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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祖国医学是一座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灸法是这座伟大

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历史非常悠久。历代给我们留下的有关灸法的论述

和医书数量众多，如春秋战国时期《灵枢经》中就记载“灸则强食生肉”，意思是

艾灸能增进食欲，恢复健康。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幼年时多病，常用艾草灸

全身，９３岁时仍“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年过百岁还著书立说。宋代以后更有诸

多医书留存，如王执的《针灸资生经》、高武的《针灸聚英》、《骨蒸病灸方》、《黄帝

明堂灸经》、《神灸经论》等举不胜举，可见灸法在祖国医学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灸疗，考古学者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商周时应用灸法治病的记载，现存

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左传》，它详细记载了公元前５１８年医缓给晋景公诊病时

的一段话，医缓说：“疾不可为也，病在肓之丘 ，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

不治焉。”这里所讲的“攻”即指灸法，“达”即指针砭。“灸”字在现存文献中最早

提及的是《庄子·盗跖篇》，“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灸

疗就已经盛行。《韩诗外传》中记载医祖扁鹊在给人诊治时已经使用了灸法。

《扁鹊心书》云：“保命之法，艾灼第一。”点燃的艾草渗透穴位后，调节身体阴阳，

提高机体免疫力，即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黄帝内经》曰：“阳气若足千

年寿，灸法升阳第一方。”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９０多岁还能挥笔作画，就是

因为经常取穴施灸，避免了口服药对体内脏器的损害，后来有诗人形容他为“夕

阳犹风景，百岁也倜傥”。明代张介宾指出“灸能散寒除毒，开郁破滞，助气回

阳”，可见一切风寒湿邪，气血瘀阻，都能够用灸法来攻破。

那么，什么是灸法呢？灸法是灸热疗法或者艾灸疗法的简称，通俗的说，就

是用艾草熏烤身体的局部，以达到治病养生目的的一种疗法。目前应用于临床

的灸法有艾炷灸、艾条灸、敷药灸、温灸、器灸、电热灸等。

２００３年，济南汉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针灸专家的全力配合下发明了灸热

贴，并通过了专家鉴定和临床验证，获得了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批件，取名为“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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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灸热贴”。这就为祖国医学灸法家庭增加了新成员、新疗法———灸热贴灸或

灸热贴敷疗法。灸热贴是一种借助现代制热技术并结合磁感应技术和远红外

光波技术研制而成的新型贴剂，灸热贴敷疗法（灸热贴灸、隔物灸、雷火灸、磁热

疗法、烫熨疗法）是指将灸热贴贴敷在人体穴位上以治疗疾病或着养生保健的

一种外治疗法。其特点是融灸疗、磁疗、远红外疗于一体，具有三效合一之功

效，是灸法的创新，是贴敷疗法的创新。其灸热的温度在４０～５８℃，其灸热的时

间在８～１２小时，其灸热体的面积直径在１０ｃｍ左右。灸热贴经过医疗单位十

年的临床应用，使成千上万的患者减轻了病痛，恢复了健康；灸热贴敷疗法的疗

效深受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好评，加上其使用方便，且无针灸的痛苦，是灸法的进

步和创新。

本书主要介绍灸热贴敷疗法的原理、适用范围、使用方法、作用机理等，同

时，对人体经络、穴位用简介、通俗、精炼的语言和图片来进行介绍，使读者阅读

后容易懂、容易记、容易用。本书所选的穴位仅５０个左右，但都是人体要穴，且

是灸热贴敷疗效确切又适合的。

灸热贴敷疗法是绿色疗法，对人体组织器官不产生毒副作用，所以灸热贴

敷疗法的应用将会越来越普及，发展前景将会越来越大。本书仅对目前疗效确

切的一些疾病的治疗和保健养生方法做一介绍，所以许多方面有待补充完善，

所述内容的差错亦是难免，故肯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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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灸法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一、灸法的起源

火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类对火的认识、控制和驾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
过程。同时，火在治疗疾病方面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火的发现及利用不仅
让人类可以吃到熟食，缩短了消化过程，改变了人类的饮食结构，摄取更多的营
养，促进身体和脑的发育，给人类带来了温暖，消除寒冷，解除疲劳，而且还通过
大量的实践证明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砂土熨烫腹部或关节，腹痛或者关节
的症状会减轻，这就是后来的热熨等外治疗法的开端。古人在煨火取暖时，由
于偶然被火灼伤而解除了某种病痛，从而得到了烧灼可以治疗疾病的启示。经
过不断总结，人们发现用火烧灼局部皮肤可以治疗牙痛、胃痛等疾病，这是灸法
的雏形，也是灸法的起源。火的发现和使用，对人类的生活和繁衍有着非常重
大的意义，同时也为灸法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灸法是随着火
的应用而萌芽，并在其应用实践中不断发展。
“灸”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灼”，是灼体疗病之意。最早可能采用树枝、

柴草、兽皮取火熏、熨、灼、烫以消除病痛，以后才逐渐选用“艾”为主要灸料。

艾，自古以来就以一种野生植物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生长。因其气味芳
香，性温易燃，且火力缓和，于是便取代一般的树枝燃料，成为灸法的最好燃料。
《本草》载: “艾叶能灸百病。”《本草从新》曰: “艾叶苦辛，性温，纯属阳之行，能
回垂危之阳，同十二经，走三阴，理气血，逐寒湿，暖子宫 ……以之灸火，能透诸
病而除百病。”
“灸”在现存文献记载中，以《庄子·盗跖》最早提及。如孔子劝说柳下跖:

