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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手法研究

考古观今论
一

“
得气

”

南京中医学院肖少卿

“
得气

” 是指针刺时机体产生的一种反应 , 现代称之为
“
针感

” 。

针刺 粼得气
” ,

是取得疗效的关键
,

所以为古今针灸医家所重视
。

笔者为了探索补刺 “得气洲 的规律
,

不揣简陋
,

综合古今针灸文献的有关论述
,

并联系个人的学习心得和临床体会
,

略谈于

下
:

一
、

文献考证

纵观 《内经》
、

《难经》 以及 《针灸大成》 等书
,

对于针刺
“
得气

” 的方法及其疗

效的关系论之甚详
。

《难经
·

八十一难》说二
“
顺针而刺之

,

得气
,

推而内之
,

是谓

补 , 动而伸之
,

是谓泻
。 ” 《灵枢

。

九针十二原》篇指出
: “

刺之要
,

气至而有效
,

效

之信
,

若风之吹云
,

明乎若见苍天
。 ” 明代针灸名家杨继洲在 心针灸大成》 中也深有体

-

会地写道
: “

下针若得气来速
,

则为易愈而效亦速 , 气若来迟
,

则病难愈而有不治之

忧
。 ”

这些论述是历代医家的经验结晶
,

是难能可贵的
。

从实践证明
,

要想达到针刺
“
得气

”
加速治疗效果

,

还必 须掌握候气
、

催气
、

守气
、

等重要环节
。

( 一 ) 候气
:
是针刺

“
得气

” 过程的重要步骤
,

古今医家均视为针法的要诀
.

候气

的作用及其要求
,

一般有如下几点
:

1
.

候气可以预测疗效 良否
:
如 《灵枢

·

九针十二原》 篇说
: “

为喇之要
,

气至而

有效
。 ” 《难经

。

七十八难》 说 : “
不得气

,

是为十 死不治也
。 ”

《标幽斌 }} 则说
:

“
气速至而速效

,

气迟至而不治
。 ” 《针灸大全

·

金针赋》也说
: “

气速效速
,

气迟效
「

迟
。 ”

按此说法是符合临床实际情况的
,

候气之时
,

既可行针促其
“
得气

” ,

又可通过

“
得气

”
与否

,

以预测其疗效佳否
。

2
. “

得气
”
的快慢与气候

、

体质有密切的关系
: 《素问

.

八正神明论》 指出
:

“
天温日明

,

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
,

故血易泻
, ,

气易行 ; 天寒日阴
,

则人血凝泣
,

而
-

卫气沉
,

故凝则难行
,

沉则不应矣
。
” 《灵枢

·

行针》篇也说
: “

熏阳之人
,

其神易

动
,

其气易往也⋯⋯多阴者多怒
,

数怒者易解
,

故日颇有阴
,

其用 阳之离合难
,

故其神

不能先行也
,

·

一阴阳和调
,

而血气淖泽滑利
,

故针入而气出疾
,

而相逢也
。 ”

这些见
解是正确的

,

现代我们对经络感传研究的实际情况
,

也证实了这一论点
。

凡患者体质较

强
,

在气候较暖的清况下
,

针刺就容易 “得气
” , 反之

,

患者的体质虚弱
,
在气候寒冷

的情况下
,

针刺就不容易
“
得气

” 。

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了古人的这些论述
,

是临床实踩



观察的现实写 照
。

3
。

候气可以辅助诊断
:
《标幽赋》说

: “ 现部分而知经络之虚实
,

视浮沉而辨腹
腑之寒温

。 ” 《针灸大成》 更明确地说
: “

针入 肉分
,

以天地人三部而进
,

·

必察
‘
得

气
’

则内外虚实可知矣
; 看针气缓急

,

可决脏腑之寒温也
。 ” 这说明在行针 ( 包括烧心

火
、

透天凉
、

从阳引阴
、

从阴引阳等手法 ) 候气的过程
,

可 以诊察脏腑
、

经络的寒
、

热
、

虚
、

实
。

4
。

候气要讲究治神
:

