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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针灸治疗的理论探讨与研究、特色针灸临床应

用2章。本书围绕临床常见病特色针灸治疗,论述中医经典

理论对临床的指导和应用,介绍了金氏针灸、粗针疗法、腹针

疗法、灸法的特色及临床应用取穴、操作等特点,并加入了大

量的临床成功病案。理法方穴俱全,按语分析详细、阐发精

辟,读者易于掌握和运用,实用性强。本书可供中医师,尤其

是针灸医师等参考阅读。



中华医学的瑰宝———针灸学在临床常见病、疑难病的治

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保健中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

传统医学走向世界的先锋,世界针灸热更促进了针灸学的

发展。

两千多年前,针灸学已形成了较完整针灸理论体系,为

我们今天针灸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针灸防治疾病有效

且极少有副作用。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推

荐了43种针灸治疗的适应证,有力地推动了针灸走向世界。

2010年中医针灸申遗成功,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再次证明了传统针灸对全人类的实际意义和存

在价值。事实上针灸治疗的疾病范围远不止43种疾病。针

灸对于全身各系统疾病都有一定治疗效果,对于肌肉骨骼和

结缔组织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代谢性疾病、精神和皮

肤等疾病,针灸的治疗效果尤为突出。对于多种难治性疾

病,针灸也可成为有力的治疗或辅助治疗手段。

今天,如何传承和发展针灸学历史已赋予我们责任。作

为一名针灸临床医师不断提高针灸临床疗效是永远努力追

求的目标,针灸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虽然时代在发展、

科技在进步,但做一名优秀的中医针灸医师还是应该掌握和

传承中医精髓,综观历代中医针灸,大家无一不对中医经典

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和深厚的底蕴,并能在临床实践中运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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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创造出自己的独到经验。因此,掌握针灸学的精华理论,遵

循中医的整体观和经络学说,真正运用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强化

针灸传统特色和优势,针对不同的疾病采取不同的经络穴位,科

学地运用针灸的方法治疗各种疾病,才能不断提高针灸临床疗

效,才能进一步为发展针灸学做贡献。

笔者在2005-2008年非常荣幸地成为浙江省中青年名中医

培养对象,2009-2012年又非常荣幸地成为第二批全国优秀中医

临床研修项目研修人员,在读经典、做临床、跟名师的过程中深深

体会到中华医药博大精深,中医经典理论对临床有非常重要的指

导意义,各位老师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对我都有极大的帮

助。2012年,我的浙江省名医工作室成立了,因此,除了努力为继

承与发展针灸开展工作,为人类健康做贡献,还应该为培养针灸

人才做奉献。故总结和整理了自己的部分学习体会和临床医案,

结合同事的成功病案,汇编成书。阐述经典临床应用体会,分析

成功案例,既有中医认识,也包括现代医学知识,还有临床经验,

希望给阅读本书的同道有实际的帮助。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浙江省中医院、浙江省名中医研究

院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各位老师、专家的全力指导和同道的鼎力

相助,以及各位研究生都做了很多工作,才使得顺利完稿,在此一

并表示诚挚感谢。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宣丽华



江浙一带人杰地灵,历史上曾拥有一批针灸大师。浙江

省中医院更是名家聚集、人才辈出之地。浙江省中医院针灸

科第一任主任金文华先生以取穴精简、针刺浅表、针感明显、

疗效显著为特点,德术皆高,闻名浙江,日门诊量200余人。

金老一生育人无数,金氏针灸学术思想影响深入持久,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使浙江省中医院针灸学科不断发展。

本学科极为重视经典理论的学习与运用,继承传统中医理

论和方法,努力研究当代中医名家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并不

断创新发展,努力做到勤求古训以治学,博采众长而推新。近

年来在注重发展金氏学术思想,总结金氏针灸学术特点的同

时,努力开拓、创新粗针疗法,引进腹针疗法,发展穴位贴敷,扩

大灸法运用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工作。例如运用粗针督脉平

刺法在治疗面瘫、帕金森病、中风等疾病中取得了成绩,尤其在

治疗面瘫方面,重点开展了粗针治疗面神经炎的临床研究,研

究成果“粗针神道穴平刺促进面神经炎面肌功能恢复的研究”

获“2007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针具获国家发明专

利,省内外难治性面瘫患者慕名而来。另外,还开展了“治未

病”贴膏的研制和应用,项目“冬病夏治治未病贴膏的研制和运

用”获“2011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该贴膏获国家发

明专利,运用该贴膏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慢性咽炎、过敏

性鼻炎等疾病已获得临床确切疗效。



  本书围绕临床常见病特色针灸治疗,探讨中医经典理论的运

用与研究,总结了临床应用金氏针灸、粗针疗法、腹针疗法、灸法

的特色及取穴、操作特点,并加入了大量的病案分析。本书的出

版必将对针灸临床医师,或是中医药大学的学生,甚至是业余中

医针灸爱好者有切实的帮助,以利于丰富视野,拓宽思路,提高临

床疗效,从而使广大患者获益。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一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必将在以

