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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走罐法在中医美容治疗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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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罐法#属于中医传统拔罐疗法中的一种形式#

是以陶罐$玻璃罐$竹罐等为工具#先在罐口或所拔

部位的皮肤上#涂以适量的润滑物#借热力排去罐中

空气#使罐内形成负压#吸附于皮肤上#然后#医生用

手推动罐向上$下或左$右移动#致所拔之处皮肤潮

红#甚至发生瘀血现象#以防治疾病的方法% 目前#

走罐法被广泛应用于中医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

病的治疗上#对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人类物质文化水平

的逐步提高#追求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特别是反璞

归真的今天#在诸多美容方法中#中医美容以其理论

基础深厚$注重整体调节$方法多样$安全有效#为越

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中医古老的拔罐疗法中的走

罐法#对中医美容治疗#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笔

者对此加以探讨%

"!走罐法的渊源与作用机理

走罐法是中医拔罐疗法的一种#而中医拔罐疗

法的端倪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当时此法被称为&角

法'#就是以动物的犄角作为吸拔工具#用来拔毒$吸

血$排脓#以治疗疮疡$脓肿$蛇蝎咬伤% 在反映西汉

以前医学成就的(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以&角法'治

疗牡痔#曰*&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枣核者#

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顷#而张角%'隋唐

以后#牲畜的犄角逐渐被竹罐所代替#元+沙图穆苏

的(瑞竹堂经验方+疮肿门)*&吸筒#以慈竹为之#削

去青% 五倍子!多用" 白矾!少用些子"上二味和筒

煮了收起#用时再于沸汤煮令热#以筋箕筒乘热安于

患处%'清代出现了陶罐#如清+赵学敏的(本草纲目

拾遗)载*火罐&江右及闽中皆有之#系窑户烧售#小

如人大指#腹大两头微狭#使促口以受火气#凡患一

切风寒#皆用此罐%'其后#玻璃罐也出现了% 而且在

拔罐的操作上也由所发展#改变了单一的固定穴位

拔吸形式#出现了走罐$坐罐$闪罐$针罐$刺络火罐

等% 走罐法走进了中医治疗和预防疾病的行列中%

走罐法的作用机理尚未完全清楚#但是它具有

中医传统拔罐法和推拿法的双重疗效#这一点却是

可以确定的% 其一#罐借助热力吸附于皮肤上#通过

温热刺激#可以加速局部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

达到温阳散寒$活血化瘀的功效% 其二#人体的经络

系统承担着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的气

血运行$输布$濡养的重任#它不仅能将气血输送到

各个组织器官#而且经络沟通表里$联络上下#将人

体各部分组织$器官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保持

机体的协调与平衡% 当人们患病时#机体的相对平

衡遭到破坏#尽管各种损美性皮肤病大多出现于面

部皮肤#但是面部皮肤正常与否与五脏六腑精气的

盛衰密切相关#如肝郁气滞则面生黄褐斑#肺胃有热

则面生面皁$酒糟鼻等% 通过使用走罐法#罐内热空

气冷却后收缩形成的负压吸附力对相关穴位的机械

性刺激#以及上下或左右推罐#可以激发经络之气#

使其发挥特有的生理作用#达到疏通经络$调节脏

腑$祛除疾病#进而恢复机体的相对平衡% 其三#十

二皮部#是人体经脉活动反映于体表的部位#也是经

脉之气散布之所在% 由于皮部是人体的最外层#它

是机体卫外的屏障% 卫气&循行于皮肤之中'#起着

保卫机体$抵御外邪的作用% 当机体卫外功能失调

时#病邪可乘机通过皮部进入经络#乃至脏腑% 正象

(素问+皮部论)曰*&邪客于皮肤腠理开#开则邪客

于络脉#络脉满则注入经脉#经脉满则入合于脏腑

也%'如黧黑斑$雀子斑$粉刺$扁瘊$唇风等多种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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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皮肤病的发生#都与卫外不固$感受风邪有关#通

过走罐法#对皮肤产生的适宜刺激#可以宣行卫气#

&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灵

枢+本脏篇)"% 其四#背部走罐形成了大面积瘀点#

对机体可以产生较长效的良性刺激#有利于失衡机

体的修复%

%!走罐法在中医美容治疗中的运用

在中医美容治疗上#李树香,"-报道#用背部走罐

加梅花针叩刺治疗黄褐斑 -- 例% 治疗方法*取督脉

!大椎.长强"$足太阳膀胱经!大杼.白环俞"#将液

状石蜡涂于所取的经络上#用闪火法把罐拔于大椎

穴或大杼穴上#用双手握住火罐循经由上而下缓缓

用力走罐#每条经络走罐 $ .' 次#直至皮肤红紫或

出现紫红色瘀点为度#每次选 , .( 个比较大的瘀

点#局部皮肤常规消毒后#用梅花针叩打#痛感敏感

者#改用三棱针快速点刺 % .$ 下#出血部位拔罐 , .

