠，多梦，眠浅易醒，醒后难入睡，疲倦乏力，容易情

绪化如易怒、情绪低落。刻下症见：神疲，乏力，善太息，潮热，

多思虑，口干口苦，腹部胀闷不适，反酸，无暖气，胃纳可，小

便清长不尽，大便调；舌质偏红苔黄，脉细滑。既往史：有糖尿

病病史1年余，未规律服用降糖药物，自诉血糖控制尚可；1年

前行肠息肉手术。精神压力分析：射血弹性指数（EEI）0.53，重

博弹性指数（DEI）0.35，重博扩张指数（DDI）0.52，增强指数

（AI）-0.12，反射率（RI）0.53，硬度指数（SI）7.4,生理压力-

1.01，心理压力-0.92，心输出量3.56。经络测评：肾精亏虚。耳

穴视诊：神门穴红色丝状改变。耳穴触诊：神门穴结节；枕区

条索样改变。耳穴电测：神门p+++e++，枕p+++e++，肝p++e+，

心p++e++，内分泌p+e+，肾p++e++，皮质下p++e++，三焦p++

e+（p代表压痛，e代表电测）。

西医诊断：睡眠障碍。中医诊断：不寐病。辨证：心肾不

交；气郁质、痰湿质倾向。治法：疏肝解郁，宁心安神。处方1：

方选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麸炒枳实10 g，姜半夏5 g，龙骨

（先煎）30 g，炒酸枣仁20 g，牡蛎（先煎）30 g，北沙参15 g，大枣

10 g，白芍10 g，北柴胡15 g，黄芩15 g，茯苓20 g，百合15 g，郁

金10 g。6剂，1剂/d，水煎服，分早晚饭后温服。处方2：耳部刮

痧1次，脐疗（疏肝解郁安神脐粉）1次。耳部刮痧操作：（1）准

备：患者常采用卧位，头偏向一侧，以充分暴露耳部刮拭部

位。（2）耳部消毒：应用0.5%的安尔碘棉球或棉枝拭擦施术部

位。操作者消毒：操作者按规范清洁消毒双手并佩戴一次性

乳胶手套。（3）耳部按摩：涂介质（橄榄油），按摩耳郭大、小周

天，畅通全身气血运动循环。（4）耳部铜砭刮痧：淤基础刮痧，

包括耳前和耳后各个部位，按“从下到上、从外向内、从前到

后”的顺序刮耳的前后面（耳前具体刮痧方向依次是耳垂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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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轮寅耳舟寅对耳轮寅耳甲腔寅耳甲艇寅耳甲寅三角窝寅

