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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补泻
,

历来争议大
。

《内经》刺法的呼吸补泻
,

其实是徐疾补泻
1 。

而 《难

经》则持否定态度
’ “然补泻之法

,

非必呼吸出内针也
。 ” º 金元以后

,

如 《金针赋》

认为呼吸补泻是关键
: “

原夫补泻手法
,

妙在呼吸手指
。 ” » 而 《标幽赋 》却说

: “
原

夫补丐手法
,
非呼吸而在手指

。 ” ¼

至近代也是如此
,

有人主张补泻与冷热手法需配合呼吸 矛 ,

也有人认为无论用口或

用鼻呼吸
,

都是经喉头
、

气管而进入肺泡的
,

很难设想
,

二者在生理方面有什么不同

之处 回
。

尽管看法不同
,

但并无单纯用呼吸补泻的临床实验报导
。

为此
,

我们采用皮温做指

标
,

对呼吸补泻做 初步探讨如下
。

一
、

对象

1
。

健康人 2 人
,

为单纯呼吸组 ( 对照组 )
。

2
.

偏瘫患者 2 人
,

面 瘫患者 1 人
。

为针刺呼吸补泻组
。

二
、

方和步骤

l
。

首先测定健康人的印堂
、

素耀
、

双合谷穴的穴位皮温和室 温
。

然后令受试者采
用补法或泻法规定的呼吸方式连 续呼吸20 分钟

,

并测定呼吸后 5
、 10

、

15
、 2 0分钟的穴

位皮温与室温
。

测温要求时间和压力相对恒定
。

补法呼吸方式
:

按
“
鼻吸一口

,

呵五 口 ” 即鼻吸气短
,
口 呵气长的原则进行呼吸

。

泻法呼吸方式
:
按

“ 口吸一 口
,

鼻出五 口 ” 即为 口 短促吸气
,

闭口 由鼻呼出的方

式
。

但吸气时牙齿要对上
,

使空气从牙缝间挤入
,

才 能产生冷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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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刺呼吸组分三个步骤

( 1 ) 平补平泻
:

在针刺前先测定室与两测颊车
、

颧修穴皮温
。

然后取右颊车按常规刺入
,

按自然呼

吸方式以中等强度
,

频率捻针 5 分钟
,

测定 5
、

10
、

15
、

20 分钟的室温与穴温
。

( 2 ) 补法呼气
:

基本方法同前
,

只是进针后用补法呼气方式 5 分钟
,

而捻针也在呼气时进针
,

捻转

强度与频率及测法均同前
。

( 3 ) 泻法吸气

基本方法同前
,

只是进针后用泻法吸气方式呼吸 5 分钟
,

而捻针也在吸气时进针
,

捻转强度
、

频率及测温法均同前
。

三
、

仪器

用上海医用仪表 厂了1 5 1型半导体温度计测定
。

四
、

结果

结果处理采用温差系数处理法
,

即穴温减去室温再减去基值 ( 呼吸法前的穴温 ) .

(一 ) 单纯呼吸组
‘

不予针刺
,

则呼气法可使穴位温度略升 , 而吸气法穴温变化不

明 显 ( 见图 1 )

图 1 为2 00 点次的穴位温度值曲线
。

可 以看出
,

在用呼 气 法呼吸 6 一一10 分钟时

穴温可升高0 6一一。 7
O

C
。

同时受试者有腹内发热
,
口中发苦的感觉

。

而吸气法时

有身上发冷的感觉
,

但穴温变化不显著
。

(二 ) 针刺呼吸组的穴温变化
,

以呼气针刺组皮温上升较显著 (见图 2 )

图 1
:

不针刺呼吸穴温差曲线图 2 :
呼及补泻穴温差变 化曲线

皮泣羞

才才才

图 3
:

呼法计刺穴与对照穴皮温差化变曲线

杆视穴

对皿 穴

图 2 为28 0点次穴位皮温差均值
。

从

图中可以看出
,

通过呼法捻针
,

可使穴位

皮温显著上升
。

而平法呼吸和泻法呼吸针

刺后穴位皮温变化皆不明显
。

.

(三 ) 呼法针刺组穴位皮温上升以针

刺部位最为显著
,

其变化情况如 ( 图 3 》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
,

呼法针蒯后
,

穴位

皮温上升以针刺穴位最为显著
。

平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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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而对照组上升在。
.

S C 以下
,

另外患者亦觉针$lJ 部位发热
,

医者 可 见针刺

部位皮肤潮红
。

表明通过呼法针刺
,

可以达到
“
刺虚须其实者

,

阳气隆至
,

针下热
,

乃

去针也
” ¿ 的目的

。

讨 论

呼吸补泻可能是根据气功家的吐纳 法式演 化而来的
,

具有合理内该
。 “呼者阳因

出
,

吸者阴随入
”
是说

“
当呼气时

,

两胁向下合
,

横隔膜上升
,

胸腔缩小
,

腹腔相对扩

大
,

因而胸腔真气受到压力
,

即沿任脉下行入小腹 ( 丹 田 )
,

即形成
“心 肾相交 以补命

火
。 ” 团 故气功家 当丹 田火冷时

,

则 注意呼气延长用力
,

自然火足而丹田转温
。

而
“
吸

气时
,

胸胁 向外向上
,

横隔膜下降
,

这时胸廓扩张
,

而腹腔相对缩小
,

小腹受压
,

胸腔

和腹腔这种机械式的张缩运动
,

也就把内在真气鼓动起来
。

足三阴经气是随着吸气运动

而 上 行的
,

这就是
“
肾水上潮以济心 火

。 ” À

历代针灸家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
,

以呼吸加针灸
,

而成为呼吸补泻
。

我们 日常可以

看到张口 倒吸冷气可以致冷 , 天冷时 用呵气法抵御寒冷的动作都是人的功能调节
。

故金

元以后的针灸家把呼吸方式改为 口呼
,
口 吸以分补泻

。

杨继洲曰
: “此乃调和阴阳法

也
。

故经云
‘

呼者阳因出
,

吸者阴随入
’
⋯ ⋯然则呼吸出入

,

乃造化之枢 纽
,

人身之关

键
,

针家所必用也
” Á 《针刺大成》 的 《三衙杨氏补泻》

、

高武的 《明堂》 补泻
,
《针灸

大全》的 《灵光赋》
、

《席弘赋》
,

窦氏的 《火注指微赋》
、

《针灸聚英》 的 《补泻心

雪歌 }} 等
,

都非常重视呼 吸补泻
,

说明呼吸补泻是临床上配合手法的辅助手段
。

为了挖掘发扬祖国医学遗产
、

整理提高
,

我们刚刚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
。

从我们工

作结果来看
,

呼吸在配合手法中有一定作用
,

其中 以呼法较明显
。

同时我们 认为对补泻

应该加 以研究探讨
。

因其呼吸是客观存在的对人体一定会有影响的
。

对呼吸补泻中引起

的其他生理指标的改变
,

和呼吸方式的掌握等
,

都要 傲进一步探索
,

才能 得 出更接近实

际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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