《素问
·

宝命全形论》说
: “凡刺之真

,

必先治神
。 ” 《素

问
·

针解篇》说
: “必正其神者

,

砍
i

介病人 目
,

制其冲
,

令气易行 也
。 ” 《标幽赋》 也

说
: “

凡刺者
,

使本神拐而后入 ; 既刺 也
,

使本 神定而气随
。 ” 在 治神之中要求医者

,

必须
一

专心至志
,

认真对待
。

如 《素问
·

宝命全形论》说
: “

经气已至
,

慎守勿失
,

深浅

在志
,

远近若一
,

如临深渊
,

手如握莞
,

神无营于众物
。 ” 《针 灸大成》 更明确指出

,

要 求医者必须做到
“心无内慕

,

如待贵宾
,

心为补也
,

医者之心与针上下相随
。 ” 同时

在 治神之中还强调医者持针要坚实
,

并密 切地观察病者的
“得气” 悄况

。

如 《灵枢
·

九

针十二原》篇说
: “

持针之道
,

坚实为宝
,

正指直针
,

无针左右
,

神在秋老
,

属意病

者
。
⋯⋯ 观其色

,

察其目
,

知其散复
。

一其形
,

听其动静
,

知其邪正
,

右主推之
,

左持

而御之
,

气至而去之
。 ” 在治神之中还要保行环 咙安静

。

如 《灵枢
·

终始》篇说
: “

凡

刺之要
· , ·

⋯深居静处
,

占冲往来
,

闭户宾煽
,

瑰 魄不散
,

专意一神
,

精气之分
, 了几闯人

声
,

以收其精
,

必一其神
,

令志在针
。

浅而 留之
,

微而浮之
,

以移其神
,

气至乃休
。 ”

如 果忽视治神的作用
,

便可影响治疗效朵
。

如 《索问
·

汤 液醒醛沦》说
: “钊

一

石道也
,

粘神不进
,

志意不 治
,

故病不易愈
” 。

(二 ) 催气
:

凡针刺后如不
“得气” 者

,

可 以使用催气法
。

亦 即 《灵框
·

九针
一

卜二

原》篇所谓
:

t’I 刘之而
户毛不至

,

无问共数
。

刺之而气至
,

乃去之
,

勿复针
。 ” 这也是行

针催气的标准
,

古今有关针灸文献记载针刺
“催气” 的方法很多

,

现择其临床应用颇有

价 值者
,

简介于下
:

1
.

弹法
:

是用拇
、

中二指轻弹针 洒
,

激发经气促其得气的手法
。

《针灸聚英》

说
: “凡补时 用指弹针

,

使气疾行也
。 ’,

《针 关大成》 更明确地 说
: “弹而 努之

,

此则

先弹针头
,

待 气至
,

却退一豆许
,

先浅而后深
,

白外推内
,

补针之法也
。 ”

2
.

搓法
:

是用拇
、

食二指捻针
,

作为强力催气
、

行气的手法
。

如 《针灸大成》

说
: “

努者
,

以大指
、

次指捻针
,

连 摊三下
,

如 手颤之状
,

谓之飞
。

补者入针飞之
,

令

患 人闭气一口
,

着力努之 ; 泻者
,

提针飞之
,

令患人呼之
,

不必着力
,

一法二用
。 ”

3
。

摄法
: 是用拇指爪甲切按经穴

,

促其 导气的手法
。

如 《针灸大成》说
: “

爪摄

者
,

凡下针如针下邪气滞涩
,

不行者
,

随经络上下用大指爪甲切之
,

其气自通行也
。 ”

4
。

刮法
:
是指爪甲频频纵刮针柄

,

使 之产生轻微的震颤
,

以激发经气来复的手

法
。

如 《针灸学简编》说
: “

刮
:

当针刺入一定 的深度以后
,

用指甲刮动针柄
,

多用干
催气

、

行气之用
。 ”

5
。

动法
。
是属于提插手法之一

。

如 《针灸聚英》说
: “

凡欲下针之时
,

如气得
潇于

,

将针伸提而已
。 ”

6
.

按法
: 又称 “

关法
” ,

是导气运行的一种手法
。

《针灸大成》说
:

一

“
凡下钎得



1 3

气
,

要使之上
,

须关其下, 要下
,

须关其上
。 ”

7
。

摇法
:
是手持针柄将针摇动的手法

。

《素问
·

调经论》早有
“
摇大其道

,

如科

其路
,

是谓大泻
” 的记载

。

《针灸大成》 更具体地说
. “

凡欲下针之时
,

气至关节去

处
,

便回拨此
,

将针慢慢扶之如船之舵
,

左右随其处而拨之
,

其气自然交感
,

左右慢慢

拨动
,

周身遍体奔流不失其所矣
。 ”

8
.

