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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患者背部热敏腧穴高发部位的临床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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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阐明失眠患者背部热敏腧穴分布的高发区域"揭示热敏腧穴与经穴和压痛点的关系"以规范热敏灸疗法的临床操

作# 方法!选取符合失眠诊断标准的患者"查找出背部所有的热敏腧穴"详细记录其位置"观察热敏腧穴与压痛点$经穴的重

合率# 结果!热敏腧穴与经穴的重合率为 ($#%&)"热敏腧穴与压痛点的重合率为 $"#*()"结论!热敏腧穴与经穴重合率较压

痛点高#

关键词!失眠%腧穴%热敏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针刺疗法的精髓与灵魂是$灵枢%九针十二

原&篇所训'(刺之要)气至而有效*)即激发感传)气

至病所+ 古代医家已把激发感传)促进气至病所作

为提高针灸疗效的一种积极手段+ 以陈日新教授为

首的研究组在临床施灸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疾病患者

体表均存在一种特殊的处于 (热*敏化状态的经

穴,,,热敏腧穴)对热敏腧穴施灸能高效激发经气)

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但目前临床医生施行艾灸操作

找寻腧穴热敏腧穴的时候)还需要逐一探查)没有一

个快捷简便的方法+ 为了缩短临床医生找寻热敏腧

穴的时间)本研究以失眠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背部

热敏腧穴分布的高发区域及其与压痛点-经穴的关

系进行临床观察)为提高热敏灸的临床操作效率提

供依据+

"!临床资料

采用随机-单盲的试验设计)按照病症符合纳入

标准及排除标准的失眠患者 $% 例作为观察组)男女

不限+ 对来自江西省中医院住院和门诊就诊患者+

"#"!诊断标准!按照$实用内科学&

."/中的相应诊

断标准+

"#'!排除标准!!"#查找部位皮肤缺损-溃疡等不

适宜施行温和灸者"!'#合并有心脑血管-肝-肾和

造血系统等严重危及生命的原发性疾病以及精神病

患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精神上或法律上

的残疾患者+

'!治疗方法

'#"!热敏腧穴的查找!腧穴热敏的探查是激发感

传-开通经络的关键之一+ 它决定了本疗法对病症

的适应程度及施灸部位+ 腧穴热敏的发现过程表

明)其出现部位-表现特征及适宜刺激都有其特有规

律+ 长期的临床观察表明)对于腧穴热敏的探查必

须在深刻认识腧穴热敏现象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

艾灸材料)采用正确的艾灸方式+

'#'!灸材选择!腧穴热敏的特性研究及临床疗效

研究结果证实)这类新型敏化腧穴的最佳刺激方式

为艾条悬灸)故选择纯艾条作为腧穴热敏探查的灸

材+

'#$!探查准备!!"#保持诊室安静)可适当运用轻

柔的音乐+ 诊室的温度保持在 '(. /$%.+ !'#消

除患者恐惧-紧张心态)选择舒适体位)充分暴露探

查部位)放松肌肉)均匀呼吸)思想集中)体会艾灸时

的感觉+ !$#医生集中注意力于施灸部位)不断询

问患者在艾灸探查过程中的感觉)随时调整艾灸的

手法与位置+ !(#腧穴热敏的查找范围+ 背部)第

一胸椎棘突水平线以下至第第一腰椎棘突水平线以

上区域+

'#(!腧穴热敏的探查方法!用点燃的清艾条)手持

调控)在距离选定部位皮肤表面 $ 01左右高度施行

温和灸+ 当患者感受到艾热发生透热!艾热从施灸

部位皮肤表面直接向深部组织穿透#-扩热!以施灸

点为中心向周围扩散#-传热!灸热从施灸点开始循

某一方向传导#和非热感觉时)即为腧穴已发生热

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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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所有的热

敏腧穴被探查出+

'#,!热敏腧穴的判定标准!按照陈日新.'/教授所

报道的灸感法对腧穴热敏进行定性检测+ 艾条悬灸

热敏腧穴时会产生以下六种灸感反应)出现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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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一种以上即可认定为腧穴热敏阳性+ !"#透

热'灸热从施灸点皮肤表面直接向深部组织穿透)甚

至直达胸腹腔脏器"!'#扩热'灸热以施灸点为中心

向周围扩散"!$#传热'灸热从施灸点开始沿着某一

方向传导)甚至直达病所"!(#局部不!微#热远部

热'施灸部位不!或微#热)而远离施灸部位的病所

处感觉甚热"!,#表面不!微#热深部热'施灸部位的

皮肤不!或微#热)而皮肤下深部组织甚至胸腹腔脏

器感觉甚热"!&#非热感'施灸部位或远离施灸部位

产生酸-胀-压-重-痛-麻-冷等非热感觉"

