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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 关 节 韧 带 损 伤 属 中 医 “ 膝 痹 ” “ 痹 证 ” “ 筋 伤 ” 的 范 畴 ， 多

因 暴 力 外 伤 或 慢 性 劳 损 或 风 寒 湿 外 邪 入 侵 造 成 。 临 床 症 状 以

局 部 肿 胀 疼 痛 、 膝 关 节 活 动 受 限 为 主 ， 病 程 缠 绵 ， 严 重 影 响 患

者 生 活 质 量 。 目 前 中 医 治 疗 以 外 治 法 为 主 ， 如 针 刺 、 推 拿 、 刺

络 拔 罐 、 中 药 熏 洗 、 中 药 外 敷 等 [1-5]。 西 医 治 疗 以 绷 带 固 定 、 佩

戴 膝 关 节 可 调 节 角 度 支 具 、 口 服 非 甾 体 消 炎 止 痛 药 为 主 ， 以

及 韧 带 重 建 手 术 治 疗 [6]。 较 之 其 他 中 医 外 治 法 ， 岭 南 火 针 温 通

开 郁 、 直 达 病 灶 之 力 强 ； 较 之 西 医 治 疗 ， 火 针 止 痛 、 消 除 炎 症

水 肿 力 强 效 速 ， 无 碍 胃 之 弊 ， 且 可 避 免 患 者 手 术 的 心 理 精 神

压 力 及 经 济 负 担 ， 不 失 为 治 疗 本 病 的 简 便 效 验 之 法 。

李 丽 霞 ， 主 任 中 医 师 ， 广 州 中 医 药 大 学 教 授 ， 国 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十 二 五 ” 重 点 专 科 建 设 单 位 针 灸 科 学 术 带 头 人 。 李 丽