循法: 是用指循按经络
,

激发经气的手法
。

如 《针灸大成》说
: “用指于所属

部分经络之路
,

上下左右活之
,

使气血往来
,

上下均匀
。 ”

(三 ) 守气
: 是辨别 “得气”

先后的虚实变化
,

而进行及时调气
。

守气的目的和作

用有如下几点
:

1
。

守气有助于辨别邪正虚实
。

《灵枢
·

终始)) 篇说
: “

所谓谷气至者
,

已补而

实
,

已泻而虚
,

故知谷气至也
。

邪气来也
,

紧而疾
,

谷气来也
,

徐而和
。

但濡虚者即是

虚
,

但牢实者即是实
。 ”

2
.

守气要抓紧 良机
,

妙用战机
。

如 《素问
,

宝命全形论》说
’ “
经气已至

,

慎守

勿失也
。 ” 《灵枢

·

小针解》 更强调指出
: “上守机者

.

守气也
,

机之动
,

不离其空

者
,

知气之虚实
,

用针之疾涂也
,

空中之机
,

清静以微者
,

密意守气勿失也
。 ”

3
.

守气要善于辨证施治
。

如 《灵枢
·

小针解》篇说
: “

言实与虚若有若无者
,

言

实者有气
,

虚者无气也
,

察后与先若亡若存者
,

言气之虚实
,

补泻之先后也
。 ” 《标幽

斌》 也说
: “ (气 ) 既至也

,

量寒热而留疾
。 ” 这些论点

,

确系至理
。

针灸治病贵在辩证
,

医者必须及时关注针下的
“
得气

”
情况

,

依据病情的轻
、

重
、

缓
、

急和病症的寒
、

热
、

虚
、

实而施以相应的补泻手法
,

从而达到清热
、

温寒
、

补盗
、

泻实
,

治愈疾病的目的
。

二
、

临床实践

从临床实践证明
,

凡针刺
“
得气

”
使气至病所的疗效就佳 , 反之疗效就差

。

现就

我们江苏省51 例 “经络敏感人
” 与51 例 “经络不敏感人

” 的针刺疗效
,

就有力地证明了

这一点
。

兹举三例简介于下
:

例一 :
许 x x ,

男
, 3 4岁

,

住南京市洒霞 区十月人民公社东方红大队秦二小队 (此

系经络敏感人 )
。

主诉
:
右胸壁外伤 ( 因开拖拉机不慎

,

刹车过猛而憧伤 )
,

已半月
,

曾内服治伤

散
,

外贴伤湿解痛膏
,

均未获效
。

症状
:
右侧胸壁疼痛

,

而以乳膺部为甚
,

波及同侧整个胸廓
,

自述挺胸时局部疼痛

似撕裂
,

深吸气时
,

其痛势如针
:

刺
。

察其伤部与健侧无异
,

但按之痛剧
,

舌质淡有淤

点
,

脉小弦
。

证属胸膺外伤
,

由于气滞血密所致
。

治疗
:

宜行气活血
、

散泉定痛
。

针冲lJ
: 上肢取手厥阴心包经之络穴内关

,

以宽胸理气
,

下肢取足阳明胃经之络穴丰

隆
,

以散寮镇痛
。

用中等刺激
,

留针20 分钟
,

每隔 5 分钟行针一次
。

疗效观察
: 当针刺内关穴时

,

直刺 1 寸深
,

施行捻转提插手法
,

于 1 分钟左右即出

现酸
、

胀感应沿着手厥阴心包经向胸部扩散 , 继取丰隆穴
,

直刺1
.