后的工作中不断完善,加以改进、提高。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宣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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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论“凡刺之真,必先治神”

“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出自《素问·宝命全形论》,其意在于

强调治神在针刺中的重要性,旨在表明治神是针刺取得良好疗效

的基础和前提。学习和运用经典理论,正确理解和应用治神理论

对提高针灸疗效、促进针灸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治神之涵义

1.治的本义

治字,部首:氵,从水,基本字义包括管理、处理、整理、安定

等。引申义包括治水、整治、修治等。《辞源》注释有六。①管理:
如治国、治家。②有秩序,安定:与乱相对,如大治、治世。③治

理,整理:如治河。④研究:如治学。⑤医疗:如治病。⑥惩处,扑
灭:如治罪,治蝗。《孟子·告子下》:“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此处

做“修治”讲。《周礼·大宗伯》:“治其大礼。”注:“治,犹简习也。”
原本指的是道家的修炼手段。故纵观《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
《黄帝内经》中的治神之治应是长期的修炼、训练、调节之义。

2.神的含义

神,其原始含义是指天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神被升华至

哲学意义。神的概念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被赋予诸多与生命密切 100



相关的特征,生命活动所主要涉及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情感表达

及相关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等几个方面,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均可

以“神”统称之。《素问·八正神明论》云:“帝曰:何谓神? 岐伯

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

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
学习和总结《黄帝内经》有关神的论述,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①“两精相搏谓之神”,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

力。②“神者,水谷之精气也。”“血气者,人之神。”神有赖于后天

水谷精微的滋养。③“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

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

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

智。”“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人的精神、意识、
思维活动等通称为神。④“神者,正气也。”“痛则神归之,神归之

则热,热则痛解。”“或神动而气先针行。”神指人体正气抵抗病邪

的反应,还用来指患者由于针刺刺激后机体所激发的抗病能力和

现象。⑤“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百岁,
五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神是生命活动中最基本

要素之一,也是人生命存在的表现。
一般认为,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是人的生命活动

现象的总称,即人的生命力的外在表现;狭义的神是指人的精神、
意识、思维及情绪活动等。神具体体现在人的生老病死等过

程中。

3.治神的目的

根据治和神的含义,治神包含了身心修炼的内容。清代医家

高士宗说:“人之一身,神气游行,内外传使,功不立者,神不使

也。”若要达到神使而功立,就必须治神。治神非仅一般的集中精

神,而是要求达到一种较高水平的精神安定、心境平静状态。治

神是针灸医师需要重视和进行的一项基本训练。
现代治神的含义就是在针刺操作过程中,通过集中医师的精200



神意识和调整患者的心理状态,调和患者的经气运行和提高医师

的手法质量,从而达到提高临床疗效的目的。

二、治神是提高针刺疗效之关键

《素问·宝命全形论》提出“凡刺之真,必先治神”,更将治神

列为针法的首要法则,“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一曰治神,二曰

知养身……”《金针梅花诗钞》又说:“用针者人也。医者之精神

治,则造化通,料事明,决断果,使之临危则不乱,卒遇大恐而不能

惊。病者之精神治,则思虑蠲,气血充,使之信针不移,信医不惑,
则取效必宏,事半而功倍也。”可见治神在针灸治疗过程中具有重

要意义。
治神与针刺疗效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治神以利于得气,行针

时得气与否,是取得针刺效果的前提。《灵枢·九针十二原》曰:
“刺之要,气至而有效。”张志聪在《灵枢集注·得针》中说:“气行

则神行,神行则气行,神气之相随也,夫行针者,贵在得神取气。”
气至有效是《黄帝内经》对针刺治疗的总结,且气速效速,气迟效

迟,不得气则不会产生疗效。
治神能调节医患双方的精神,医患双方精神意识活动与针刺

疗效有重要关系。取得良好的针灸临床疗效不仅仅是医师聚精

会神行针,也需要患者精神调摄,需要患者对自身感觉的及时反

馈、配合。窦汉卿在《标幽赋》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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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

要求在患者精神会聚和安定的情况下针刺。医师全神贯注,患者

心境平静,以利得气。其原因在于医师只有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

情况下,才有可能捕捉到患者经气产生的非常细微的感应和变

化,并对其及时进行手法操作,进一步守神。《灵枢·九针十二

原》中“粗守形,上守神”“粗守关,上守机”的描述实际上强调的也

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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