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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原针灸的学术特色!

曹原%

!高希言%!!

!许敬生%

!褚文明%

%)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 郑州 #9""#Z&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 #9"""7

摘要"目的!研究中原医家对针灸学的贡献% 方法!通过查阅文献#论述中原医家在针灸理论&经络腧穴&刺血法&艾灸法等方面

做出的贡献% 结果!以,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等为代表的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原针灸的理论和临床基础#中原医家在不同方

面推动着针灸学发展% 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影响着针灸技术的形成与创新#其中经络&腧穴&气血理

论可有效指导临床实践#针刺&艾灸&刺血等针灸技术临床疗效显著% 结论!以实用&系统为特色的中原针灸#对针灸学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需要传承其学术思想#从而促进针灸医学的发展%

关键词"中原针灸'经络理论'腧穴理论'辨证论治'天人相应'调气调神说'刺血法'艾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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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J/JM.FH;T;H=M-#EGHFHE.JF=WJK VPLFHE.=EH;=.PHMK -P-.J<H.=WH.=(M#GH-<HKJ,FJH.E(M.F=V+.=(M-.(.GJKJQJ;(L<JM.(̂HE+L+MEI

.+FJHMK <(O=V+-.=(M)2.=-LF(L(-JK .(=MGJF=.=.-HEHKJ<=E.G(+,G..(LF(<(.J.GJKJQJ;(L<JM.(̂HE+L+ME.+FJHMK <(O=V+-.=(M =M

0/5)

G&; K*3<)%HE+L+ME.+FJ=M .GJ/JM.FH;T;H=M-&<JF=K=HM .GJ(FP&HE+L(=M..GJ(FP&.FJH.<JM.VH-JK (M -PMKF(<JK=̂̂JFJM.=H.=(M&E(FFJ-L(MI

KJMEJVJ.cJJM .GJMH.+FJHMK G+<HM&.GJ(FP(̂FJ,+;H.=M,a=HMK FJ,+;H.=M,4L=F=.&V;((K ?;J..=M,.GJFHLP&<(O=V+-.=(M .GJFHLP

&&中原大地历史悠久#有光辉灿烂的中医文化#针

灸技术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病防病,养生

保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在河南新

密产生了针灸经典著作.黄帝内经/

'%(

!其中.灵枢

经/是我国第一本针灸学专著"&晋代在洛阳产生了

最早,最系统的针灸学著作.针灸甲乙经/&东汉末

年.伤寒杂病论/在南阳问世&北宋在汴梁!现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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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第一个政府颁布的国家标准.铜人腧穴针灸

图经/&金元时期百家争鸣#攻下派代表作.儒门事

亲/问世#形成了特色突出的刺血流派) .黄帝内

经/.针灸甲乙经/.伤寒杂病论/.铜人腧穴针灸图

经/.儒门事亲/等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原针灸的理论

和临床基础#黄帝,岐伯,皇甫谧,张仲景,王惟一,张

子和等中医名家为中原针灸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形成了具有中原特色的针灸医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针灸学术得到了迅速的发

展) 河南中医药大学邵经明教授创立的*三穴五针

一火罐+

'!(治疗哮喘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为广大

病患解除了疾苦&名老中医孙六合教授创立穴性论#

按穴性选穴#其热补凉泻手法补充了针刺手法的内

容&原张仲景国医大学!现南阳理工学院"李世珍教

授创立的辨证选穴体系远传海内外&名老中医刘会

生教授的家传经验*飞针治疗青盲针法+普及推广&

王民集教授刺耳尖出血降眼压技术等产生了很好的

临床效果&高希言教授认真学习梳理古今经验#主编

了全国中医药行业规划教材.各家针灸学说/#在教

学和科研中总结了透灸技术#并制定出世界针灸联

合学会的标准#在治疗失眠中形成了特色技术#对中

原针灸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原主要是指以河

南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现将中原针灸学术特色

概述如下)

LM指导临床的经络理论

.灵枢经/提出的经络理论是指导针灸临床治

病的基础'7(

#经络联系内脏与肢体#沟通全身上下

内外#运行气血#联系脏腑#*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

脏腑#外络于肢节+!.灵枢$海论/")

