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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在第３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分上、下两篇。上

篇介绍梅花针疗法的基本知识，包括梅花针疗法的作用

原理、治疗范围、常用刺激部位与穴位、针具针法与操作

方法等；下篇介绍了内科、妇科、儿科、伤外科、皮肤科、五

官科等１９０余种常见病的９３０余首治疗配方。本书是作

者长期临床实践和四代家传、师授经验的总结，并参考大

量的文献资料，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可供基层医务人员、

中医药爱好者及城乡家庭自疗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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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版前言

　　本书自１９９７年初版、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８年两次修订再版

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已多次重印。不少读者

来信或来电，对本书内容实用、操作简便、疗效确切、安全

可靠等优点给予肯定与赞扬，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与

建议，希望能再次修订出版。为此，我们在保持前３版特

色的基础上，本着“从严、从验、从简”的原则，根据读者的

意见，对本书予以再次修订。此次修订，主要修正了第３
版中的一些错漏，删除了操作复杂的配方２３首，增补了

近年来经临床验证疗效确切的新配方１６首和临床经验

体会。全书涉及的疾病达１９０余种，临床经验配方９３０
余首，使内容更加丰富、精练，更加切合实用。

任何一种疗法都有其局限性，梅花针疗法也不例外。
对于急性重症和传染性疾病，对于其他疗法效果卓著的

疾病，不宜勉强单用梅花针疗法，应在临床医师指导下，

选用疗效最佳的疗法，或以梅花针疗法作为辅助治疗。
在本次修订过程中，承蒙程功文、程美红、文力、刘一

平、刘华、张大英、新苗、程华、程铭、程平、李显平等协助

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和校对工作，谨表谢意。书中

如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程爵棠

２０１１年９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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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版前言

　　梅花针疗法为民间疗法之精华，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由于它具有操作简便、易学易懂、医具简单、适应

证广、经济实用、安全可靠、疗效显著等特点，故长期在民

间广泛流传和使用，并在防病治病、保健强身中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因此，总结和推广梅花针疗法尤为必要。
梅花针疗法源远流长，它始于我国成书最早的中医

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而运用于民间，一直未被后代

医家所重视。遍查医著，记载甚少，濒近失传。直到新中

国成立后，由于党的中医政策的正确，随着祖国医学科学

技术的飞跃发展，梅花针疗法才重新获得新生。经由承

澹盦 、孙惠卿等诸多医界同仁的苦心钻研，全力探索，大

力运用和推广，使这一独具特色的梅花针疗法得到了完

善和提高，也由此越来越受到医界同仁的关注和重视。
通过医疗实践，使其适应范围不断扩大，疗效越来越佳。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笔者在农村工作多年，面对缺医少药，

条件艰苦，且疾病猖獗时，即运用包括梅花针疗法在内的

民间疗法，收效颇著。后在临床上常单用或配用民间疗

法治疗，方便患者就诊，减轻其经济负担，而且临床疗效

大大提高。有鉴于此，笔者根据４０年来的临床实践，并

广泛搜集解放后出版的中医期刊、医著、内部资料，结合

四代家传秘本———《外治汇要》和民间经验，几经易稿，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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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成《梅花针疗法治百病》一书。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梅花针疗法的源

流与展望、作用原理、适应证、常用刺激部位与穴位、检查

方法、针具针法、操作方法、优点与注意事项等；下篇重点

介绍了内科、妇科、儿科、伤外科、皮肤科、眼科和耳鼻咽

喉科等１４０多种常见多发病和部分疑难病症的５００多首

配方治疗经验。每病简介于前，疗法贯列于后。每选一

法（配方），均按“配方、治法、主治、附记”等４项内容依次

论述，井然有序。附记中主要是介绍配方的来源，注意事

项，配用疗法和疗效验证情况等。而且屡用屡验，疗效显

著。若能上、下篇互参，可疗之疾远远超出本书所收治之

疾病范围。
本书在编写中，由我儿程功文医师协助整理，并提供

了很多有效方法。由于笔者学识浅薄，经验不足，遗漏和

错误之处，恳请同仁高贤和读者不吝教言，批评赐正为

幸！

程爵棠

１９９６年９月于景德镇杏春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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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概　　论