耳前；耳背具体刮痧方向依次是：耳垂背面寅耳轮尾背面寅

耳轮背面寅对耳轮后沟寅对耳屏后沟寅耳甲腔后隆起寅耳

轮脚后沟寅耳甲艇后隆起寅对耳轮下脚后沟寅三角窝后隆

起），约15 min；于辨证取穴重点刮痧，点刮法刮的主要穴位选

肝、胰胆、心、神门、三焦、皮质下、内分泌，按耳穴刮痧的顺序

原则，每穴点刮约2 min，共14 min；盂刮痧程度以患者能够耐

受为主，刮至皮肤潮红或出现紫红色等颜色改变并伴有轻微

疼痛或热感。对于不易出痧或出痧较少者，不能强求出痧。脐

疗操作：（1）先将烘热的姜绒放置于竹筒内指定水平线位置；

（2）点燃艾绒底部放入竹筒内，再点燃艾绒上面；（3）腹部顺

时针闪罐3次；（4）在脐孔填满药粉；（5）放控温计（注意控温

计接触受热部位）；（6）予脐部放置已准备好的竹筒罐灸之；

（7）待燃烧完艾炷，擦拭清洁脐部皮肤；（8）观察皮肤，予穴位

贴敷，封固脐粉（保留4~6 h）。嘱调畅情志，规律作息，合理饮

食，观察血糖，不适随诊。

2诊：2022年12月1日，诉服药后睡眠较前改善，醒后可再

入睡，潮热、腹部不适较前改善，偶有口干口苦，余无特殊。故

治疗继予疏肝解郁、宁心安神为主，效不更方，煎服法同前。

治疗上予耳部刮痧1次，脐疗（疏肝解郁安神脐粉）1次，增加

耳穴压豆（神门、三焦、皮质下、枕、垂前、肝、胆、心、内分泌、

肺区、耳背肝区）。嘱患者每天按压耳穴3~4次，耳朵感觉有发

热、发红即可，贴3~4 d。嘱调畅情志，规律作息。

3诊：2022年12月8日，诉睡眠较前改善，停用褪黑素后眠

差，口干口苦，潮热，腹部不适较前改善，胃偶有反酸。治疗继

予疏肝解郁、宁心安神为主，效不更方，煎服法同前。治疗上

继续予耳部刮痧1次，脐疗（疏肝解郁安神脐粉）1次，耳穴压

豆（加脾胃二穴）。嘱患者每天按压耳穴3~4次，耳朵感觉有发

热、发红即可，贴3~4 d。嘱调畅情志，规律作息，合理饮食，不

适随诊。

4诊：2022年12月15日，诉睡眠较前改善，褪黑素减量后

睡眠质量较前改善，大便不成形。效不更方，治疗上脐疗（心

肾不交脐粉）1次。嘱其继续服药，以资巩固，调畅情志，规律

作息，合理饮食，不适随诊。

2023年1月随访，患者未诉明显不适，睡眠改善，停用褪

黑素后可入睡。

按 语 ： 中 医 体 质 量 表 定 性 该 患 者 体 质 为 气 郁 质 ， 结 合 舌

诊 脉 、 经 络 测 评 结 果 定 位 心 肾 阴 亏 ； 老 年 男 性 因 多 思 虑 ， 心 血

暗 耗 ， 脏 腑 渐 衰 ， 肾 精 亏 虚 ， 此 为 躯 体 定 病 位 、 落 脏 腑 ； 运 用 耳

穴 视 触 诊 法 定 病 位 ， 发 现 患 者 神 门 穴 有 红 丝 样 和 结 节 ， 枕 穴

出 现 条 索 样 改 变 ， 反 映 眠 差 日 久 ； 运 用 耳 穴 电 测 法 ， 辨 识 脏 腑

邪 气 ， 指 导 耳 穴 刮 痧 侧 重 部 位 及 耳 穴 压 豆 选 穴 。 因 患 者 多 思

虑 ， 眠 差 ， 耗 伤 心 神 ， 刘 继 洪 主 张 内 服 外 治 、 综 合 干 预 的 治 疗

原 则 ， 以 疏 肝 解 郁 、 宁 心 安 神 为 法 ， 方 选 柴 胡 加 龙 骨 牡 蛎 汤 加

减 ， 临 床 以 柴 胡 加 龙 骨 牡 蛎 汤 加 减 治 疗 失 眠 之 患 者 ， 每 每 应

手 而 效 。 柴 胡 以 解 郁 安 神 ； 龙 骨 、 牡 蛎 镇 静 以 增 安 神 之 功 ； 白

芍 以 养 血 柔 肝 益 脾 ； 思 虑 过 度 ， 暗 耗 心 阴 ， 取 炒 酸 枣 仁 以 安 神

益 智 ， 配 合 百 合 以 增 其 效 ； 腹 部 胀 闷 不 适 、 叹 息 ， 加 郁 金 、 枳

实 ， 增 行 气 解 郁 之 效 ； 潮 热 、 口 干 ， 取 北 沙 参 养 阴 生 津 。 结 合 中