霞 一 直 从 事 中 医 针 灸 临 床 医 疗 和 科 研 工 作 ， 临 床 经 验 丰 富 ， 是

岭 南 针 灸 流 派 代 表 人 物 之 一 ， 擅 长 运 用 岭 南 火 针 治 疗 各 种 痛

证 、 神 经 系 统 疾 病 等 ， 取 得 较 好 的 临 床 疗 效 。 笔 者 有 幸 临 床 跟

诊 导 师 李 丽 霞 ， 现 将 其 临 床 上 运 用 岭 南 火 针 治 疗 膝 关 节 韧 带

损 伤 经 验 分 享 如 下 ， 以 期 为 临 床 治 疗 此 类 疑 难 病 症 提 供 新 的

思 路 。

1 膝关节韧带损伤病因病机及治法

中 医 古 籍 对 膝 痹 、 痹 证 、 筋 伤 的 病 因 病 机 有 具 体 论 述 ， 主

要 有 以 下 两 个 方 面 ： 一 方 面 ， 不 荣 则 痛 。 筋 脉 赖 气 血 濡 养 ， 《 素

问 · 生 气 通 天 论 篇 》 曰 ： “ 阳 气 者 … … 柔 则 养 筋 。 ” [7]《 素 问 · 五 脏

生 成 论 篇 》 云 ： “ 足 受 血 而 能 步 ， 掌 受 血 而 能 握 ， 指 受 血 而 能

摄 ” [7]。 可 见 肢 体 关 节 活 动 如 常 离 不 开 气 血 滋 养 。 《 张 氏 医 通 ·

膝 痛 》 云 ： “ 膝 为 筋 之 府 … … 膝 痛 无 有 不 因 肝 肾 亏 虚 者 ， 虚 则

风 寒 湿 气 袭 之 。 ” [8]肝 肾 本 虚 ， 加 之 外 伤 或 劳 损 必 伤 及 气 血 ， 致

筋 脉 不 润 不 通 ， 发 为 本 病 。 肝 主 筋 ， 脾 主 肉 ， 肝 脾 与 气 血 生 化 、

疏 泄 密 切 相 关 。 另 一 方 面 ， 不 通 则 痛 。 《 灵 枢 · 百 病 始 生 》 曰 ：

“ 温 气 不 行 ， 凝 血 蕴 里 而 不 散 ， 津 液 涩 渗 ， 着 而 不 去 ， 而 积 皆 成

矣 。 ” [9]《 医 醇 剩 义 · 卷 四 · 诸 痛 》 云 ： “ 其 始 也 ， 或 因 于 风 ， 或 因 于

寒 ， 或 因 于 火 ， 或 因 于 气 ， 病 各 不 同 ， 而 其 为 气 凝 血 滞 则 一

也 。 ” [10]寒 凝 、 气 滞 、 痰 湿 、 热 壅 或 因 虚 均 可 致 瘀 ， 其 中 气 滞 血 瘀

最 为 常 见 ， 气 为 血 帅 ， 血 为 气 母 ， 气 病 及 血 ， 血 行 不 畅 ， 而 渐 成

瘀 ； 再 如 寒 性 收 敛 ， 血 遇 寒 则 凝 涩 ， 瘀 阻 经 络 ， 不 通 则 痛 。 综

上 ， 本 病 的 病 因 病 机 为 外 伤 、 劳 损 或 风 寒 湿 外 邪 入 侵 致 膝 关

节 局 部 气 血 瘀 滞 ， 不 通 则 痛 ， 或 肝 肾 亏 虚 ， 脾 不 运 化 ， 气 血 生

化 不 足 ， 筋 脉 不 荣 则 痛 ， 屈 伸 不 利 。 审 证 求 因 ， 辨 证 论 治 ， 本 病

当 以 活 血 化 瘀 、 温 通 筋 脉 为 法 。

2 岭南火针治疗本病的理论依据

岭 南 火 针 是 一 种 将 耐 高 温 锰 合 金 特 制 而 成 的 针 具 ， 针 尖

烧 至 通 红 后 疾 速 点 刺 进 穴 位 ， 以 此 治 疗 疾 病 的 针 法 。 “ 火 ” 是

其 最 具 鲜 明 的 独 特 性 ， 岭 南 火 针 可 直 接 快 速 地 将 “ 热 ” 送 达 治

疗 部 位 ， 借 “ 火 ” 之 力 通 经 活 络 ， 集 针 之 法 激 发 经 气 ， 取 灸 之 温

阳 驱 散 湿 寒 ； 通 过 借 火 助 阳 、 温 通 经 络 、 开 门 驱 邪 、 以 热 引 热

等 机 制 发 挥 作 用 [11-12]。

中 医 认 为 ， 凡 大 结 、 大 停 滞 的 疾 病 ， 最 难 驱 散 ， 唯 借 火 力

以 加 快 气 血 运 行 速 度 ， 气 行 血 通 则 瘀 滞 随 之 而 散 。 《 灵 枢 · 官

针 》 曰 ： “ 焠 刺 者 ， 刺 燔 针 则 取 痹 也 。 ” [9]《 灵 枢 · 九 针 十 二 原 》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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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针 具 有 “ 泻 机 关 之 水 ” [9]之 效 ， 可 见 火 针 可 袪 关 节 中 之 寒 湿 、