梅花针疗法，是民间疗法精华之一，也是中医针灸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梅花针是在古代九针中的镵针基础上，经历代医家不断

研究、改进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针法，即《内经》中的“扬刺”（即五星

针）。就是将５～７枚６号或７号不锈钢缝衣针，依法捆扎在一根

富有弹性的筷子（或小竹棒、小木棒等）一端（钻一小孔）的小孔内，
露出针尖，捆成一束，像梅花的形状，术者右手握住针柄，在人体皮

肤（应刺部位）上，运用一定的手法，只叩击皮肤，不伤肌肉，以达到

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祛邪扶正、防治疾病的一种外治疗法。又因

针后皮肤叩刺部位泛起的红晕形状颇似梅花，故称之为“梅花针疗

法”。
梅花针疗法，古称“毛刺”“扬刺”“浮刺”“半刺”。由于针数不

同，故又有五星针（５枚）、七星针（７枚）之称；又因叩打在皮肤上，
故又有人称为“皮刺针”“皮肤针”“丛针”等；因为这种疗法既无痛

又安全，小孩也乐于接受，所以又有人称之为“小儿针”。其实这些

都只不过是梅花针的不同叫法而已。这种疗法，由于其自身特点，
一直广泛流传于民间，深受群众欢迎。

一、梅花针疗法的源流与展望

梅花针疗法属民间疗法，与其他民间疗法一样，它来源于民

间，运用于民间，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长期同疾病的斗争中发

现、发展并逐步完善的、简便有效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总结。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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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工具简易、操作方便、疗效高、见效快、安全可靠，不花钱或

少花钱就能治好病，符合“简便廉验”的原则，因此值得总结推广

应用。
梅花针疗法的历史悠久，渊源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成书的

经典著作———《内经》里就有记载，而且内容丰富。如《灵枢·官针

篇》云：“凡刺有十二节，以应十二经……五曰扬刺。扬刺者，正内

一，傍内四……”就是当中一根针，旁边四根针，此即五星针，具有

现代应用的梅花针或七星针（７枚针捆在一起）的样子。由此说

明，梅花针疗法的起源，远早于《内经》的成书年代。《内经》的记

载，正是民间运用梅花针治病的经验总结。
《内经》在总结针灸医学经验中，也为梅花针疗法奠定了理论

基础。例如《素问·刺要论》云：“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各至其理，
无过其道。”说明病情不同，针刺深浅也要有所不同。《素问·刺齐

论》又云：“刺骨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脉，刺脉者无

伤皮，刺皮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骨……”这里用

骨、筋、肉、皮来说明针刺的深浅。浅深不得，反为大贼。《灵枢·
官针篇》云：“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七曰毛刺，毛刺者，刺浮痹皮

肤也……”“毛刺”就是在皮肤表面上进行浅刺，“浮痹皮肤”是一种

皮肤麻木不仁病变。也说明浅刺法有其一定的适应范围。又云：
“凡刺有五，以应五脏。一曰半刺，半刺者，浅内而疾发针，无针伤

肉，如拔毛状……”就是说“半刺”法进针浅，并下针后又很快起针。
这些记载，均为后世梅花针疗法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存的古医学文献中，已找不到关于梅花针的

治疗方法、治疗工具及治疗疾病的具体记载，使古代梅花针疗法濒

临失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梅花针疗法才重新获得新生，散见于

民间的梅花针疗法又受到医界同仁的重视。经过医界同仁的共同

努力，反复实践，不断总结推广，终于使祖国医学中的这支奇葩又

增添了新的光辉，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具体。例如，孙惠卿受民间

“刮痧”疗法和“柳条抽打疟疾病人”治病的启发，经苦心钻研，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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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世纪初重新发明了梅花针的医疗工具和治疗方法，同时发明