"# 分钟#将瘀血拔出% 隔日治疗 " 次#"# 次为一疗

程% 结果总有效率达 +$/+0% 吴名,%-报道#背部走

罐治疗面部粉刺 "* 例% 治疗方法*医生在患者背部

及玻璃火罐罐叩涂上润滑剂凡士林#用闪火法拔上

火罐#握住火罐#在整个背部上$下$左$右来回推动#

并着重于上背部的督脉和膀胱经的循行部位及大椎

穴#推动至皮肤充血或出现略高于皮肤的红紫瘀点

为止#可任意选其中颜色较深的瘀点数个#常规消毒

后#用 " 号注射器针头快速点刺出血#再拔罐于点破

的瘀点处#, 分钟后起罐% 每 $ 天 " 次#"# 次为一疗

程% 结果总有效率达 "##0% 翟金荣,$-报道#走罐配

合刺络放血辨证治疗痤疮 (* 例% 治疗方法*走罐分

为疾走和缓走两种形式#初次治疗宜疾走罐配合刺

络放血#复诊宜先刺络放血后缓法走罐#走罐位置在

脊突两侧足太阳膀胱经大杼穴至膀胱俞#疾走罐每 $

., 秒往返 " 次#往返 $ ., 次#以皮肤瘀紫或出现瘀

结为度#先疾走罐再瘀点处三棱针点刺放血#缓走罐

每分钟往返 " 次#往返 % .$ 次#以每挑刺穴位出血 %

.$ 滴为度% 隔日 " 次#"# 次为一疗程% 结果总有

效率为 "##0%

另外#赵辉,'-报道#针刺配合走罐治疗肥胖症 $#

例% 治疗方法*取中脘$天枢$大横$水分$水道$关

元$髀关$足三里#患者仰卧位#先行针刺法#取针后

在腹部$大腿等肥胖部位走火罐#以皮肤潮红为度%

初期每天治疗 " 次#后期可隔天治疗 " 次#"# 次为一

疗程% 结果总有效率为 +#0%

$!讨论

笔者认为#走罐法用于损美性疾病的治疗#目前

尽管临床报道不多#应用范围还不够普遍#也没有中

医常用的汤$丸$散$膏那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但是

从走罐美容治疗本身的特点来看#只要医者勤于实

践#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究其所因#首先从施

术部位看#走罐美容治疗的部位主要在背部督脉和

足太阳膀胱经#督脉循行于后背正中#上至头面#它

与全身阳经交会于大椎#为&阳脉之海'#对全身阳经

脉具有统领$督促$调节作用#特别是大椎穴#走罐美

容治疗大多从大椎穴起#(针灸甲乙经)言*大椎为

&三阳督脉之会'#故大椎内可通行督脉#外可流走于

三阳#除能调节本经经气#还可调节六阳经经气#既

可泻#又可补% 足太阳膀胱经#行于人体背部#主一

身之表#其走罐美容治疗自上而下#既可泻诸阳经之

热#又可调理脏腑俞穴#有人称之为&人体背部与各

脏腑的相对应的全息元'#而且背部所占体表面积较

大#既便于走罐操作#走罐后形成潮红或瘀点面积也

较大% 再从施术过程看#从温热拔吸$罐对皮肤穴位

的刺激$罐循经上$下或左右推行#到皮肤潮红或形

成的点#起到了开泄腠理$泻火解毒$祛邪消痤$行气

活血$化斑消瘀$美容驻颜的作用% 其次从走罐美容

治疗的适应证看#只要背部皮肤没有溃破的损美性

疾病#都是走罐美容法的临床适应证#因此可以说该

法的治疗范围比较广泛#而且没有性别$年龄$体质

的限制#只是施术者的手法轻重有所侧重% 另外#从

对施术者的要求看#拔罐法已经有两千年的发展史#

是民间广为流行的中医治疗疾病的方法之一#中医

临床工作者甚至普通百姓经过适当的技能培训也可

以掌握%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走罐美容治疗法#会以

简便易行$安全可靠$无副作用$疗效肯定等诸多优

势#为人类的健康与美丽发挥越来越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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