瘀 滞 等 有 形 之 邪 。 《 素 问 · 调 经 论 篇 》 云 ： “ 病 在 筋 ， 调 之 筋 ， 病

在 骨 ， 调 之 骨 ， 燔 针 劫 刺 。 ” [7] 可 见 古 人 认 为 火 针 治 疗 痹 证 、 筋

骨 疾 病 确 有 良 效 。 高 武 在 《 针 灸 聚 英 · 火 针 》 中 阐 述 了 火 针 的

功 效 ， 认 为 “ 火 针 亦 行 气 ， 火 针 惟 借 火 力 ， 无 补 虛 泻 实 之 害 ” [13]，

意 指 火 针 主 行 气 血 ， 不 会 让 虚 证 更 虚 、 实 证 更 实 。 岭 南 火 针 以

“ 温 、 通 、 补 、 清 、 消 ” 见 长 ， 既 可 借 火 助 阳 ， 温 通 经 络 ， 补 益 气

血 ， 使 筋 脉 得 以 濡 养 ， 又 可 开 门 驱 邪 ， 消 散 瘀 滞 ， 气 血 运 行 无

阻 ， 则 筋 脉 得 通 [11]。

现 代 医 学 研 究 [11]证 明 ， 火 针 通 过 直 接 刺 激 病 灶 及 反 应 点 ，

能 迅 速 改 善 局 部 组 织 水 肿 、 充 血 、 渗 出 、 粘 连 、 钙 化 、 挛 缩 、 缺

血 等 病 理 改 变 。 实 验 [14]证 明 火 针 治 疗 软 组 织 损 伤 有 以 下 机 制 ：

火 针 可 改 善 病 变 部 位 血 液 循 环 ， 促 进 损 伤 修 复 ； 火 针 本 身 形

成 的 针 疮 有 利 于 组 织 修 复 ； 火 针 有 抗 氧 化 作 用 ； 火 针 能 提 高

损 伤 组 织 中 的 微 量 元 素 含 量 。 洪 成 贵 等 [15]运 用 火 针 治 疗 膝 关

节 侧 副 韧 带 损 伤 ， 取 局 部 阿 是 穴 火 针 速 刺 2~3 cm ， 治 愈 率

达 81.75%（ 112/137） ； 张 福 会 等 [1]将 68 例 膝 关 节 侧 副 韧 带 部 分

损 伤 患 者 随 机 分 为 火 针 组 和 毫 针 组 ， 分 别 采 用 火 针 和 毫 针 刺

激 膝 部 压 痛 点 ， 结 果 发 现 火 针 组 总 有 效 率 为 100.0%（ 32/32） ， 毫

针 组 为 86.0%（ 31/36） ， 火 针 组 疗 效 优 于 对 照 组 （ 约0.05） 。

无 论 从 中 医 还 是 西 医 的 角 度 ， 岭 南 火 针 之 功 效 与 本 病 之

病 因 病 机 十 分 契 合 ， 乃 行 之 有 效 的 治 疗 方 法 。

3 具体取穴与针法操作

李 丽 霞 结 合 《 针 灸 甲 乙 经 · 经 筋 第 六 》 中 痹 证 “ 治 在 燔 针

劫 刺 ， 以 知 为 数 ， 以 痛 为 输 ” [16]的 理 论 ， 以 局 部 取 穴 为 主 ， 以 痛

为 腧 ， 又 因 肝 脾 与 气 血 生 化 密 切 相 关 ， 因 此 选 用 脾 经 、 肝 经 的

穴 位 ， 取 患 侧 内 膝 眼 、 外 膝 眼 、 鹤 顶 、 曲 泉 、 血 海 予 岭 南 火 针 疗

法 。 膝 眼 主 膝 中 痛 不 仁 ； 鹤 顶 有 通 利 关 节 、 活 络 止 痛 之 效 ； 曲

泉 乃 足 厥 阴 肝 脉 所 入 为 合 水 ， 主 膝 关 痛 ， 痉 挛 不 可 屈 伸 ， 合 穴

乃 经 气 深 厚 之 处 ， 肝 主 疏 泄 、 主 藏 血 、 主 筋 ， 火 针 刺 之 可 温 通

肝 脉 经 气 ， 使 气 血 疏 泄 平 衡 ； 血 海 为 生 血 、 活 血 化 瘀 之 要 穴 ，

又 为 脾 经 穴 位 ， 脾 主 运 化 ， 火 针 刺 之 可 促 进 气 血 生 化 运 行 ， 濡

养 修 复 局 部 筋 脉 。

此 外 ， 在 以 岭 南 火 针 为 主 的 基 础 上 ， 配 合 普 通 针 刺 法 ， 以

达 到 更 好 的 治 疗 效 果 。 在 本 病 的 治 疗 中 ， 岭 南 火 针 刺 激 量 大 ，

温 通 开 郁 之 力 强 ， 止 痛 之 效 速 ， 为 主 ； 普 通 针 刺 行 气 活 血 止 痛

之 力 较 弱 ， 但 可 留 针 ， 且 长 于 调 脏 腑 虚 实 ， 使 针 效 得 以 巩 固 ，

为 辅 。

普 通 针 刺 时 远 端 取 穴 可 取 尺 泽 。 对 于 急 症 或 新 发 之 病 ， 李

丽 霞 喜 用 尺 泽 ， 这 与 杨 善 洲 《 针 灸 大 成 · 卷 之 六 · 手 太 阴 肺 经 》 [17]

