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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回顾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历史，中医科室是一段年

轻的记忆，而预防保健中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足迹折射出

不断拼搏走向腾飞的艰辛。韩兴军主任以其所著《针灸“治未病”》

索序于我，并谈及他有全面系统地研究整理中医药预防保健的一些

独特疗法的设想，吾深表赞同，因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对中医

药预防保健这一领域将有很大的贡献。

韩兴军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高树中教授的高足，2010 年硕士毕

业后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助勤 2 年，表现优异。回医院后担任预防

保健中心主任，现在所主持的科室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

点专科培育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预防保健及康复与临床服

务能力项目建设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二批“治未病”预防保健

服务试点单位、山东省第一批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中心建设单位、

山东省首批中医药重点科研实验室———亚健康体质学研究实验室

等。他目前担任山东针灸学会常务委员、山东省卫生保健协会理

事、山东省医师协会健康保健分会委员。主持省级课题 2 项，参与

国家级课题 5 项。主编著作 2 部，发表论文 10 余篇。

该书是从理论到实践，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研究成果。应用

针灸方法“治未病”是在无病或疾病发生之前选择一定的时机，应用

针灸方法激发经络之气，以增强机体的抵抗力，防止疾病的发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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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随后疾病的损害程度或保健延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对他们这代年轻人的远大志向和蓬勃

朝气深表赞叹!

院长:葛明

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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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1 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

代社会的发展对医学提出的新要求就是对疾病做出超前应对，即防

止疾病的发生，干预病前状态。中医学的未病理论有着悠久的历

史，是在长期医学实践中不断发展进步，逐渐形成并完善的系统学

说。针灸“治未病”是中医未病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特

的疗效和绿色无毒副作用的优势，恰好契合当前这种理念。特别是

从 20 世纪中叶起，我国的针灸工作者将针灸技术更广泛地应用于

各科疾病预防。而近三十年来，应用针灸进行保健，可以说是风靡

全球。总结古今医家经验，揭示针灸保健防病的规律，对促进针灸

预防学的形成，丰富现代预防学的内容有着重要的启示。

近三十余年来，针灸保健工作日益引起重视，同时预防的内容

也逐渐转移到心、脑血管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上来。需要指出的

是，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初欧美等西方国家掀起针灸热潮，针灸保

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世界性进展。

针灸“治未病”是依据中医“治未病”理论，选择一定的时机，应

用各种针灸方法刺激机体一定的腧穴，人为激起机体适度应激的一

种有效方法。它通过增强机体的抵抗力和耐受力而达到防病保健

的目的，现代多称为“逆针灸”。逆针灸疗法具有丰厚的中医理论基

础，其防病保健作用十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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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两部分:

总论篇主要介绍针灸“治未病”古文献记载和现代研究。

各论篇主要介绍心血管针灸“治未病”、脑血管针灸“治未病”、

妇科针灸“治未病”、儿科针灸“治未病”、骨科针灸“治未病”、呼吸

科针灸“治未病”、脾胃肝胆针灸“治未病”、肾系针灸“治未病”、内

分泌针灸“治未病”等。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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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治未病”的中医理念

一、治未病概念

“治未病”的概念最早出现于《黄帝内经》。在《素问·四气调
神大论》中有论述: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

而铸锥，不亦晚乎”，生动地指出了“治未病”的重要意义。另有《素

问·刺热》篇论述: “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

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

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此“病虽未发”，结合上文是指机体已受邪但

尚处于无症状或症状尚较少、较轻的阶段。这种潜病态可发展成为

某种具有明显症状和体征的疾病。因而，此处“治未病”是指通过

一定的防治手段以阻断其发展，从而使这种潜病态向健康方向转

化，属于疾病早期治疗的范围。还见于《灵枢·逆顺》: “上工，刺其

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上工治

未病，不治已病。”此处“治未病”对医生的治疗经验和水平提出了

要求，要想成为一名高明的医生，要善于预防疾病，防患于未然。

结合现代医学的理论，综合各家说法，可以将人群的健康状态

分为三种:一是健康未病态，即人体处于没有任何疾病时的健康状

态; 二是欲病未病态，即体内病理信息隐匿存在的阶段，或已经具有

少数先兆症状或体征的小疾小恙状态，但尚不足以诊断为某种疾

病;三是已病未传态，即人体某一脏器出现了明显病变，根据疾病的

传变规律及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病邪可能传入其他脏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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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邪尚局限在某一脏腑未发生传变的状态。

