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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凡刺之道，气调而止”论提高针刺疗效的关键因素

高云云１，唐　巍２

（１．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２．安徽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

［摘要］“凡刺之道，气调而止”，提示针刺取效的关键在于“气调”。“气调”作为针刺的结果，指治疗后病变部

位气机调和、机体阴平阳秘之意。“气调”与针刺过程密切相关，贯穿在针刺的各个环节，并且具有不同的含

义及操作方式。针刺前重在辨证定穴，刺针时注重刺手与押手的作用，行针时重在候气、辨气、守气。针刺止

于“邪气去，谷气至”的状态，脉象趋于和缓是判断脏腑功能恢复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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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经脉理论契合了中医学

普遍联系的整体观思想［１］。中医学认为，人体生理

功能的正常运行，赖以气机调畅。《素问·六微旨大

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气的

运动正常与否决定了人体的健康程度。《灵枢·九

针十二原》：“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指明针

刺是通过整体调节作用，调和气血。《灵枢·刺节真

邪》：“用针之类，在于调气”，可见“调气”是针刺治病

的目的，体现在针刺的整个过程中。《灵枢·终始》：

“凡刺之道，气调而止”，指出针刺之要在于使气机调

和、脉象恢复和缓，所谓“气调”，为针刺治病的结果，

即达到脏腑气机调和、机体阴平阳秘之意，如《灵

枢·根结》所云：“故曰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

调阴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内藏”，针刺调

气在于调和阴阳，所调之气不仅仅是经络之气，亦包

括腧穴之气、脏腑之气。气调是针刺的最终治疗结

果，调气是针刺的过程。现从气调对针刺手法的要求

以及气调时脉象指征两方面探讨调气与气调的内涵。

１　调气的内涵

针刺治病是依托调气而进行的，调气的过程便

是针刺治病的全过程。

气为流动的微小难见的物质［２］。腧穴之气指以

腧穴为依托，维持邻近部位的物质能量交换和信息

传递。经络之气是经络上腧穴之气的集合，针刺通

过对腧穴的良性调节，激发腧穴所在经络内部气血

津液有条不紊的运行。脏腑之气是维持五脏六腑生

理功能的根本，如《灵枢·本藏》：“五脏者，所以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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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

也。”人之精微物质（气、血、津、液、精）和意识思维

（神、魂、魄、意、志）分藏于五脏之内。脏腑之气向外

输注于背腰部的背俞穴、胸腹部的募穴，六腑之气会

合于下肢三阳经的下合穴，这些腧穴既能反映内部

脏腑的疾病，又能调节脏腑功能而治疗相应脏腑的

疾病。

刺之道，所述的便是针刺治病的规律。其中，针

刺手法是针灸临床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也是针

刺临床获效的关键因素［３］。医者使用针具加以特殊

的手法，调动人体固有的自我修复能力［４］，调节人体气

机，恢复脏腑正常的生理功能，便是“气调”的状态。

２　为实现“气调”的刺之道

２．１　针刺前重在辨证定穴　《灵枢·九针十二原》：

“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强

调针刺治疗疾病应以辨证论治为基础。《黄帝内经》

将体表可以触及的跳动部位称为“动脉”，维持脉动

的来源，古人称之为“气”，如《素问·至真要大论》：

“所谓动气，知其藏也”。诊察脉内之气以知脏腑虚

实，为补泻提供依据［５］。清代王清任在《医林改错·

气血合脉说》论述了根据脉动大小、脉形、快慢、长

短，诊察气的变动，以明悉经脉脏腑的病理变化［６］。

通过诊脉结合症状及体表特异性反应，明悉经

脉脏腑的病理变化，明确病性、病位，为选取相应经

络腧穴进行针刺施术提供依据［７］。此外，有学者提

出用穴如用兵，明辨穴性及功能，进而提高临床疗

效［８］。如临床所见月经周期推迟的患者，其脉细缓，

根据症状综合判断为气血不足、冲任不畅之证，予调

和冲任、养血活络法治疗，针灸以关元、气海、足三

里、三阴交补之，即可收效。又如常年失眠女性，脉

细弦，系心肝火旺、肝肾阴虚之象，故针太冲、合谷、

照海以疏肝泻火，针刺百会、四神聪安定神志以治

标，标本兼顾，可奏其功。可见，针刺取效的基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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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辨证、优化选穴，以达到“以平为期”的状态。