中 尺 泽 乃 手 太 阴 肺 脉 所 入 为 合 水 ， 主 肩 臂 痛 、 四 肢 浮 肿 、 腰 脊

强 痛 的 阐 述 相 契 合 ， 且 根 据 “ 下 病 上 取 ” 原 则 ， 尺 泽 也 正 处 在

肘 关 节 上 。 阳 陵 泉 为 足 少 阳 所 入 合 土 ， 《 难 经 校 注 · 四 十 五 难 》

曰 ： “ 筋 会 阳 陵 泉 ” [18]。 阳 陵 泉 为 治 一 切 筋 骨 疾 病 之 效 穴 。 丘 墟

乃 足 少 阳 所 过 为 原 ， 主 髀 枢 中 痛 、 腿 胻 酸 。 三 阴 交 为 足 太 阴 、

少 阴 、 厥 阴 之 会 ， 主 膝 内 廉 痛 、 四 肢 不 举 。 如 经 脉 塞 闭 不 通 ， 泻

之 立 通 ； 经 脉 虚 耗 不 行 者 补 之 ， 经 脉 益 盛 则 通 。 以 上 穴 位 均 可

配 合 使 用 。

本 病 病 位 较 深 ， 岭 南 火 针 当 取 深 刺 法 。 一 则 开 郁 闭 使 邪

有 出 路 ， 使 关 节 腔 积 液 或 瘀 血 等 有 形 之 邪 消 散 ， 二 则 火 力 直

达 病 灶 ， 可 温 补 局 部 气 血 ， 使 受 损 之 筋 脉 得 以 濡 养 恢 复 。 《 针

灸 甲 乙 经 · 九 针 九 变 十 二 节 五 刺 五 邪 第 二 》 曰 ： “ 始 刺 浅 之 ， 以

逐 阳 邪 之 气 ； 后 刺 深 之 ， 以 致 阴 邪 之 气 ； 最 后 刺 极 深 之 ， 以 下

谷 气 。 ” [16]李 丽 霞 认 为 ， 久 病 或 病 邪 较 深 时 ， 为 瘀 血 、 湿 滞 等 “ 阴

邪 之 气 ” ， 应 适 当 深 刺 ， 岭 南 火 针 虽 借 火 之 力 可 增 开 郁 散 结 之

功 ， 但 若 不 达 病 灶 ， 则 效 果 不 佳 。 普 通 针 刺 时 李 丽 霞 惯 用

60 mm 的 针 灸 针 深 刺 透 过 韧 带 经 关 节 间 隙 直 抵 关 节 腔 ， 若 存

在 关 节 间 隙 变 窄 等 退 行 性 变 ， 难 以 进 针 时 ， 需 针 前 仔 细 揣 穴 ，

进 针 后 适 当 调 节 方 向 。

普 通 针 刺 具 体 操 作 ： 采 用 一 次 性 无 菌 针 灸 针 ， 规 格 为

25 mm伊0.30 mm 或 40 mm伊0.30 mm 或 50 mm伊0.30 mm。 穴 位 定

位 参 照 2021 年 11 月 26 实 施 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 经 穴