了不同于任何诊断学的“孙惠卿检查法”，并在１９５９年总结出版了

《刺激神经疗法》一书（内部资料）。后来，孙惠卿的传人———孙忠

仁大夫又对梅花针工具进行了改革，使其日趋完善（《中国当代中

医名人志》）。承澹盦在《中国针灸学》中对皮肤针（即梅花针）之叩

打部位、治疗方法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这些都为继承发扬祖

国医学，总结推广梅花针疗法做出了新的贡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初期，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梅花针科把低压电流导入梅花

针进行治疗，获得了满意的疗效，并称之为“电梅花针”，使梅花针

疗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与提高，使之应用于临床治疗疾病之效

果尤佳。运用梅花针治疗临床各科疾病的临床经验在中医期刊上

时有报道，使之日益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并乐于接受。同时在民

间亦广为流传，已成为“家庭自疗”的有效方法。已有不少国家和

地区的医务工作者也采用梅花针疗法防病治病，为人民的健康服

务，而且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疗效。
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这朵

奇葩———梅花针疗法，将显示越来越广阔的前景。“良医不废外

治”。我们深信，属外治范围的梅花针疗法，在挖掘、整理、实践和

提高的过程中，通过医家的不断努力，结合和借鉴现代科学技术，
必将得到新的发展、推广、普及和应用，能更好地为人民的卫生保

健事业服务。

二、梅花针疗法的作用原理

本疗法的治病原理，至今众说纷纭，学说很多。概括起来，主
要有以下３种。

（一）经络感传学说

本学说以中医经络学说为依据，其核心就是经络学说中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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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皮部”。本疗法治病的重点刺激部位在于皮肤的“十二皮部”，通
过刺激“十二皮部”以达到治病的目的。因为“十二皮部”是脏腑所

属的十二经脉在皮表的粗线条投影区，也是十二经脉在皮肤的分

区和十二经脉之气的散发所在。《素问·皮部论》云：“欲知皮部以

经脉为记者，诸经皆然……凡十二经脉者，皮之部也。是故百病之

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经脉，留而不

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府，禀于肠胃。邪之始入于皮毛

……故皮者有分部，不与而生大病也。”说明百病之始生，必先于皮

毛，而从皮部治之，此乃治病之要着。皮肤有局部和整体的调节作

用，同时也具有保护机体、抗御外邪的作用。又“十二皮部”皆全身

之表皮也，由十二经脉分辖所主，是十二经脉在皮部的分区，因此，
治疗亦以十二经脉循行分布区域之所定。皮肤还可通过经络内联

脏腑，疾病既可通过皮肤经络由皮入里，也可由里出表。病由某经

脉之始生，必由所在皮部以定治。因此，梅花针通过对皮肤刺激

（应刺部位），针感可随着刺激部位的不同而驱动和促使相应区域

的经脉之气循行，使针感传至希望达到的脏腑、筋肉、关节等人体

特定部位，从而获得定向性的调节经络气血以及内脏功能等的治

疗作用，以治病防病。同时，经络学说中的气街理论也为梅花针疗

法防病治病提供了理论依据。《灵枢·卫气》云：“胸气有街，腹气

有街，头气有街，胫气有街。”《灵枢·动输》又云：“四街者，气之径

路也。”说明经气的集中与流行的部位，即头部、胸部、腹部（包括背

部）与胫部四街，是经脉之气循行的共同通道。所以叩打各部之皮

部区域都与气街理论密切相关，因此，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二）神经反射学说

根据前苏联巴甫洛夫学说，人体中的一切器官和组织，是在中

枢神经系统的控制和指挥之下发挥其功能，并保持其完整统一性

的。神经中枢功能损害或紊乱时，便会引起其支配部位的病变，造
成了身体的疾病。治疗时，是通过刺激神经中枢，引起中枢神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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