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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艾灸热敏腧穴产生舒适情感体验的出现率#为进一步阐述热敏灸提高疗效的机制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以 $

种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单盲!自身对照的试验设计#通过艾条悬灸患者体表热敏腧穴#同时选取其邻近压痛点!经穴进

行艾条悬灸为对照#观察比较其舒适情感体验的出现率$ 结果"%"&$ 种疾病均显示艾灸热敏腧穴的舒适情感体验出现率与压

痛点!经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艾灸 $ 种疾病的热敏腧穴之间的舒适情感体验出现率没有显著性差异%!+'&

'*&$ 结论"艾灸热敏腧穴产生舒适情感体验的出现率明显高于压痛点!经穴$

关键词!艾灸'热敏腧穴'情感体验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热敏灸是采用点燃的艾材产生的艾热悬灸热敏

态腧穴$激发透热%扩热%传热%局部不!微#热远部

热%表面不!微#热深部热%非热感觉等热敏灸感和

经气传导$并施以个体化的饱和消敏灸量$从而能大

幅度提高艾灸疗效的一种新疗法&"'

( 艾热悬灸热

敏态腧穴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患者在产生热感

的同时常常伴有一种喜热%舒适%轻松%愉悦等情感

体验&# .*'

( 生物进化规律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外界

刺激对生物体能产生舒适%愉悦等情感体验$这是有

积极的生物学意义的( 因此本研究以 $ 种疾病患者

为研究对象$采用单盲%自身对照的试验设计$通过

艾条悬灸患者体表热敏腧穴$同时选取其邻近压痛

点%经穴进行艾条悬灸为对照$观察比较其舒适情感

体验的出现率$从而为进一步阐述热敏灸提高疗效

的机制提供临床依据( 现报道如下)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 例病例均来自江西中医学院

附属医院就诊患者( 采用自身对照的试验设计方

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的患者分为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肌筋膜疼痛综合征%支气管哮喘!慢性

持续期#$ 个观察组$每种病例 *' 例(

"&#!诊断标准!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参照 #''$ 年科

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临床疼痛治疗技术+的国际诊

断标准"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参照第三版*疼痛学+

临床诊断标准"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 '#参照*支

气管哮喘防治指南+中关于支气管哮喘的诊断和分

期标准&( ./'

(

"&$!试验方法

"&$&"!试验分组!按疾病分组$根据自身对照的方

法$每个疾病组中又分设热敏腧穴组%压痛点组与经

穴组$每组 *' 例(

"&$&#!灸材!灸态!选择纯艾条作为热敏腧穴探查

的灸材( 要求患者集中注意力于施灸部位体验灸

感$询问患者在艾灸探查过程中的感受并记录(

"&$&$!试验方法!热敏腧穴探查与判定标准)每日

上午 0 时左右$保持检测室安静$温度在 ##1 .

$'1!下同#( 手持调控点燃的艾条$在距离选定部

位皮肤表面 $23左右高度施行温和灸 %' 分钟( 从

病痛及其临近部位%疾病相关的经络循行部位%疾病

相关的神经节段分布部位%体表相应俞募特定穴等

部位探查热敏腧穴( 当患者感受到 ( 类艾灸反应

!透热%扩热%传热%局部不!微#热远部热%表面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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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热深部热%其他非热感觉#中的一种或一种以

上感觉时$即为腧穴热敏现象$该探查腧穴为热敏腧

穴( 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所有的热敏腧穴被查找出$

详细记录其位置%艾灸反应类型和艾灸反应出现的

区域(

压痛点探查及判定标准)选择舒适体位$充分暴

露患病部位$按李忠仁主编的*实验针灸学+

&A'规定

的查找方法$从病痛及其临近部位%疾病相关的经络

循行部位%疾病相关的神经节段分布部位%体表相应

俞募特定穴等部位用拇指指腹以中等力度按压患者

体表$当患者感受到局部出现明显疼痛处$此即为压

痛点( 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所有的压痛点被探查出(

经穴定位及判定标准)取热敏腧穴邻近经穴$定

位标准采用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第六版*针灸学+

&0'

的取穴标准(

注)压痛点及经穴与热敏腧穴重合时$均不纳入

统计(

"&$&%!统计分析!所有数据采用 BCBB""&' 软件进

行分析$以!

$

'&'* 作为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以!

$

'&'" 作为有高度显著性统计学意义(

#!观察方法

#&"!病例资料记录!详细记录患者姓名%年龄%性

别%职业%地址%邮编%疾病种类%病程%探查时间%舒

适情感体验出现的时间%感觉性质等(

#&#!观察指标!舒适情感体验)指艾灸过程中$患

者在施灸部位或远部或全身产生喜热%舒适%轻松%

愉悦等情感体验( 舒适情感体验出现率 D!出现舒

适情感体验穴点数 E所探测该类穴点总数# F

"''G

$!结果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不同穴点舒适情感体验出

现率比较!见表 "(

表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不同穴点舒适情感体验出现率

病例数 不同穴点 探查个数
舒适情感
体验个数

舒适情感体
验出现率!G#

! 热敏腧穴 A* *(

(*&AA

#

*' 压痛点 %$ 0

#'&0$

%

! 经穴 A* "* "/&(*

!!注)

%

与经穴组比较$!+'&'*"

#

与压痛点组及经穴组比较$!

!