3寸深
,

如上施术 l

分钟
,

其酸
、

胀感应沿着足阳明胃经向胸部循行
。

以上两穴的针刺感传均到达病区
“
气



至病所
” ,

于 5 分钟左右 胸痛缓解
,

10 分钟左右疼痛消失
,

呼吸遂畅
,

压痛亦除
。

为了

巩固疗效
,

翌 日又按上法针刺一次
,

共针二次而愈
。

例二
: 杨 x x ,

女
,

牡岁
,

住南京市栖霞区十月人民公 社新合大队甘家巷 5 队 (此
-

系经络敏感人 )
。

主诉
:

患慢性胆囊炎 (经 x x 医院确诊 ) 已三年
,

迭经 中西医药 治疗
,

但未能痊

愈
,

近来胆区疼痛较剧
。

症状
:
右上腹部经常疼痛

,

近来发作较剧
,

痛如针刺
,

牵引右侧肋胁及肩背
,

触诊

剑突右下方胆囊区压痛明显 (墨费氏征 十 十 )
,

胸痞协胀
,

食欲不振
,

恶心欲吐
,

有低

热
,
口苦

,

尿黄
,

脉象祖数
,

舌质偏红
,

苔薄黄略腻
,

按脉察证
,

此属慢性胆囊炎急性

发作之征
。

谅 由肝郁气滞
,

胆热内蕴使然
。

治疗
:

宜疏肝理气
,

利胆清热
。

针刺
:
上肢取手少阳三焦经之络穴外关

,

以清泄少阳之热邪
; 下肢取足少阳胆经之

合穴阳陵泉
,

足厥阴肝经之原穴太冲
,

以疏肝利胆
,

理气镇痛
。

用中等刺激
,

留针 15 分

钟每隔 5 分钟行针一次
。

疗效观察
:

针刺外关穴时
,

直刺l
·

3寸深
,

向内关透刺
,

稍加捻转
,

于 1 分钟左右

即有酸
、

麻感应沿着足少阳胆经到达胆区
,

并上抵头面
; 后针太冲

,

约 3 分钟左右其经

络感传即直达肝区
。

在针刺过程中
,

察其 镇痛作用很好
,

4 分钟左右疼痛减轻
, 8 分钟

左右其痛立止
,

共针 4 次
,

症状显著好转
。

例三
:
李 x x ,

女
,

51 岁
,

住漂水县东平村 ( 系经络不敏感人 )
。

主诉
:
素有负重劳损胸痛史

,

近因眺担过重
,

胸痛又作
,

经服 参三七伤药和外贴一

正膏后
,

痛势未减
。

症状
:
右侧胸胁疼痛

,

波及同侧肩臂
,
呼吸受限

,

痛如针刺
。

证属劳伤性胸痛
。

治疗
:
取穴与针法均与病例一许 x x 相同

。

疗效
:
针刺内关和丰隆

,

均感局部胀痛
,

而无循经传导
“气至病所

”
现象

,

留针

分钟
,
疼痛未减

,

共针二次
,

未获显效
。

按
: 上述三例

,

前两例经 电脉冲测为
“经络敏感人 ” ,

车卜刺时能
“
得气

”
气至病

所
,

因而奏效显著 , 后一例经测定为
“经络不敏感人

” ,

针刺时未能
“
得气

” 循经传

导
,

因而疗效不佳
。

三
、

几点认识和体会

在古典医籍 《内经》
、

《难经》 以及 《针灸大 i戊》 等书中有关针刺
“得气

” 、 “
调

气
” 的理论指导下

,

并通过多年来的临床实践和经络感传的实验研究
:

初步对针刺
“
得

气
”
使气至病所而取效的论点

,

有如下几点认识和体会
。

(一 ) 关于
《灵枢

·

终始
》
篇所谓

“
凡刺之道

,

气调而止
” 和 《灵枢

·

九针十二原》

篇所谓
“
为刺之要

,

气至而有效
” 的理论是正确的

。

这一问题
,

不仅有大量的古今针灸

文献从理论上来论证针刺
“
得气

”
使气至病所而获奇效的

。

例如 《三国志》 对当时的名

医华佗行针时的记载说
: “

下针言
,

当引某许
,

若至语人
,

病者言已到
,

应便拔针
,

病
亦行差

。 ” 又如明代针灸医家高武在 《针灸聚英》中记述
, “

苍龙摆尾气交流
,

血气奋



飞遍体周
,

任君瘩痛诸般疾
,

一插须臾万病休
。 ”

这些记载
,

都是对针刺
“得气

”
使气

至病所 ( 即经络感传现象 ) 的生动描述
,

而且肯定 了针刺
“
得气

”
与疗效有密切的关

系
。

(二 ) 从经络感传现象与针刺滇痛效果关系的实睑研究也证实了针刺
“得气

” 使气

至病所的疗效是显著的
。

我曾于 1 9
’

