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腧穴热敏化的体表"内脏相关规律浅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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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腧穴热敏化现象!阐述腧穴热敏化的特征及其相关规律与体表"内脏相关理论的联系" 认为腧穴热敏化作为一种新

的疾病反应形式!属于体表"内脏相关的范畴!符合体表"内脏相关基本规律!充分的体现了腧穴动态#辩证的本质!也是对体

表"内脏相关理论内涵的进一步丰富"

关键词!腧穴热敏化$体表"内脏相关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机体在疾病状态下$体表相关部位会出现病理

反应$这种病理反应随疾病的发生而产生$随病情的

改善而减轻或消失% 病理反应的表现形式多种多

样$可分形态改变&功能改变$它们分别反映了疾病

的某些病理特点$它们或单独存在$或相互并存$构

成了疾病体表征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的临床研究发现$人体在病理状态下$体

表可产生一种新类型的病理反应即腧穴热敏化现

象'#(

$这种现象表现为对艾条温热刺激的敏感$其

特征是透热&传热&扩热&局部不!微#热远部热&非

热觉等$这些施灸部位产生的热&胀&痛等感觉发生

深透远传$所到之处$病症随之缓解% 发生热敏化现

象的区域称为热敏点$以上现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热敏点对艾热异常敏感$产生一个)小刺激大

反应*$艾灸热敏点极易发动循经感传$从而大幅度

提高临床疗效'# .)(

%

热敏化现象作为一种新的疾病反应形式$属于

体表"内脏相关的范畴$符合体表"内脏相关基本规

律$多年来临床观察使我们对这些规律有了初步的

认识%

#!热敏化的的出现率

穴位病理反应最大的临床意义$

##############################################

就在于它能够

或出痧少的患者$不可强求出痧$以患者感到舒服为

原则% 刮痧次数一般是第一次刮完等 ) .& 天$痧退

后再进行第二次刮治% 出痧后 # .$ 天$皮肤可能轻

度疼痛&发痒$这些反应属正常现象%

!&# 刮痧应注意室内保暖$尤其在冬季应避寒

冷及风口% 夏季应回避风扇直接吹刮痧部位"刮痧

出痧后 )( /01内忌洗凉水澡%

)!疗效观察

临床痊愈!症状体征消失$旋颈试验阴性$头部

活动自如$肌力正常$能正常工作生活##) 例$显效

!原有症状体征减轻$颈肩背疼痛好转$劳累后反

复$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2 例$有效!症状体

征改善#' 例$无效!症状体征无改变#) 例$总有效

率达 2,3),4%

,!讨论

神经根型颈椎病是颈椎病中最常见的一种类

型% 临床主要表现头颈肩麻痛无力并牵及上肢% 中

医认为本病属于)痹证*范畴% 其机理是局部气血

痹阻不畅$肢体经脉失养所致% 分段颈部手法推拿$

可以充分放松后枕$上&中&下颈段及背部肌肉$做到

整体的放松% 可以增加病变组织的血液供应$促进

局部组织充血水肿的消退% 消除无菌性炎症% 并可

以提高局部组织痛$解除肌组织痉挛% 拔伸牵引$旋

转复位手法的应用可以恢复椎体的生理弧度$使椎

间孔和椎间隙略为增大$减轻颈神经根的压力$从而

达到治疗目的% 上颈段后枕部的推拿还可以起到安

神舒缓作用% 对于因痛而肌痉挛失眠的患者尤其有

益%

刮痧的作用机理大致有两方面$一是活血祛瘀+

可以调节肌肉的收缩与舒张$使组织间压力得到调

节$促进刮拭组织周围的血液循环"二是消除疼痛和

提高局部神经的兴奋性%

个别病人比较容易反复发作$主要原因是颈部

肌肉松弛$颈段脊柱稳定性较差$并且伏案工作时间

过长$喜卧高枕等不良习惯有关% 平时应克服不良

习惯$加强颈肌功能锻炼与保护% 平时诊疗遇到患

者骨质疏松或年龄较大时$推拿手法宜柔和$慎用搬

法以防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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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准确的指示疾病的发生$并能指示病变的性质&