.灵枢经/对经脉,络脉,经别,经筋等循行分布

与所联系脏腑作了系统论述#并阐述了审,切,循,按

等经络诊察的方法) .灵枢$刺节真邪/

'#(曰%*用

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

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经络循行线上所表现

的皮肤润泽状态,颜色,是否有结节和疼痛等异常感

觉都是经络诊察的内容#通过对经络整体诊察#获取

有意义的临床信息#为辨经论治奠定基础#指导疾病

的治疗'9(

)

.灵枢$经脉/提出经络是人体内气血运行的

通路#也是针刺传导感应的载体#*经脉者所以决死

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黄帝内经/的经

络理论#指导经络辨证,针灸处方选穴#成为临床不

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灵枢$厥病/载有头痛的分

经论治#如*厥头痛#项先痛#腰脊为应#先取天柱#

后取足太阳+*厥头痛#头痛甚#耳前后脉涌有热#泻

出其血#后取足少阳+等#为经络辨证的形成奠定了

基础) .灵枢$经脉/将十二经脉病候归纳为本经

经脉及所属脏腑功能异常出现的*是动+病#以及本

经能治疗的*所生+病'Z(

#为循经辨证提供了依据)

后世医家正是基于.黄帝内经/理论#结合经络

循行特点,经络脏腑关系,经络诊察方法等推断异常

的经脉与脏腑#确定病变的性质与发展趋向#指导临

床的诊断与治疗)

医圣张仲景根据.黄帝内经/*热论+ *皮部论+

等#创立六经辨证体系#指导辨证施治#著.伤寒杂

病论/#并提出*针治三阳#灸治三阴+

'D(的学术思

想) 三阳经病变#多属外邪初中,正气尚足的实证,

热证#宜用针刺以泻邪气) 如治疗太阳病时#由于卫

表虚#邪气较重#服用桂枝汤后#正气仍无力祛邪外

出#阳气不宣#出现烦躁不解等症状#要先针刺风池,

风府以疏通经络#振奋阳气#再服用桂枝汤以发汗解

表散寒#*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

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伤寒论/第 !# 条")

张仲景通过辨证辨经#对肝气郁滞为主的热入血室,

纵证,横证等疾病#以泻期门治疗)

三阴经病多为正气损伤的虚证,寒证#宜用灸法

温中散寒或回阳救逆) 少阴吐利太过#阴伤而致阳

气暴脱脉不至#当灸少阴经急救回阳#阳气通则脉自

复#*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

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 !.伤寒论/第 !8! 条") 病

至厥阴#阳衰阴盛的病候#用灸法散寒复阳#*伤寒

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 !.伤寒论/

第 7#7 条")

.黄帝内经/的循经取穴思想是针灸取穴的重

要指导原则#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丹溪在

.灵枢经/十二经脉病候的基础上#结合其临床经

验#对十二经脉的病证做了大量的增补#如足太阳膀

胱经见证#增*便脓血+*肌肉萎+等&在.丹溪心法/

中提出*合生见证+#即多条经脉受邪功能异常出现

同一病证'$(

#如*鼻鼽衄#手足阳明,太阳+#大肠经,

胃经,膀胱经循行均经过鼻部#三经受病都可以出现

*鼻鼽衄+#治疗时#除了选鼻部穴位#还可选择远端

的膀胱经昆仑穴) *合生见证+完善了经络学内容#

为指导临床治疗选穴提供了基础'8(

) 明代汪机采

用分经分部取穴法指导临床外科疮疡病的治疗#如

$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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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背出者#当从太阳五穴#选用至阴,通谷,束骨,

昆仑,委中+) 朱丹溪对经络应用提出新观点,新认

识#使经络理论更加完善)

?M完善系统的腧穴理论

.黄帝内经/记载人体腧穴数量为 7Z9 个#.素

问$气府论/曰%*脉气所发者凡三百六十五穴也)+

书中有名称和部位的腧穴有 %Z" 个) 为了准确定

穴#.黄帝内经/提出动态,灵活的按压取穴法及准

确的骨度分寸法#对头颈,胸腹,腰背,四肢等各部位

的长度做出了规定#.灵枢$骨度/曰%*膝以下至外

踝长一尺六寸11肩至肘长一尺七寸#肘至腕长一

尺二寸半)+.黄帝内经/对腧穴的定位,命名,取穴

方法及腧穴功能,主治等内容均有论述#*九针十二

原+*本输+*邪气脏腑病形+*寿夭刚柔+*经脉+*五

乱+等记载了五输穴,原穴,络穴,下合穴等特定穴

内容)