“丘所谓无病自灸也。”据《左传》记载，鲁成公 10 年( 公元前 581 年) ，晋景公
病，秦国太医令医缓来诊，医缓说: “疾不可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

达之不及，药不治焉。”晋朝杜预注解“攻”指艾灸，“达”指针刺。《孟子·离娄》

也曾记载: “今人欲王者，忧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显然也是指的艾灸，从中
3



可以推断在春秋战国时代灸法是颇为盛行的。在医学专著中，灸法最早见于
《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篇》说: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
陵居，风寒冰列，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之，故旧之者，亦从
北方来。”说明灸法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民的生活习惯，条件和发病特点有着密
切的关系。

1973 年在我国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了三号汉墓，在出土的帛书中，记载经
脉灸法的就有三篇，( 《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 ，

是现存《内经》以前的珍贵文献。

二、灸法的形成

先秦两汉时期，针砭、火灸热熨等均已广泛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为临床实
践的总结和提高，以及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大作用。这一时期是我
国传统针灸医学的重要形成时期，一些文献记载了非医家在引喻射事时用艾灸
法作譬喻，可推之春秋战国时期灸法颇为盛行。《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我国古
代治病四法:箴、石、汤、火，其中火灼就包括灸疗。《黄帝内经》中近一半的内容
阐述针灸，并对灸疗的起源、适应证、处方及禁忌多加论述，奠定了灸疗的理论
基础。《黄帝内经》首先将艾作为灸疗的主要材料，并作为灸疗的代名词。《素
问·汤液醪醴论》说: “砭石针艾治其外也。”《灵枢·经水》说: “其治已针艾。”
《灵枢·官能》明确指出“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并产生了“脏寒生满病，其治宜
灸之”( 《素问·异法方论》) 的辨证施灸的观点，甚至确定了灸法的补泻，如《灵
枢·背俞》言: “以火补者，毋吹其火，虚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

须其火灭也。”而在《素问·骨空论篇》中记载了灸治随年壮的观点: “灸寒热之
法，先灸项大椎，以年为壮数，次灸橛骨，以年为壮数。”并用灸来治犬伤病: “犬
所啮之处灸三壮，即以犬伤病法灸之。”同在一文中还举例记述了灸法的应用和
部位，可见灸治之广。此外，《黄帝内经》中指出艾灸的禁忌证为: “阴阳俱不足
或阴阳俱盛者，阳盛亢热及息积。”

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被后世誉为“众法之宗，医方之祖”。书中除
了载有汤药治病外，还有多处提及针灸治疗，其中关于灸法的记载，虽篇幅不
多，部分论述也较为笼统，但文中体现的学术思想对后世灸法的发展和运用却
有着重要的意义。纵观全书，共载灸疗七条，但是对灸疗的应用和禁忌证有所
发挥。其主要观点包括:第一，强调三阴宜灸，认为病在三阴经，虚寒病症，阴阳
之气衰弱症候，宜灸，邪踞三阳，正气未衰之实热症候，宜针，故确立了“病在三
阴宜灸，病在三阳宜针”的针灸治疗法则; 第二，强调施灸前后须诊脉，如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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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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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条: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可知仲景非常重视诊脉识证在针灸治疗的重要性，

并以脉诊作为宜灸的重要依据; 第三，提倡灸药并施，如 304 条: “少阴病，得之
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第四，重视灸法禁忌，对许
多病证都有“可火”“不可火”“不可以火攻之”的记载，如 115 条: “脉浮，热者，

而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

三、灸法的发展

( 一) 秦汉时期
灸发起于远古，形成于秦汉时期，出现了以《黄帝内经》为 代表的大量著

作，涌现了以张仲景为代表的著名医家。

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形成时期。产生于秦汉之际的医学巨著
《黄帝内经》把灸疗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在《灵枢·官能》中强
调“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并首先在《素问·异法方宜论篇》指出“灸焫者亦从
北方来”，因为“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野外而乳食，藏脏寒生满
病，其治宜灸”，说明灸疗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民居住条件，生活习俗和发病特
点有关。灸疗的适应证包括外感病、内伤病、脏病、寒热病、痈疽、癫狂等。灸疗
的作用具有起陷下、补阴阳、逐寒邪、畅通经脉气血等多个方面。《灵枢·背腧》

还提到灸的补泄之法: “以火补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
其艾，须其火灭也。”还提出了艾灸之禁忌证为: 阴阳俱不足或阴阳俱盛者，阳盛
亢热及息积等。汉代张仲景的著述，有“可火”与“不可火”的记载，其所言之火，

亦指艾灸。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一书，其内容以方药辨治外感热病及内伤
杂病为主，尽管针灸条文不多，其中《伤寒论》载灸疗 7 条，《金匱要略》2 条，重
复出现 2 条，实为 7 条，并且在针灸应用上提出了“阳证宜针，阴证宜灸”的观
点。仲景指出灸疗宜于三阴经病，或于少阴病起，阳虚阴盛时，灸之以助阳抑
阴; 少阴下利呕吐，脉微细而涩时，升阳补阴。或厥阴病手足厥冷，脉促之证，灸
之以通阳外达;脉微欲绝者，回阳救逆。并对灸的禁忌证上有了很大发挥，在应
用上专篇论述灸法禁忌。《伤寒杂病论》中提出误治的条文有 21 条，其中 17 条
属于三阳篇，误治的原因均与热证用灸有关。《伤寒杂病论》119 条指出: “微数
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
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指出阴虚之人筋骨失于濡养，若用灸法，加重阴虚使
病情恶化，故应该慎用。张仲景具体指出了灸疗禁忌范围包括太阳表证、阳实
热盛、阴虚发热等，这些对后世医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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