部位和病情的缓急轻重$甚至可以指示疾病的转归

或预后',(

$热敏点也符合这一规律% 普查健康人群

的结果显示$腧穴热敏化出现率约 &4$而对 $( 余

种疾病进行艾灸腧穴观察$腧穴热敏化的出现率平

均可达 5(4左右% 疾病痊愈后$腧穴热敏化出现率

下降至 #(4左右'&(

%

可见$热敏化现象主要出现在病人身上$而健康

人一般较少出现$它是作为疾病病理过程中的一个

组成部分在体表特定部位的外在显示和标志$是一

种重要的客观体征或临床表现$这一点是与体表"内

脏相关理论一致的%

$!热敏点出现的主要部位

穴位病理反应在体表的分布区域和部位$主要

集中在背俞穴&募穴&原穴等特定穴及个别经外反应

点$与患病脏腑&经络之间有明显的特异性对应关

系% 腧穴热敏化有其自身的分布规律$体表出现热

敏点的位置与其病位关系密切$与病变脏腑相关的

特定穴附近出现的机率较高$经穴和非经穴区均可

出现$出现的部位与经穴定位不完全符合$但它可以

经穴为参照坐标系来定位% 与病位关系密切的经络

循行部位或神经节段分布的范围内也会出现热敏

点% 可见$在患病脏器和发生病理反应的穴位之间

确有较严格的特异性对应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脏器

的病变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牵制&互相影响的$一

脏有病常可累计他脏$这时常可能出现相应的多条

经脉或脏腑特定部位的病理反应% 临床上出现这种

情况时$常常可探查到较多热敏点$且分属于多个不

同的脏腑或经络$在其中某些点上施灸虽然出现较

明显的热敏化现象$但治疗效果有限或较慢$此时尤

其应结合临床表现与病机联系进行认真分析$找出

主要矛盾$减少)伪*热敏点的干扰$以提高临床疗

效%

)!热敏化现象的变化与疾病进程的关系

穴位病理反应的性质&强弱常随病情而发生相

应的变化$热敏化现象也不例外% 热敏点的数目&热

敏化现象的强弱&每次治疗时每个热敏点上出现热

敏化现象时间的长短$都会随病情的变化发生相应

变化% 病情轻时热敏点的数量少$热敏化现象不明

显$治疗时热敏点出现热敏化现象时间较短"病变加

重时出现热敏点的数量增多$热敏化现象明显$治疗

时热敏点出现热敏化现象时间较长% 相反也可以从

热敏点这些方面的变化去判断病情轻重&疗程长短

和疾病预后%

可见$与体表"内脏相关的规律一样$根据热敏

点出现的多少$热敏化现象轻重及变化可提示病情

轻重&进退$这对于治疗期间病情观察和疗效及预后

的估计都有很大参考价值%

,!讨论

体表"内脏相关$或称经穴"脏腑相关$是脏腑经

络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指导中医诊断和治疗的

重要理论基础% )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府藏$外络

于肢节*$经络系统将人体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脏

腑生理病理改变以经脉"脏腑间的联系为依据$腧穴

就是脏腑病证在体表的反应点和治疗点%

在病理反应点中$有一类对外界刺激较为敏感$

表现为刺激部位的感觉敏感和刺激效应的敏感$这

一类疾病反应点又称为疾病敏化点% 如-内镜.中

的 )以痛为腧*& )疾按之$应手如痛$刺之傍三臡$

立已*&)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等记载% 热敏点

即是属于这种感觉和刺激效应双重敏感的疾病敏化

点%

敏化点不仅是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病理表现$还

是针灸治疗的刺激点% 不同的敏化点各有其不同的

适宜刺激% 如力敏点适宜指压和针刺$热敏点适宜

艾灸等% 腧穴热敏化是一种腧穴敏化新类型$它具

有透热&扩热&传热等特性% 对热敏化腧穴施灸极易

激发出感传$气至病所$因此能大幅度提高临床疗

效$近年来关于热敏化的临床研究也证明了这一

点'# .)$*(

%

从疾病敏化点入手认识腧穴是一条正确而且重

要的途径$腧穴热敏化作为其中的一个类型$充分的

体现了腧穴动态&辩证的本质$无疑是对腧穴含义的

溯源回本% 深入进行热敏化相关规律的研究$也是

对体表"内脏相关理论内涵的进一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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