五输穴即*井,荥,输,经,合+ !.灵枢$九针十

二原/"#是十二经脉分布于肘膝关节以下的五个重

要穴位) .黄帝内经/把经气由小到大变化的过程#

用自然界的水流由小溪到大江大河的变化作比

喻'%"(

#从四肢末端向肘膝方向#依次为*所出为井#

所溜为荥#所注为腧#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依五行

相生规律#将五输穴与五行相配#成为子午流注,补

母泻子等针灸取穴的理论基础)

.灵枢$九针十二原/提出%*阳中之少阴肺也#

其原出于太渊#太渊二11膏之原#出于鸠尾#鸠尾

一) 肓之原#出于脖終#脖終一)+原穴是脏腑原气

输注,经过和留止于四肢部位的腧穴'%%(

) 脏腑病变

可反映在原穴#根据原穴出现的反应可推知病情变

化#取原穴可治疗五脏之疾#即*五脏之疾应出于

原+)

.素问$气穴论/提出*孙络+的概念#强调%*孙

络之脉别经者#其血盛而当写者#亦三百六十五脉#

并注于络#传注十二络脉#非独十四络脉也)+十五

络穴是经脉上分出*十五大络+的部位#位于四肢,

躯干部#为表里经的相互调节提供了理论依据)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提出六腑之气下合于

下肢足三阳经的六个下合穴#分别为足三里,上巨

虚,下巨虚,委阳,委中,阳陵泉#用于治疗六腑病症%

*大肠病者#肠中切痛而鸣濯濯11取巨虚上廉)+

.灵枢经/载有*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

为输+*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的取穴方法) *以痛

为腧+的理论为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

出阿是穴提供了依据#后来阿是穴与经穴,奇穴共同

构成了腧穴内容)

晋代皇甫谧在.黄帝内经/ .明堂孔穴针灸治

要/的基础上#对十四经四肢部按经分类#开创了以

经统穴的先河#著成.针灸甲乙经/) 书中记载的穴

位有 7#8 个!其中双穴 7"" 个#单穴 #8 个"#载有 D"

多个有别名的腧穴#如攒竹又名员柱,明光) .针灸

甲乙经/对.黄帝内经/中定位不明确的腧穴进行补

充#并结合实践经验总结出更清晰的定位方法#如

*间使#在掌后三寸+ *郄门#手心主郄#去腕五寸+

等#对精准取穴,提高疗效有一定意义) .针灸甲乙

经/提出 $" 多个交会穴#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治

疗所交会经脉的疾病#如大椎是督脉与阳经交会之

处#不仅可治督脉*脊强反折+的病症#同时可以治

疗三阳经发热,头痛等病症) .针灸甲乙经/在.黄

帝内经/基础上补充了手少阴心经五输穴%*手少阴

心经之井为少冲#荥为少府#俞为神门#经为灵道#合

为少海+#完善了五输穴内容'%!(

)

唐代医家甄权#河南扶沟人#长于针灸#医术精

湛#撰有.脉经/.针经钞/.针方/.明堂人形图/#均

已亡佚) .备急千金要方/ .外台秘要/等著作收载

有甄权所撰针灸部分内容) 甄权以.针灸甲乙经/

等著作为参考#对南北朝秦承祖所绘针灸图经进行

校订#纠正了许多错误#新编撰.明堂人形图/#在

*头身分部#四肢分经+的基础上#以*仰人,伏人,侧

人+三个角度绘制图经#清晰简明#便于取穴定位#

同时将.针灸甲乙经/中未归经的腧穴进行整理归

经#为后代医家定位取穴奠定了基础)

北宋以前#针灸学古籍甚多#辗转传抄#图谱粗

糙难辨#经穴定位众说不一#不利针灸的学术交流与

发展) 王惟一奉诏重修针灸图经#完善腧穴内容#编

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阐述十二经脉及任,督二

脉的经穴循行主治#并附有三幅经穴图#可按图查

穴#并将其内容刻于石碑之上#昭示于众#便于观摩)

