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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刀医学治疗学：①阐明针刀是以针刺入人体，在体内能 

够发挥刀的治疗作用，是针灸针和手术刀的有机结合，针刀治 

疗的核心是恢复人体生命活动的平衡。②以针刀为主、手法 

为辅、药物配合、器械辅助。适当应用少量药物以达到吸收闭 

合性手术所引起的组织渗出和出血、促进微循环恢复和预防 

感染等目的，既能保证治疗的安全性，又能提高疗效、缩短疗 

程。③通过消除软组织变性来恢复人体内力学平衡状态，疏 

通体液潴留和促进体液回流，改善局部微循环。闭合性手术 

方法，使关节内骨折达到解剖对位，避免了开放性手术造成的 

关节强直等后遣症。利用针刀改变微量金属元素链的连接状 

态，从而调节人体电生理线路系统，调动机体自我调控功能， 

促进生物能转变为生物电流。 

针刀医学护理学：针刀医学护理学根据针刀治疗过程的 

自身特点制定了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护理方法，对接受治疗的 

患者的体位、活动状态、活动范围、活动姿势等都有精确的要 

求。这些要求对能否成功治疗某些疾病是十分重要的。 

3 临床应用 

针刀疗法主要可用于各种因慢性软组织损伤而引起四肢 

躯干各处的顽固性疼痛点，部分骨刺，滑囊炎，四肢躯干因损 

伤而引起的后遗症，骨化性肌炎初期，各种腱鞘炎，肌肉和韧 

带积累性损伤，外伤性肌痉挛和肌肉紧张，手术损伤后遗症， 

病理性损伤后遗症，骨干骨折畸形愈合，关节内骨折，整形，部 

分慢性内科疾病，肛肠疾病，皮肤病，妇科病，内分泌失调和感 

染性疾病。 

针刀疗法的禁忌症为一切内脏疾病的发作期，如肾脏病， 

肝脏病，冠心病等。施术部位有皮肤感染，肌肉坏死者。施术 

部位有红肿、灼热，或在深部有脓肿者。施术部位有重要神经 

血管或重要脏器而施术时无法避开者。患有血友病者或其他 

出血倾向者。体质极度虚弱者，在身体有所恢复后再施行针 

刀手术。高血压危象，恶性肿瘤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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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治自汗和盗汗，多认为自汗属阳虚，治当益气固 

表；盗汗属阴虚。治当滋阴止汗。笔者认为值得探讨，现谈谈 

自己的看法。 

自汗证名，出自《伤寒论 ·太阳篇》，称：“病常自汗出者， 

此为营气和⋯⋯”指太阳病汗自出之意，与后世杂病自汗之义 

有别。陈无择在《三因方》中认为“无问昏醒，浸浸自出者，名 

日自汗”。即无论昼间或夜梦中，凡汗出者，皆可称 自汗。而 目 

前仅将白天醒时汗出称为自汗，病机也局限于阳虚。 

盗汗证名，首见于《金匮要略 ·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 

篇，称：“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喜盗汗也。”指无严重疾病的 

人，脉象呈虚弱、细微，很容易出现盗汗，这里的脉虚弱、细微， 

不能仅作阴虚解释。湖北中医学院主编的《金匮要略释义》 

注解说：“阴阳气血皆虚，故脉见虚弱细微。阳虚不固，阴虚不 

守，容易发生盗汗。”显然，《金匮要略》所称盗汗的病机，当属 

阴阳俱虚。分而言之，则单纯阴虚或阳虚的病证也概括在其 

中，从而否定了盗汗病机为阴虚的观点。此外，从《金匮要 

略》原文看，亦未点出汗出的时间，并未明确如后世所称的 

“盗汗者，寐中窃出，醒后倏收”。事实上既可寐中窃出，亦可 

为寤时自泄。虽然如此，但从汗出时间命名以区别，还是必要 

的。《景岳全书》称：“汗出一证，有自汗者，有盗汗者。自汗 

者，然无时而动作则益甚；盗汗者，寐中通身汗出，觉来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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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汗明确为醒者汗出，盗汗为寐中汗出，有利于进行辨证和 

治疗。 

自汗和盗汗的病机，均为阴阳失调。《素问 ·评热病论》 

说：“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时热而汗出也。”《素问 ·脉要 

精微论》说：“阴气有余为多汗身重。”《丹溪心法附余》称：“心 

之所长在内者为血，发外者为汗，盖汗乃心之液，而自汗之症， 

未有不由心肾俱虚而得之者，故阴虚阳必凑，发热而自汗；阳 

虚阴必乘，发厥而自汗，皆阴阳偏胜所致也。”说明不论阴虚或 

阳虚均可导致病理性的汗出过多，阴虚则“不能内营而敛 

藏”，阳虚则“不能卫外而固密”。 

自汗或盗汗虽然可以作为不同时间汗出的名称，但其病 

机则不可简单地理解为“盗汗属阴虚”、“自汗属阳虚”。事实 

上寐中汗出者阴虚者既多，阳虚者亦不少；昼间自汗者，阳虚 

者固多，阴虚者亦非罕见。张介宾曾说：“自汗、盗汗亦各有阴 

阳之症 ，不得谓自汗必属阳虚，盗汗必属阴虚也。”阴虚和阳虚 

的汗证，其表现形式往往为热汗和冷汗。张介宾谓：“汗证有 

阴阳，阳汗者热汗也，阴汗者冷汗也。人但知热能致汗而不知 

寒亦致汗，所谓寒者非日外寒，正以阳气内虚，则寒生于中而 

阴中无阳，阴中无阳则阴无所主而汗随气泄。” 

治自汗和盗汗，张介宾日：“但察其有火、无火，则或阴或 

阳自可见矣。盖火盛而汗出者，以火烁阴，阴虚可知也；无火 

而汗出者，以表气不固，阳虚可知也。”可见阴虚所致的自汗或 

盗汗，都伴有火热证；阳虚所致的自汗和盗汗，则无火热证。 

根据此论，结合临床，大体可分为阴虚自汗、阴虚盗汗、阳虚自 

汗、阳虚盗汗四大类。以此施治，则常中肯綮。阴虚自汗表现 

为昼间汗出、内热烦渴、气短、心神不宁、舌红少苔、脉象虚细 

而数，治宜滋阴固表，用当归地黄汤。阴虚盗汗表现为寐中汗 

窃出、醒后倏收、烘热烦躁、口渴便结、梦寐不安、舌红或绛、脉 

细数，治宜滋水清火，用当归六黄汤加龟板、牡蛎、龙骨等。阳 

虚自汗表现为昼间自汗不止、形寒肢冷、气短乏力、面色萎黄、 

纳呆腹胀、大便易溏、舌淡形胖、脉迟弱，治宜益气温阳，可用 

补中益气汤稍加附子、麻黄根、浮小麦或黄芪建中汤。阳虚盗 

汗表现为：寐中汗出淋漓、惊醒即止、畏风怯冷、烦躁困惫、舌 

淡、脉虚缓，治宜补阳固表，用补阳汤合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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