名 称 与 定 位 ： GB/T 12346-2021》 。 取 穴 ： 尺 泽 （ 患 侧 ） 、 内 膝 眼

（ 患 侧 ） 、 外 膝 眼 （ 患 侧 ） 、 曲 泉 （ 患 侧 ） 、 鹤 顶 （ 患 侧 ） 、 阳 陵 泉

（ 双 ） 、 血 海 （ 双 ） 、 三 阴 交 （ 双 ） 、 丘 墟 （ 双 ） 。 局 部 常 规 消 毒 ， 单 手

进 针 快 速 法 进 针 ， 进 针 深 度 为 穴 位 常 规 进 针 深 度 ， 得 气 后 平

补 平 泻 ， 予 红 外 线 灯 照 射 局 部 ， 留 针 30 min 。

岭 南 火 针 深 刺 法 具 体 操 作 ： 在 普 通 针 刺 出 针 后 ， 选 用 采

用 50 mm伊0.50 mm 规 格 特 制 的 岭 南 火 针 细 火 针 ， 取 患 侧 内 膝

眼 、 外 膝 眼 、 曲 泉 、 鹤 顶 、 血 海 、 阿 是 穴 ， 局 部 涂 万 花 油 ， 医 者 左

手 持 点 燃 的 酒 精 灯 ， 置 于 施 术 部 位 上 方 约 10 cm处 ， 右 手 持 针 ，

将 针 尖 置 于 酒 精 灯 外 焰 烧 至 红 亮 ， 迅 速 刺 入 穴 位 ， 速 进 疾 出

不 留 针 ， 进 针 深 度 约 25 mm， 出 针 后 局 部 再 次 涂 万 花 油 ， 当 天

可 涂 万 花 油 2~3 次 ， 以 避 免 烫 伤 ， 保 护 术 口 。 嘱 患 者 施 术 当 天

局 部 勿 接 触 水 ， 勿 食 辛 辣 发 物 。 每 周 1 次 ， 4周 为 1 个 疗 程 。

4 验案举隅

患者，女，40岁，2021年9月10日初诊。2021年8月因不慎

跌倒致右膝关节肿痛伴活动受限，偶伴有脱位，遂至外院骨

科门诊就诊，查右膝关节MR示：右膝髌骨软骨骨折，髌股关

节半脱位；髌骨内侧支持韧带撕裂，外侧支持韧带损伤；右膝

股骨外侧髁骨挫伤，髌韧带及髌下脂肪垫损伤；右膝关节周

围软组织损伤，髌上囊及关节腔内较多积液。予消炎止痛等

对症处理后症状稍好转，骨科医生建议手术治疗，患者拒绝，

为求针灸治疗，遂至我科。体格检查：患者拄拐行走，右膝关

节局部肿胀、瘀斑、压痛，内侧压痛甚，未扪及骨擦感，内外侧

应力试验（-），麦氏征（-），浮髌试验（+），髌骨挤压恐惧试验

（+），右下肢血运、感觉正常。舌淡红，苔薄白，脉弦。西医诊

断：右膝关节韧带损伤（右髌骨内外侧支持韧带、髌韧带）；右

侧髌骨软骨骨折；右膝关节周围软组织损伤。中医诊断：筋伤

（气滞血瘀证）。治法：温经通络，活血止痛。取穴：尺泽（右）、

内膝眼（右）、外膝眼（右）、曲泉（右）、鹤顶（右）、阳陵泉（双）、

血海（双）、三阴交（双）、丘墟（双）。局部常规消毒，单手进针

快速法进针，得气后平补平泻，予红外线灯照射局部，留针

30 min。出针后予岭南火针疗法，取右侧内外膝眼、曲泉、鹤

顶、血海、阿是穴，局部涂万花油，医者左手持点燃的酒精灯，

置于施术部位上方约10 cm处，右手持中粗火针，将针尖置于

酒精灯外焰烧至红亮，迅速刺入穴位，速进疾出不留针，进针

深度约25 mm，出针后局部再次涂万花油，当天可涂万花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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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嘱患者施术当天局部勿接触水，勿食辛辣发物。另外，患