汤年参加江苏省经络感传研究协作组
,

对 5 万例病

者
,

进行了针刺胭察
,

发现
“经络敏感人” 牡例

。

我们对 5 1例 “
经络敏感人

” 的疼痛性

疾患
,

进行了针刺治疗的 ;j 长观察
,

不在病部 (头面
、

躯干 ) 取穴
,

而在远隔病区的四

肢肘
、

膝关节以下
,

进行 ,’j 占经取穴
” ,

针刺时要求 ,’{ 导气
”
使气至病所

。

观察结果
:

且例患者中止痛效果尤级的39 例
,

占
一

6 4 ,

%
,

良级的1 2例
,

占23 23 % , 同时
,

我们还

选择沮例 “经络不软感人
” 作了同病

、

同穴
、

同一治法的疗效又i
‘

比
。

观察结果
:

且例

“经络不敏感人”
中止布效喂优级的仅 2 例

,

占3 9 2 9石良级
{

的21 例
, :片吐 8 %

,

差级 的

2 3例
, :片

·

注
.

9 %
。

通过实践证明
,

经络敏感者的针刺填痛效果
,

优于经络不敦感者
。

由

此足证
,

古人所谓 “
:
:

‘

二火则针游于 份”
, “气至 (病所 ) 而生效

” 的记载
,

确系临末

实践的宝 贵经验
。

( 三 ) 关 于针ilill “得“
”

和不得气的证象
,

医者必项敌到沟中有效
,

指下明了
,

刁
’

能明涌鉴别
。

这一问题
,

早在历代医籍中就有很多记载
。

如 《灵枢
·

小针解》在讲针刺
“得气” 虚实有无时说

: “

言虚与实若有若无者
,

言实者有气
,

虚者无气也
。 ”

这就说

明针后针下
“
实紧

”

为得气
; 针下 “虚滑”

为不得气
。

嗣后
,

后世医家均有论述
,

且

有阐发
。

如 金代窦汉卿在 《标姻赋》 中说
: “径滑 凌而未来

,

沉涩 紧而已至
,
⋯⋯气

之至也
,

如鱼吞钩洱之沉浮 ; 气未至也
,

如闲处幽堂之深邃
。 ” 明代杨继洲在 《针灸

大成》 中也说
: “径浮

、

滑虚
、

涩 滞紧实
,

入针之后值此三者
,

是正气之已末
。 ” 这

些论述
,

形 象地说明了在针刺
“
得气

” 后医者施术时手中的感觉
。

我们在临床上对于

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
,

当进针后如针下出现紧涩现 象便是
“得气

” ; 反之
,

针下虚松

如插豆腐一样
,

此为不 得气
。

当针刺得气时
,

患者产生酸
、

麻
、

胀
、

重
、

冷
、

热
、

痛

及触电一样放射等不同针感效应
,

同时
,

患者 的面部表情也会呈现闭目
、

锁眉或歪口 吸

风等姿态
。

( 四 ) 针刺
“得气

”
使气至病所而获效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

,

但是这种
“
有诸内必

形诸外
” 的客观征象的物质基础是什么 ? 历代医家均视之为经络感传的固有现象

。

然而

从现代有关实验研究的数据来看
,

认为针刺
“
得气

”
感应与机体的感受器有关

; 针刺后

沉 紧感产生的原因与肌肉纤维紧张性收缩有关 , 针刺所弓!起的
“得气

” 感应与神经系统

的整体功能有密切关系
。

由此足证
,

经络系统可能是神经
、

血管
、

肌肉
、

体液等综合性

的功能系统
。

孰是孰非
,

尚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

(五 ) “
得气

”
是建立在行针候气的基础上的

。

要想
“
得气

”
使气至病所

,

就必须

要有熟练而精巧的手技才能应手取效
。

否则乱针乱刺是无济于事的
。

正如 《灵枢
·

九针

十二原》所指 出的
: “祖之胃者

,

冥冥不知气之微密也
。

妙哉工之独有之者
,

尽知针意

也
。 ” 因此

,

我们必须努力继承和发扬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
,

从而进一步提高针刺治病

的效果
,

更好地为人类的保健事业而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