２．２　针刺时注重刺手与押手的作用　对于机体和

疾病状态的调整，主要通过不同的针术和手法实现，针

刺操作中押手与刺手的配合在临床中至关重要［９］。

２．２．１　进针前善用押手激发经气　《难经·七十八

难》：“知为针者信其左”，便是强调了押手在临床中

的重要作用［９］。《标幽赋》：“左手重而多按，欲令气

散，右手轻而徐入，不痛之因。”临床中在针刺前用左

手按揉穴位，不仅可以缓解患者对针刺的恐惧情绪，

同时也保证了取穴的准确性。押手除了宣散气血之

外，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激发经气。《灵枢·刺节真

邪》云：“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

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对气血亏虚

之人，可通过揣摩穴位周围、沿着经络循行方向弹

拨、按揉等方式使气血汇聚，以此激发经气，如《医宗

金鉴·行针次第手法歌》：“用指于所属部分经络之

路，上下左右推而行之，引而止之，往来循之，使气血

上下均匀”，即以押手沿着经络循行的路径施以不同

手法，以此激发经气［１０］。此外，杨继洲《针灸大成》

“下手八法口诀”［１１］也有此方面经验的总结。

２．２．２　针刺时善用刺手正指直刺　《灵枢·九针十

二原》：“持针之道，坚者为宝”，表明针刺时刺手指力

集中，正指直刺。指力是影响针灸疗效的重要因

素［３］。进针时应依靠指关节，借助手腕、手臂甚至全

身的力量，迅速无痛地刺入穴位，为针下辨别经气往

来奠定基础。国医大师程莘农在临床中要求持针之

手指力实而腕力虚，悬指、悬腕、悬肘，切循经络，针

随手入，一气呵成［３］。贺普仁指出，进针时应迅速向

下摆动手腕，拇指和食指紧紧握住针柄，中指略微支

持针体，保持针体垂直于穴位，针尖端刺入，像箭释

放于弓弦直接到达目标［１２］。

２．３　针刺时注重“候气”“辨气”与“守气”　进针后，

分为针下经气未至、经气已至两种情况。经气未至

以候气法催生经气，经气已至则要守气留针以增强

疗效。同时，不可忽略辨气环节。

２．３．１　“候气”　针下经气未至之时，施以候气法催

生经气。医者已将毫针刺入皮肤，但针下有“闲处幽

堂之深邃”感，表明针下经气未至。根据《灵枢·五

乱》记载，候气法的操作重点在于“徐”，即徐缓、柔和

之意，徐缓地进针出针，徐缓地上提下插，以和缓为

贵。治疗过程中，医者需态度镇定，细心留意指尖，

灵活地施以进退、提插、捻转手法，不徐不疾，反复进

行，直至针下徐缓而沉满为止［１３］。对不易得气之人，亦

可使用催气法［１４］，以针尖朝向病所并轻刮针柄；也可以

令患者闭目［１５］。杨骏认为调神能够帮助调气，从而达

到经脉调畅、血脉通利、阴阳调和之效［１６］。

２．３．２　“辨气”　有学者认为，针刺入穴之后，气至

针下即为得气，视为针刺的即刻效应［１７］。窦汉卿

《标幽赋》指出“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浮沉”，点明

了针下得气的表现［１８］。当代针灸名家张士杰秉承此

原则，每以太溪穴解顽疾时都要求“得气有如鱼吞

钩”［１９］。得气感来自于医者与患者，患者觉得针刺部位

酸重、麻胀、寒、热等，医者亦可感到针下沉紧之象［２０］。

“针游于巷”指医者针刺时对指下的感触，亦指针刺获

效的针感［２１］。但是，不同性质和强度的得气对疾病的

治疗效果亦不相同。甘健行［２２］认为不同性质的得气感

对于临床疗效的提高也有重要意义。因此，医者需要

判断不同的得气感：“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

和”（《灵枢·终始》）。医者需准确辨别针下正气与邪

气，运针时涩滞、患者感到痛苦时为邪气来的征兆，针

下满实和缓、病随针减即为谷气至的表现［１３］。

２．３．３　“守气”　在经气已至的基础上，通过守气留

针以增强疗效。《灵枢·小针解》之“上守机者，知守

气也”，认为懂得守气的医者方为“上工”。郑魁山认

为，守气可增强针刺感应，是提高临床疗效的关

键［２３］。得气后一旦气达病所，即时疗效便显现，为了

考虑远期疗效，守气和留针必不可少。守气之法，在