王惟一根据.灵枢经/中记载及实际测量的人体身

长尺寸#铸造两具针灸铜人) 铜人表面分布经络循

行及经穴#*针入汞出+的设计特点使其成为宋代医

师的考试工具#以便教学及考察对经穴准确定位的

能力) 王惟一以著作,石碑,铜人三种不同的方式#

向世人展现经络腧穴#开创了直观教学的先河#杜绝

了*针砭无法#传述不同+的现象)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相对于.针灸甲乙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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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了膏肓,厥阴俞,青灵,灵台,腰阳关五穴'%7(

) 在

.灵枢经/的基础上修订了人体骨度分寸#如手指同

身寸#*凡度周身孔穴#远近分寸#以男左女右#取中

指内纹为一寸+#现中指同身寸法即源于此) .铜人

腧穴针灸图经/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经穴标

准#对今天针灸国际标准的制订有重要影响)

EM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辨证论治

整体观念是指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相互联

系,相互协调的整体性#在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

相互影响) 辨证论治是在重视整体观念的前提下#

运用中医理论和诊断方法#对疾病症状进行全面,系

统的分析#明确疾病性质#再确定治疗准则与方法)

针灸作为中医体系的一部分#临床治疗中需要在整

体观念指导下#根据患者病情进行全面分析#辨证施

治) 只有*审于本末#察其寒热#得其所在+#才能

*万刺不殆+)

在整体观念指导下#针灸临证应谨守扶正祛邪,

治病求本的基本原则#根据疾病的病因病机辨证施

治#.灵枢$九针十二原/曰%*凡用针者#虚则实之#

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盛则虚之)+

针灸处方是辨证论治的重要环节) 选穴方法是

在整体观念指导下#以脏腑经络理论为依据#结合腧

穴的作用进行合理有效的配伍#常用方法有近部取

穴法,远部取穴法,上下配穴法,前后配穴法等)

*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

!.素问$五常政大论/"#*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

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

观过与不及知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

.黄帝内经/通过症状分析厥心痛,热病,痹证

等疾病特点#辨证施治) 治疗厥心痛#整体分析全身

症状#施以针刺治疗#.灵枢$厥病/曰%*厥心痛#腹

胀胸满#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太白) 厥心

痛#痛如以锥针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

谷,太溪)+

河南南阳张仲景国医大学教授李世珍#根据

.黄帝内经/.伤寒论/#在临床上总结了临床辨证选

穴的方法#著有.常用腧穴临床发挥/)

OM天人相应的时空观

因时制宜的思想源于.黄帝内经/#.灵枢$四

时气/曰%*春取经血脉分肉之间11夏取盛经孙

络#取分间绝皮肤) 秋取经腧#邪在府#取之合) 冬

取井荥#必深以留之)+结合四季阴阳变化对人体影

响特点#按时取穴的方法成为时间针灸学的雏形)

.灵枢$刺节真邪/指出#人与自然界相互影

响,相互制约%*天地相应#与四时相符#人参天地)+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认为气候,昼夜等自然

界的变化与人体生理活动,病理变化密切相关'%#(

%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人体

经脉的气血运行循环往复#周流不休#*与天同度#

与地合纪+ !.灵枢$痈疽/") 经脉脏腑发生病变

时#正气借脏腑气血旺盛之时与邪交争的因时制宜

治疗原则'%9(

#可指导针灸选穴#扶正祛邪)

按年月,四时,日时等阴阳变化的不同节点指导

针灸临床是.黄帝内经/的特色之一) 在.素问$通

评虚实论/等篇目中均有关于按四时治疗的论述#

冬病夏治是按时!季节"治疗的典型例证) .素问$

八正神明论/论述%*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

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

卫气去#形独居)+说明人体气血流注与自然界中月

亮的盈亏变化密切相关'%Z(

) .黄帝内经/根据月节

律针刺治病的方法是时间针灸的重要内容之一)