医 特 色 外 治 法 耳 部 刮 痧 和 运 用 疏 肝 解 郁 安 神 脐 粉 （ 柴 胡 10 g ，

黄 芩 5 g ， 郁 金 15 g， 香 附 10 g） 进 行 脐 疗 ， 耳 部 刮 痧 和 脐 疗 能 起

行 气 活 血 、 疏 通 经 络 、 调 理 脏 腑 之 效 。

中 医 学 理 论 认 为 ， 耳 朵 和 神 阙 穴 与 人 体 十 二 经 脉 相 连 ，

与 五 脏 六 腑 相 通 ， 是 心 肾 交 通 的 门 户 ， 与 人 体 各 脏 腑 有 密 切

联 系 ， 通 过 疏 通 耳 廓 经 络 、 肚 脐 给 药 ， 使 气 机 畅 通 ， 达 到 养 心

安 神 ， 交 通 心 肾 。 2 诊 ， 患 者 诉 睡 眠 较 前 改 善 ， 潮 热 、 腹 部 不 适

较 前 改 善 ， 故 效 不 更 方 ， 再 予 耳 部 刮 痧 和 脐 疗 疏 通 气 血 ， 增 加

耳 穴 压 豆 调 理 体 质 和 改 善 眠 差 ， 耳 穴 压 豆 能 起 持 续 刺 激 作 用 。

刘 氏 治 疗 失 眠 患 者 经 验 用 穴 为 神 门 、 枕 、 肺 区 （ 催 眠 点 ） 、 耳 背

肝 区 （ 失 眠 点 ） — —— 镇 静 、 安 神 、 利 眠 。 3 诊 ， 患 者 眠 差 情 况 改

善 ， 腹 部 闷 胀 不 适 仍 有 ， 遂 在 耳 穴 压 豆 上 增 加 脾 胃 二 穴 。 4 诊 ，

患 者 诉 褪 黑 素 减 量 后 睡 眠 质 量 较 前 改 善 。 《 灵 枢 · 邪 客 》 云 ：

“ 阳 气 盛 则 阳 跷 陷 ， 不 得 入 于 阴 ， 阴 虚 故 目 不 瞑 。 ” 治 当 益 心 肾

之 阴 为 主 ， 症 状 改 善 后 仍 应 养 心 肾 之 阴 固 本 ， 故 改 用 心 肾 不

交 脐 粉 （ 黄 连 20 g ， 肉 桂 5 g ， 牡 蛎 20 g） ， 黄 连 以 直 折 心 火 ， 肉

桂 、 牡 蛎 以 益 肾 养 阴 ， 达 到 泻 南 补 北 、 心 肾 相 交 、 阴 平 阳 秘 ， 巩

固 治 疗 之 效 。 患 者 精 神 压 力 分 析 评 估 其 较 高 的 心 理 压 力 及 生

理 压 力 ， 焦 虑 抑 郁 状 态 ， 通 过 与 患 者 交 流 、 沟 通 ， 辨 证 施 治 ， 调

整 方 案 。

5 结 语

中 医 心 身 医 学 前 景 广 阔 ， 是 未 来 医 学 发 展 方 向 ， 中 医 心

理 疗 法 和 外 治 疗 法 在 心 理 疾 病 诊 疗 上 能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 因 此

更 需 在 防 治 心 身 疾 病 的 运 用 上 发 挥 中 医 药 自 身 特 色 [23]。 刘 继

洪 形 气 神 耳 穴 诊 疗 法 ， 融 合 中 西 医 结 合 治 未 病 研 究 成 果 ， 从

中 医 治 未 病 思 想 出 发 ， 在 心 身 疾 病 的 预 防 、 治 疗 和 愈 后 中 融

合 人 体 形 、 气 、 神 三 大 要 素 ， 达 到 形 气 神 合 一 ， 促 进 患 者 身 心

健 康 的 恢 复 。 此 诊 疗 模 式 丰 富 和 完 善 了 耳 穴 诊 疗 体 系 ， 推 动

了 耳 穴 疗 法 的 发 展 ， 也 为 临 床 防 治 心 身 疾 病 提 供 治 疗 新 思

路 ， 发 挥 中 医 药 优 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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