“治未病”就针对以上三个状态，具有以下作用。一是未病养

生，防病于先。指未患病之前先预防，避免疾病的发生，这是医学的

最高目标，是健康未病态的治疗原则，也是一名高明医生应该追求

的最高境界。二是欲病施治，防微杜渐。指在疾病无明显症状之前

要采取措施，治病于初始，避免机体的失衡状态继续发展，这是潜病

未病态的治疗原则。三是已病早治，防止传变。指疾病已经存在，

要及早诊断，及早治疗，防其由浅入深，或发生脏腑之间的传变，这

是欲病未病态、传变未病态的治疗原则。另外，还有瘥后调摄、防其

复发。指疾病初愈正气尚虚，邪气留恋，机体处于不稳定状态，机体

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之时，此时机体或处于健康未病态、潜病未病

态，或欲病未病态，故要注意调摄，防止疾病复发。

“治未病”是中医学的重要思想。“治”的含义是管理、治理的

意思。“治未病”就是采取相应措施，维护健康，防止疾病的发生与

发展。严格来说，“治未病”包含“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

三个层面。强调人们应该注重保养身体，培养正气，提高机体的抗

邪能力，达到未生病前预防疾病的发生，生病之后防止进一步发展，

以及疾病痊愈以后防止复发的目的。这种重在“治未病”的思想，

实质上体现了中医重视预防的思维模式。将能够掌握“治未病”思

想理念、擅治未病的医生称为“上工”，说明了中医对“治未病”的重

视程度。事实上，中医药学几千年医疗保健中一直都在应用“治未

病”的思维方式，正因如此，“治未病”成为中国传统健康文化的核

心理念之一。

二、我国历代中医学者关于“治未病”的阐述

“治未病”思想源自《黄帝内经》。历代医家对“治未病”的思想
和内容进行了继承和发扬，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见到“治未病”的

理论和应用，可见古人对于“治未病”思想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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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治未病”的中医理念

史料记载扁鹊姓秦，名越人，春秋战国时期渤海郡人。他“治未

病”的思想鲜明地体现在齐桓公病案中。据《史记》记载，扁鹊医术

高明，经常出入宫廷为君王治病。有一天，他巡诊去见齐桓公，礼

毕，侍立于桓公身旁细心观察其面容，然后说道: “我发现君王的皮

肤有病。您应及时治疗，以防病情加重。”桓公不以为然地说: “我

一点病也没有，用不着什么治疗。”扁鹊走后，桓公不高兴地说: “医

生总爱在没有病的人身上显能，以便把别人健康的身体说成是被医

治好的。我不相信这一套。”十天以后，扁鹊第二次去见桓公，察看

了桓公的脸色之后说: “您的病到肌肉里面去了。如果不治疗，病情

还会加重。”桓公仍不相信，并对扁鹊的说法深感不快。又过了十

天，扁鹊第三次去见桓公，看过桓公后说道: “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

胃里面去了。如果不赶紧医治，病情将会恶化。”桓公还是不相信，

他对“病情变坏”的说法更加反感。接着又隔了十天，扁鹊第四次

去见桓公。两人刚一见面，扁鹊扭头就走，这一下倒把桓公搞糊涂

了。他心想: “怎么这次扁鹊不说我有病呢?”于是派人去找扁鹊问

原因，扁鹊说: “一开始桓公皮肤患病，用汤药清洗、火热灸敷容易治

愈;稍后他的病到了肌肉里面，用针刺术可以攻克;后来桓公的病患

至肠胃，服草药汤剂还有疗效。可是目前他的病已入骨髓，人间医

术就无能为力了。得这种病的人能否保住性命，生杀大权在阎王爷

手中。我若再说自己精通医道，手到病除，必将招来祸害。”五天过

后，桓公浑身疼痛难忍。他看到情况不妙，主动要求找扁鹊来治病。

派去找扁鹊的人回来后说，扁鹊已逃往秦国去了。桓公这时后悔莫

及，挣扎着在痛苦中死去了。这个病案从一个侧面突出反映了扁鹊

能够预知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提出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