'#&!压痛点的查找!按穴位压痛诊断法.$/在患者

背部体表按压)且采用双侧对比的方法找出压痛点)

用蓝笔做好记号"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所有的压痛点

被查找出)详细记录其位置+

'#2!经穴比较!选取背部区域督脉上陶道至悬枢

* 个穴位)足太阳膀胱经第一侧线大杼至胃俞双侧

'' 个穴位)第 ' 侧线附分至胃仓双侧 '% 个穴位)共

," 个穴位)作为与热敏腧穴定位比较的标准+ 经穴

定位标准按全国统编教材第六版$腧穴学&

.(/定位+

$!结果

见表 "+

表 "!背部热敏腧穴&2' 个'与压痛点&(& 个'$经穴的定位重合比较

类别 病例数!例# 重合数!个# 不重合数!个# 重合率!)#

与经穴比较 $% $" (" ($#%&

与压痛点比较 $% '$ (* $"#*(

!!注'"-以经穴定位为中心)热敏腧穴中心点落在其半径 '#% 01

范围内重合)落在半径 '#% 01范围外的区域为不重合+ 结果表明)

热敏腧穴与经穴的重合率为 ($#%&))热敏腧穴与压痛点的重合率

为 $"#*()+

(!讨论

(#"!热敏腧穴与经穴的关系!本研究结果表明)热

敏腧穴与经穴的重合率为 ($#%&))即热敏腧穴与

经穴并不是完全的重合)那么热敏腧穴与经穴是什

么关系0 为了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对腧

穴的原始内涵进行溯源+ $灵枢%九针十二原&所

述'(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

也+*这就是说)腧穴不是指一般的皮肉筋骨等具体

的形态结构)而是有神气游行出入的动态的功能部

位+ $灵枢%平人绝谷&曰'(故神气者)水谷之精气

也*)说明神气是指人身之正气)是生命活动的表

现+ 神气是活的)是动的)是随生命活动变化着的+

$灵枢%背腧&记载'(胸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

三焦之间)心腧在五焦之间11皆挟脊相去三寸所+

则欲得而验之)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

说明腧穴具有(应!腧穴反应#*的敏化特征及(欲得

而验之11乃其腧也*的动态特征+ $灵枢%五邪&

曰'(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也是说明腧穴具有

(快然*的敏化特征+ 由此可以清晰地领悟到)腧穴

的原始内涵是指个体化的-动态的-敏化态的体表反

应部位+ 后人在传承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理解腧穴动

态敏化的本质含义)而仅仅是注重了其在体表的位

置)致使后人背离腧穴的本意越来越远+ 如$针灸

甲乙经&描述的背俞穴的定位为(肺俞)在第三椎下

两旁一寸五分"心俞)在第五椎下两旁一寸五分+*

记载的部位与$灵枢%背腧&基本一致)但丢失了一

个(所*字)这是一个约计之辞)通(许*+ 这一关键

字的丢失)就使腧穴的动态特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

是腧穴定位的固定化)曲解了原意+ 自此以后)这些

背俞穴的定位固定不变)后人则遵从不疑)还认为是

腧穴学的发展+ 近代又以解剖位置来给腧穴定位)

似乎更明确-更科学)其实是在歧途上越走越远)最

终形成了今天定位精确-部位固定不移的腧穴概念+

热敏腧穴通过探感而定位)体现了因时因人制宜)择

时取穴)择人取穴)体现了原始腧穴的动态敏化的特

性)是真正原始内涵的腧穴的概念+

(#'!热敏腧穴与压痛点的关系!在结果中可以发

现)热敏腧穴与压痛点重合率为 $"#*())二者不完

全重合)这可能与二者发生的机制不同有关+ 压痛

点的为对机械刺激的疾病反应点)而热敏腧穴为对

热刺激敏感的疾病反应点+ 研究表明)多觉型感受

器.""/

!@?7>1?A57+909BC?;)以下简称 @D+#存在于

全身皮肤-肌肉-筋膜-骨膜-内脏等各组织中)它是

对多种类型的刺激能反应的感受器+ 一般来说感觉

感受器对特定刺激具有选择应答性)但@D+的性质

却有些不同)对机械-热以及化学!致痛物质#刺激

均可应答)这可能是二者部分重合的原因+

由此可见)热敏腧穴与经穴定位不完全重合)与

压痛点也不完全重合)因此)热敏腧穴要通过探感定

位来确定)而不能通过经穴或者压痛点的位置来定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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