.素问$八正神明论/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

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根据自然界日

月运行,四时变化对人体气血盛衰的影响'%D(

#.黄帝

内经/提出依天时而调气血的针刺理论#经后世的

发展#形成了时间治疗学) 如兴起于宋金时代的子

午流注针法#由金代何若愚详细阐述子午流注原理

与取穴法#编撰成.流注指微针赋/传于后世) 王国

瑞按时辰选取*流注八穴+#发展为*飞腾八法+) 明

代徐凤.针灸大全/ *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法+依

*子午相生,阴阳相济+的思想#提出具体的开穴方

法#在飞腾八法的基础上创立*灵龟八法+#将天人

相应,阴阳五行,经络气血,候气逢时等理论有机结

合#形成了时间针法)

河南中医药大学孙学忠教授'%$(在长期的教学

实践中总结出子午流注的简便推算法#对子午流注

的推广做出了贡献)

FM基于气血理论的调气治神说

气血是神的物质基础#气血调和#精血互生#气

能生精摄精#精可化气#精气化神) 通过针刺调节经

络气血#扶正祛邪#平衡阴阳#治愈疾病) 神是气血

的外在表现#由五脏化生收藏#故患者神气的盛衰#

$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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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反映脏腑精气的虚实状况#.灵枢$本神/指出%

*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强调了神在针刺中的重

要性)

治神是指医者全神贯注,精神专一地调节患者

气血的过程#*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

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灵枢$终始/") 针刺

期间#医者要细心体察患者的气血变化) 守神也是

治神的范畴#.灵枢$小针解/曰%*上守神者守人之

血气有余不足#可补泻也)+守神即守血气#行气,守

气均是治神,守神基础'%8(

)

针刺调气是治神的一种体现#是针刺疗效的关

键) .灵枢$九针十二原/曰%*刺之要#气至而有

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以*风吹云

散见苍天+来形容针下气至后的临床效果) .灵

枢$刺节真邪/曰%*用针之类#在于调气)+针刺治

病的要点就是调和气血#医者要明白和掌握调理气

血的原理与技术)

通过针刺手法调节经气#可达到气至病所,调气

治神的效果) .素问$离合真邪论/中记载切,循,

弹,按,抓,扪等针刺操作&.黄帝内经/还提出迎随,

徐疾,呼吸,开阖等补泻手法和导气法) .灵枢$五

乱/记载%*徐入徐出#谓之导气) 补泻无形#谓之同

精)+现代平补平泻法便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

)

金元时期窦汉卿#因避战乱#曾在河南蔡州!汝

南"跟李浩学习针灸#其重视调理气血#强调治神)

窦汉卿在.黄帝内经/刺法基础上#重视经络气血的

特点#选择不同针刺法#*凡刺者#使本神朝而后入&

既刺也#使本神定而气随) 神不朝而勿刺#神已定而

可施+!.标幽赋/"#要求患者精神安定#医者全神贯

注#时刻关注患者的精神状态) 用形象,客观的语言

描述了.黄帝内经/中抽象深奥的得气技术#即*轻

滑慢而未来#沉涩紧而已至+ *气之至也#如鱼吞钩

饵之沉浮+!.标幽赋/"#认为判断得气的关键在于

医者对针下穴位气机变化的感知)

窦汉卿根据.素问$针解/ *刺实须其虚者#留

针阴气隆至#针下寒乃去针也&刺虚须其实者#阳气

隆至#针下热乃去针也+而创寒热补泻十四法#为后

世的烧山火,透天凉针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在

.黄帝内经/中记载针刺手法基础上#窦汉卿提出针

刺单式手法 %# 种#即动,退,搓,进,盘,摇,弹,捻,

循,扪,摄,按,爪,切#成为针灸手法的重要内容#被

后代.针灸大全/ .针灸聚英/ .针灸大成/收载传

承)

清代医家李守先#河南长葛人#潜心研读历代名

医著作#著有.针灸易学/) 李守先*主以黄岐#旁及

诸家之说+#提出手法,辨证,取穴是学习针灸的三

要素#倡导学习针灸应首先掌握针刺手法操作%*手

法不明#终身不医一病)+ .针灸易学/中论述补泻#

皆源于.灵枢经/.黄帝内经素问/.针灸甲乙经/等

经典名篇#他提出进针*得气#徐出针+ *勿闭其穴#

令走气也+为泻法&*针进得气+ *随呼而走#出针速

按其穴#恐走气也+属补法) .针灸易学/论述简明

扼要#精当明晰#实用性强#是准确掌握针刺补泻手

法的重要论著)