的观点，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体现出扁鹊“治未病”的思想。

医圣张仲景秉承《黄帝内经》、《难经》之旨，在临床医学实践中

贯彻“治未病”思想，他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篇》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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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这是运用五行乘侮规律得出的

治病防变的措施，是“治未病”思想既病防变的具体体现。据《针灸

甲乙经·序》记载，一天，仲景与侍中王仲宣相遇。仲景说他已患病

了，到了 40 岁的时候眉毛要脱落，然后过半年就会死去，并且告诉

他服五石汤可免除。俗话说“忠言逆耳”，王嫌仲景的话难听，就没

有服药。后果如仲景所言，王仲宣到了 40 岁时先是眉落，继则死

去。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张仲景诊察未病的造诣是很高深的。他发

展了《黄帝内经》以来的相关思想，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等多层面

论述了“治未病”的原理、方法。张仲景“治未病”的中心环节，具体

表现为:首先，要早期治疗。在疾病之初，要不失时机地给予正确治

疗，尽量祛邪于萌芽阶段。其次，治未病的脏腑。人体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脏腑经络在生理上相互联系，也必然成为在病理状态下疾

病传变的内在依据。为此，张仲景将治未病的脏腑作为既病防变的

重要措施。

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华佗，擅长外科手术并发明了世界上最

早的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因而被誉为外科学始祖，相传著有《中

藏经》一书。其“治未病”思想与实践主要有: 创五禽戏，强身健体。

认为运动有强健脾胃的功能，可促进饮食的消化输布，使气血生化

之源充足，气血流通，则身体健康而长寿。他根据古代导引术，模仿

虎、鹿、熊、猿、鸟五种禽兽的不同形象和特有的动作特色，创立了一

套适宜于防病、祛病和保健的医疗体操———“五禽戏”，并指出人体

疾病的发生，是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的，只有掌握其规律，适应其变

化，才能祛病保健。

晋代著名医家葛洪，他在防病养生方面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

精辟的论述。首先，提倡“养生以不伤为本”，重视身体保养。疾病

形成是一个漫长过程，是由于人们防患意识淡薄，平日不注意护形、

养神而致。俗话说: “病来如山倒，病愈如抽丝。”一旦造成无法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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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不良后果，后悔晚矣。其次，强调劳逸适中，慎避外邪。他在
《抱朴子》中指出，一个人所以常生病，皆因风寒暑湿所致。如果平

日注意内养正气，形神相卫，各种邪气就不会侵犯人体。此外，葛洪

还认为维持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气和血。人生病主要是气血亏

损所致。另外，他在精神保健和心理卫生上还提出要除六害: 一曰

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财物，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

诅嫉。他明确告诫众人，“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延驻千

百年。”

唐代医家孙思邈提出了“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

医医已病之病”，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在
《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用针刺预防中风的具体方法: “惟风宜防

尔，针耳前风府身良。”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中，他

还明确论证了“治未病”与养性的直接关系，“善养性者，治未病之

病”，并创造了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在其著作中列食养、食疗食

物 154 种，他说: “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

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也就是

说，食物对人体的滋养作用，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增进健康、益寿延年

的途径。合理安排饮食，可保证机体的营养，使五脏功能旺盛，气血

充实，提高适应自然界变化的应变能力，增强抵御外邪的力量。

元代朱丹溪指出: “与其求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

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

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

患之有哉?”提出了预防与养生的重要性。

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中也有艾灸预防中风的详细记载: “但

未中风时，一两月前，或三四月前，不时足胫发酸发重，良久方解，此

将中风之候也，便宜急灸三里、绝骨四处，各三壮……如春交夏时，

夏交秋时，俱宜灸，常令二足灸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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