肢注意辅助支具固定休息，避免过度活动。

后经2021年9月15日、9月24日、10月11日、10月20日4次

岭南火针治疗（操作方法如前），患者右膝关节疼痛、肿胀较

前明显减轻，活动尚可。2021年10月29日复查右膝关节MR示：

右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病，髌骨软骨损伤，考虑髌骨及股骨

外侧髁骨挫伤；右侧内外侧副韧带、后交叉韧带及髌韧带局

部损伤；右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后角I级损伤；右膝关节腔及髌

上囊少量积液；右膝关节前部软组织水肿。相比2021年8月17

日右膝关节MR，关节腔及髌上囊积液明显减少。

后又经2021年11月1日、11月10日、11月22日、12月3日、12

月24日5次岭南火针治疗（操作方法同上）后，随访患者右膝

关节无肿胀疼痛，活动正常，上下楼梯如常。查体：右膝关节

未见肿胀，无明显压痛，活动度正常，抽屉试验（-），髌骨挤压

恐惧试验（-），浮髌试验（-）。

随访3个月余，患者情况良好，唯久行久站或受寒时轻度

疼痛。参照《中医骨伤科病证诊断疗效标准：ZY/T 001.9-1994》

中膝关节内侧副韧带的疗效评定，该患者肿胀、疼痛、压痛消

失，膝关节功能基本恢复，视为临床治愈。

按 语 ： 四 诊 合 参 ， 本 病 证 属 气 滞 血 瘀 证 ， 缘 患 者 不 慎 挫 伤

致 膝 关 节 局 部 气 血 瘀 滞 ， 瘀 阻 经 脉 ， 则 见 局 部 肿 胀 、 疼 痛 剧

烈 、 活 动 受 限 ， 舌 脉 均 为 佐 证 。 治 疗 以 行 气 活 血 化 瘀 、 温 筋 通

脉 止 痛 为 法 。 普 通 针 刺 本 有 行 气 活 血 止 痛 之 效 ， 而 岭 南 火 针

开 郁 除 痹 、 温 通 筋 脉 、 化 瘀 止 痛 力 专 效 强 ， 以 “ 温 通 补 清 消 ” 见

长 ， 与 本 病 病 因 病 机 十 分 契 合 。 本 案 中 根 据 患 者 相 关 影 像 学

检 查 及 临 床 症 状 ， 患 者 膝 关 节 韧 带 损 伤 情 况 较 为 严 重 ， 并 伴

髌 骨 软 骨 骨 折 、 周 围 软 组 织 损 伤 ， 患 侧 关 节 腔 大 量 积 液 ， 患 者

为 急 性 起 病 ， 首 诊 时 距 离 受 伤 日 已 有 十 余 天 ， 错 过 最 佳 治 疗

时 机 ， 局 部 仍 疼 痛 明 显 、 活 动 受 限 ， 病 情 疑 难 。 首 次 火 针 治 疗

后 ， 2 诊 时 患 者 疼 痛 、 肿 胀 已 较 前 减 轻 。 《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曰 ： “ 气 伤 痛 ， 形 伤 肿 ” [7]。 首 次 火 针 便 开 郁 闭 之 气 机 ， 使 邪

有 出 路 ， 气 血 不 再 停 滞 ， 则 收 止 痛 消 肿 之 效 。 经 5 次 火 针 治 疗

后 ， 患 者 关 节 疼 痛 、 肿 胀 较 前 明 显 减 轻 ， 活 动 尚 可 ， 可 自 行 走

动 而 无 须 拄 拐 ， 复 查 右 膝 关 节 MR 提 示 关 节 腔 及 髌 上 囊 积 液

明 显 减 少 ， 可 见 火 针 长 于 消 除 软 组 织 炎 症 ， 并 能 直 达 较 深 病

灶 ， 开 郁 痹 、 除 瘀 滞 ， 体 现 了 岭 南 火 针 深 刺 法 的 适 应 性 与 重 要

性 。 经 过 10 次 火 针 治 疗 后 （ 期 间 未 予 除 本 案 例 所 示 外 的 其 他

治 疗 方 案 ） ， 患 者 已 达 临 床 治 愈 标 准 ， 肿 胀 疼 痛 压 痛 消 失 ， 膝

关 节 功 能 完 全 恢 复 。 随 访 3 个 月 ， 患 者 情 况 良 好 ， 未 见 复 发 。 高

武 《 针 灸 聚 英 · 火 针 》 云 ： “ 焠 刺 者 … … 烧 至 通 红 ， 用 方 有 功 ， 若

不 红 者 ， 反 损 于 人 ， 不 能 去 病 。 ” [13]又 言 “ 火 针 甚 难 … … 深 则 反

伤 经 络 援 不 可 太 浅 援 浅 则 治 病 无 功 。 ” [13]火 针 治 疗 本 病 能 取 得 良

好 疗 效 ， 需 注 意 操 作 要 点 中 火 针 需 烧 至 红 亮 ， 速 进 疾 出 ， 深

刺 达 25 mm。 岭 南 火 针 治 疗 本 病 乃 治 本 之 策 ， 通 过 火 针 温 补 透

达 之 力 ， 可 完 全 祛 除 瘀 滞 之 邪 ， 调 理 肝 经 、 脾 经 经 气 ， 促 进 气

血 运 行 、 新 血 生 化 ， 使 局 部 气 血 通 畅 ， 筋 脉 得 以 修 复 及 濡 养 ，

从 而 恢 复 关 节 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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