全国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河南中

医药大学孙六合在临床中总结出热补,凉泻的努运

法和提运补泻手法#并获得了河南省科技成果三等

奖) 刘会生在家传中医的基础上#应用飞针技术治

疗青盲有确切疗效) 高希言的*调卫健脑针法治疗

失眠技术+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适宜技术在

全国推广#这些技术均是以气血为理论基础)

PM祛邪逐瘀的刺血法

.黄帝内经/中*菀陈则除之+思想奠定了刺血

法的重要地位) .素问$气穴论/曰%*血有余则泻

其盛经11视其血络#刺出其血#无令恶血得入于

经#以成其疾+#即通过刺血络祛邪逐瘀#疏通经络#

改善脏腑功能从而治愈疾病)

.灵枢$刺节真邪/曰%*大热遍身#狂而妄见,

妄闻,妄言11血而实者泻之+#即治疗血实有余当

以刺血为主#提出逐邪务尽,攻邪为先的学术思想)

.黄帝内经/应用刺血法治疗的病种包括头痛,腰

痛,衄血,热病,痹证,痉证等邪客经络或脏腑的疾

病) 治疗经气逆乱所致的厥头痛#可在头部刺络放

血#以泻邪除瘀#疏调气机#.灵枢$厥病/曰%*厥头

痛#头脉痛#心悲#善泣#视头动脉反盛者#刺尽去血#

后调足厥阴)+*血变而止+即使恶血出尽#达到祛邪

逐瘀的目的#是出血量量化的标准'!!(

#这一理念成

为后世医家刺血治病之圭臬)

金元四大医学家中#攻邪派的代表张从正!字

子和"#继承.黄帝内经/*火郁发之+理论#认为邪气

为致病之源#治病重视攻邪#善用汗,吐,下三法) 张

从正不仅用药物攻邪#同时善用刺血) 张从正提出

*火盛之人#最易出血+*出血之与发汗#名虽异而实

同+的主张#认为放血有祛瘀生新,泻热的作用) 临

床刺血重*三多+#即运用 针多,放血部位多,放血

$"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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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多#形成独具一格的治法) 放血量多以*盏+*癧+

*升+*斗+为单位计量#如治疗舌肿*日砭八九次#血

出约一二盏#如此者三次#渐而血少#痛减肿消)+刺

络放血是泻热的最佳途径#功同发汗#意在泻热散

邪) 刺血时#一般不止血#待其出尽#邪去正安) 张

从正提出*治病当先识其经络+#以经络气血之多少

指导刺络放血#*经络多血#刺之而不伤血#经络血

少#刺之则伤气血而正气亏损#无力抗邪)+张从正

刺络放血思想对刺血流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与他同时期的刘完素#继承.黄帝内经/ *刺十

指间出血+之法#提出*八关大刺+ *热宜砭射+之

说'!7(

#通过放血以泻热祛邪)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

集/曰%*大烦热昼夜不息#刺十指间出血#谓之八关

大刺+*邪气内蓄则肿热#宜砭射之也+) 罗天益根

据.黄帝内经/*血实者宜决之+的理论#在.卫生宝

鉴/中采用三棱针,砭刺在病处施术#如用砭刺治疗

咽喉肿痛#罗天益*遂砭刺肿上#紫黑血出#顷时肿

势大消+#体现了罗天益对张从正针刺放血以攻邪

观点的认同) 李东垣还将刺血法应用于虚证#如

.脾胃论/曰%*脾胃虚弱#感湿成痿#汗大泄#妨食#

三里,气街以三棱针出血)+扩大了刺血疗法的治疗

范围)

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民集临床善用针刺耳尖

放血技术降眼压,背俞穴拔罐放血治疗乳腺增生#有

显著的临床效果)

QM'针所不为&灸之所宜(的艾灸法

.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载%*北方者天地所闭

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 其民乐野处而乳

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鴌) 故灸鴌者亦从北方

来)+北方即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长江以北地区#主

要指河南省) 由于气候严寒#风大冰厚雪深#人们发

现艾火烧灼或熏烤可有效缓解病痛#因此中原地区

盛行灸法)