'&'*(

表 " 结果表明$在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疾病组中$

热敏腧穴组的舒适情感体验出现率高于压痛点组及

经穴组$而压痛点组与经穴组比较$其舒适情感体验

出现率无明显差异(

$&#!筋膜疼痛综合征不同穴点舒适情感体验出现

率比较!见表 #(

表 #!筋膜疼痛综合征不同穴点舒适情感体验出现率

病例数 不同穴点 探查个数
舒适情感
体验个数

舒适情感体
验出现率!G#

! 热敏腧穴 0$ (#

((&(/

#

*' 压痛点 A" "*

"A&*#

%

! 经穴 0$ "( "(&*'

!!注)

%

与经穴组比较$!+'&'*"

#

与压痛点组及经穴组比较$!

!

'&'*(

表 # 结果表明$在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疾病组中$

热敏腧穴组的舒适情感体验出现率高于压痛点组及

经穴组$而压痛点组与经穴组比较$其舒适情感体验

出现率无明显差异(

$&$!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不同穴点舒适情感

体验出现率比较!见表 $(

表 $!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不同穴点舒适情感体验出现率

病例数 不同穴点 探查个数
舒适情感
体验个数

舒适情感体
验出现率!G#

! 热敏腧穴 "#$ A(

(0&0#

#

*' 压痛点 $0 "*

$A&%(

%

! 经穴 "#$ #0 #$&*A

!!注)

%

与经穴组比较$!+'&'*"

#

与压痛点组及经穴组比较$!

!

'&'*(

表 $ 果表明$在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组

中$热敏腧穴组的舒适情感体验出现率高于压痛点

组及经穴组$而压痛点组与经穴组比较$其舒适情感

体验出现率无明显差异(

$&%!不同病种热敏腧穴舒适情感体验出现率比较

!见表 %(

表 %!不同病种其热敏腧穴舒适情感体验出现率

病种 病例数
热敏腧穴

探查个数 舒适情感体验个数 舒适情感体验出现率!G#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 A* *( (*&AA

肌筋膜疼痛综合征 *' 0$ (# ((&(/

支气管哮喘

!慢性持续期#

*' "#$ A( (0&0#

合计 "*' $'" #'* (/&%0

!!表 % 结果表明$不同病种的热敏腧穴之间的舒

适情感体验出现率没有显著性差异!!+'&'*#(

%!讨论

通过调节七情活动来治疗疾病$古来有之( 从

*黄帝内经+直至近代$历代医家无不强调情志对疾

病的影响$正确的疏导情志活动对疾病的治疗往往

能产生重要的治疗效应(

患者对外界刺激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往往表达

了其内在的不同机能状态( 如*难经+中记载)-问

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之所起所在.$就是说通过询

问患者的饮食喜恶来了解疾病的位置和阴阳属性$

从而指导临床的疾病诊断与治疗( 热敏灸疗法最大

的特点是高效激发经气感传$气至病所$大大提高了

灸疗的临床疗效( 在热敏灸过程中$患者常常产生

,%$,

!"#$%&'#"()*%$+ (,-*$.#-#(%$+ /0#%12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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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敏灸治疗脑梗塞 A' 例

#

!蔡加!张统海!赖春柏!!江西省赣州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赣州 $%"'''#

关键词!脑梗塞'热敏灸'针灸疗法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脑梗塞为中风病中最常见的类型$在中风病中

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的特点( 且随着

现代医学的发展$发病后死亡率呈下降之势$经急诊

抢救后所需康复的患者日益增多$在进入恢复期后

均有提高康复指数的可能( 而针灸$康复训练均广

泛的开展于临床( 我科自 #''/ 年 " 月引进了江西

省中医院热敏灸疗法用于治疗脑梗塞$取得了较好

疗效$现报道如下)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研究对象均来自本院住院治疗的

脑梗塞患者共 #%' 例$随机分为 $ 组$热敏灸H针刺

H康复锻炼组!治疗组#"针刺 H康复锻炼组!对照

组I#"康复锻炼组!对照组-#( 各组按 ")")" 比例

分配( $ 组患者在年龄%病程%性别与病情程度方面

均无统计学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诊断标准!按 "00( 年中华神经科杂志发表的

*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

&"'为诊断基础(

"&$!纳入标准!!"#符合上述标准者"!##年龄
$

/" 岁"!$#发病 "% 天以上$" 年以内$可以接受早期

康复锻炼者"!%#意识清楚$认知接受能力正常$穴

位存在热敏敏化$且能正确表达灸感"!*#患者知情

同意者(

"&%!排除标准!!"#各种脑出血及混合性卒中"

!##耳聋%严重认知障碍以致无法进行正常交流者

&&&&&&&&&&&&&&&&&&&&&&&&&&&&&&&&&&&&&&&&&&&&&&

"

不同程度的喜热%舒适%轻松%愉悦等情感体验$在体

验舒适灸感的同时完成热敏灸治疗(

*金匮要略+指出)-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

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说明了脏腑疾

病与-喜%恶.的关系$这种-喜%恶.的情感反应$提

示了机体对治疗措施的需求与否$表明了在治疗时

应根据脏腑%经脉%腧穴的-喜%恶.而施以-近其所

喜$远其所恶.的治疗( 热敏灸过程中$患者同样存

在着这样的-喜%恶.反应( 如当艾灸热敏腧穴产生

经气感传及气至病所时$患者常表现为舒适的-喜.

的情感反应$这提示患者需要持续的艾灸刺激"而当

达到充足灸量时$艾灸局部往往表现出灼热感$

-喜.的情感反应消失$此时应结束艾灸治疗(

本文从患者对热敏灸的情感反应入手$首次提

出重视灸感的情感体验$为进一步研究施灸过程中

-喜热%舒适%愉悦.的情感反应在热敏灸确定灸位%

判断灸量%筛选适应症中的意义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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