于得气时不可随便改变针刺方向和针刺深度，要做到

手不离针，持针不动，针尖不要偏离已得气之处［１７］；

或用较轻柔平和手法，促使经气徐徐而至［２４］。此外，

留针时长与针刺效果之间关系密切［２５］。《灵枢·九

针十二原》之“刺寒者，如人不欲行”，强调对于阳虚体

寒患者，针刺过程中需要久留针。《素问·宝命全形

论》之“经气已至，慎守勿失”以及《针灸大成》云之“宁

失其时，勿失其气”，均是强调守气的重要性。

３　气调是针刺取效的标准

针刺多在“分肉之间”，所得之气以谷气为主。

气调指的是邪气去而谷气至，脏腑气机调和，取效体

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医者针下和缓是正气充足的

表现，也直接决定了疗效［２５］。其二，根据脉象变化

可判断是否取效。针刺调气的效果在于针刺以后脉

中之气亦产生变化，针刺之后体察脉中之气的变化，

是衡量与检验针刺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２６］。

３．１　脉象变化与疗效的关系　脉诊既是针刺选穴

的依据，又是确定治疗原则的依据，还是判定疗效的

指标［２７］。气机调和的脉象是轻柔和缓之象。根据

不同的证候，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针刺调气之法以

虚实为纲［２８］，通过检验脉象是否和缓以判断疗效，

脉象变化是取得稳固疗效的标志。在临床过程中，

针灸医生大多会在治疗前诊脉以确定治则治法，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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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在治疗后通过脉象的变化来验证疗效。如此，

需要有意训练针灸医生手指的灵敏性，训练有素者

可以迅速感知患者治疗前后脉象变化，以及指下、针

下的各种细微变化，从而正确判断针刺疗效。

３．２　针刺止于“邪气去，谷气至”的状态　《灵枢·

终始》：“男外女内，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得

气”，阴阳已经调和，即可停止治疗。此外，《灵枢·

终始》所言：“虚者脉大如其故而不坚……实者脉大

如其故而益……适虽言快，病未去也”，指明针刺治

病，若未能扶正祛邪，虚证脉仍虚，实证脉仍实，虽然

患者即时觉得病痛减轻，实际情况却是病并没有除

去。又言“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减，病必衰

去”，说明针刺前后脉象提示邪去正复的调和状态，

即使患者病痛没有即时减轻，病情也会好转。《千金

翼方·杂法》之“重则为补，轻则为泻，虽有分寸，得

气即止”，亦为经气调和、中病即止之意。临床上以

足三里治疗胃痛患者，属实证以泻法施治，经捻转、

提插手法，患者出现针感传至足趾的现象，期间再行

针以泻法，寸口脉由弦紧转为和缓，症状亦得到缓

解，即谷气至，则可去针［１４］。《灵枢·终始》之“一刺

则阳邪出，再刺则阴邪出，三刺则谷气至，谷气至而

止”，更是言明谷气至，虚者已补，实者已泻，就达到

了治疗的目的，即可停止治疗［１４］。

４　结语

运用中医理论指导针灸临床，是提高疗效的可

靠保证［２９］。“调气”是针刺的目的，“气调”是针刺的

结果。“凡刺之道，气调而止”，提示“气调”与否是针

刺是否取效的关键因素，而针刺操作的过程是影响

疗效的重要环节。通过明悉针刺所调之气的内涵，

针刺前辨证定穴，针刺时注重刺手与押手的配合，行

针时通过补泻及行针手法、辨别经气往来及守气留

针，可提高针刺的临床疗效。此外，医者可通过辨别

针下感觉及脉象变化判断是否达到“气调”。针刺的

取效标准强调谷气至、脉象和，根据脉象与针感变化

达到“以平为期”的疗效目的。这些方法充分体现了

“调气”与“气调”在针刺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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