.灵枢$官能/曰%*针所不为#灸之所宜)+灸法

的作用与针刺不尽相同#.黄帝内经/提出背俞穴

*灸之则可#刺之则不可+!.灵枢$背俞/"#这些不

适宜用针的特殊穴位#以及对经脉陷下,络脉结聚,

阴阳俱虚等针刺达不到治疗效果的病症#可用艾灸

治疗)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形不足者#温之

以气)+艾灸的温热之力可激发阳气#扶助正气#提

高脏腑的功能#补益*形不足者+) 艾灸可通经散

寒#温通脏腑阳气#鼓动气血#畅通脉道#行气活血以

奏活血祛瘀之功#.灵枢$刺节真邪/曰%*火气已

通#血脉乃行)+在艾灸的应用方面#.素问$官能/

曰%*阴阳皆虚火自当之11经陷下者火则当之)

结络坚紧#火之所治)+提示病机属*阴阳皆虚+ *经

陷下+*结络坚紧+的病症皆可用灸法治疗'!#(

) .黄

帝内经/中记载用灸治疗的病症有胆病,癫狂,痛

痹,寒厥,疵痈,失枕,寒热证,犬伤,伤食等#其中对

于癫狂等神志病#艾灸有镇静调神的作用#.灵枢$

癫狂/说%*治癫疾者11灸穷骨二十壮)+ .黄帝内

经/记载治疗*热盛则肉腐+之痈证#灸法可解毒消

痈#以热引热#使热外出#*发于肩及名曰疵痈#痈

发四五日#逞鴌之!.灵枢$痈疽/"+#这是*热证用

灸+的先例)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已病治

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强调*治未病+思想#侧重

于养生防病#艾灸成为重要的防病治病#养生保健方

法) .黄帝内经/的治则*损者温之+#对于虚损不足

者#当用温补之法#艾灸以温热之力温阳补气#扶正

祛邪#达到预防保健,延年益寿的目的)

后世窦材继承.黄帝内经/思想#认为阳气是人

体生命活动的关键#提出*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

药第二#附子第三+#强调艾灸扶阳的重要作用) 临

证主张大病宜灸,早灸多灸#重视艾灸养生保健作

用#可延年益寿)

唐代医家崔知悌#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县"

人#素好岐黄之术#善用灸治骨蒸#著有.骨蒸病灸

方/#专门阐述对虚劳病的艾灸方法#唐代.千金要

方/,宋代.灸膏肓腧穴法/转载有其骨蒸病灸法)

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记载%*崔氏灸四花穴法#治

男妇五劳七伤#气虚血弱#骨蒸潮热#咳嗽痰多#羸

痼疾)+崔氏灸法为后世治疗骨蒸,虚劳等疾病提供

了临床依据)

历代医家通过实践#实现了灸材的选择#从松枝

灸,柏枝灸,竹木灸,橘枝灸,榆木灸,枳枝灸,桑木

灸,枣木灸等八木火到确定以*五月初五+收采的艾

作为艾灸的材料) 方法上由直接灸逐渐发展到隔物

灸#再到温和灸#并开始使用工具灸!如.针灸易学/

中记载泥钱灸法"#为灸法的临床运用提供了便利)

在应用上#从*灸则不针#针则不灸+的针,灸各司其

职#到在同一腧穴上先针后灸或先灸后针#最后形成

温针灸的形式#将针刺与艾灸完美结合#实现疗效互

补) 灸量上从*灸数百壮+#重视艾灸壮数中总结出

$%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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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病人的感觉或体征为判断火候的标准#如*痛者

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 !.刘涓子鬼遗方/"及

*发灸疮+ *得疮发#患即差&不得疮发#其疾不愈+

!.太平圣惠方/"#使灸法的应用日趋完善) 中原医

家高希言教授在学习总结古代灸法的基础上#通过

灸后出现汗出,潮红,花斑等灸后反应判定灸量#提

高了艾灸的效果#控制了施灸温度及烟雾)

RM结语

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影响着针灸的学术形成与创新#其经络,腧穴,气血

理论可有效指导临床实践#针刺,艾灸,刺血等传统

技术被良好地继承与发扬#以实用,系统为特色的中

原针灸#对针灸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继承发

扬中原针灸学术#是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

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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