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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针刀医学的安全问题切入，探讨了这个自针刀医学发明至今，一直饱受争议的问题，简要的分析了安全问题对于
针刀医学本身的意义，认为针刀的安全操作是针刀医学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是针刀医学自身控制医疗质量的内在基本要求。

本文认为针刀的安全问题更是现阶段针刀医学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并且提出制定安全操作标准才是解决针刀安全问题的必行

之路。本文还简要介绍了针刀业内第一本关于安全的专著《针刀临床安全操作手册》此书所述的诸多方法均可为临床从业者

提供安全操作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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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刀医学自１９７６年针刀发明至今，已发展了三十
余年的时间，境内、外从事针刀专业的医师已达数万

名，而每天接受针刀治疗的患者也已达数十万名，针刀

医学的治疗范围已从最初的颈肩腰腿痛等疼痛类疾

病，逐步扩展到了各类慢性内科疾病。尽管在这三十

余年的时间中，针刀医学事业发展速度很快，也造成了

一定的学术影响及社会影响，但仍旧没有关于针刀技

术安全操作等规程性质的文件予以规范、约束、管理其

医疗服务，由此造成了针刀从业界无序、尴尬、被动的

局面。这不仅严重地阻碍了针刀医学的健康发展，而

且影响、败坏了针刀医学的声誉。安全问题是针刀发

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每个针

刀从业者的合法性问题、切身利益等问题都难以解决，

更不要提针刀医学的传播和推广问题了。

１　针刀的安全操作是针刀医学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
１１　医疗技术的安全操作问题即医疗安全问题已成
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引起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医疗安全是指医院在实施医疗保

健过程中，患者不发生法律和法规允许范围以外的心

理、机体结构或功能损害、障碍、缺陷或死亡［１］。其核

心是医疗质量。医疗安全与医疗效果是因果关系，医

疗安全直接影响社会与经济效益。不安全医疗行为会

导致患者病程延长和治疗方法复杂化等后果，不仅增

加医疗成本和经济负担，有时还导致医疗事故引发纠

纷，影响医院的社会信誉和形象。而针刀的安全操作

是医疗技术的安全操作问题，属于控制医疗质量的范

畴。

在医患关系较为紧张的今天，医疗安全被提升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

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１］中，中医诊疗技术将

分为三级。其中，第一级是安全性、有效性确切，操作

简单、技术难度低的普通技术；第二级是安全性、有效

性确切，但操作较复杂，有一定技术难度，或涉及一定

伦理问题，或风险较高的中医医疗技术；第三级则包括

涉及重大伦理问题，高风险、操作过程复杂、技术难度

大，安全性、有效性尚需经规范的临床试验研究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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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定的其他需要特殊管理

的中医医疗技术。《办法》要求，应用中医医疗技术的

医疗机构须建立中医医疗技术分级管理制度和保障中

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质量、安全的规章制度，建立中医

医疗技术档案，对中医医疗技术定期进行安全性、有效

性和合理应用情况的评估、上报等。安全性在此被提

高到了列为评定各项医疗技术的最高级别。这足以证

明医疗安全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重大［２］。

１２　安全问题是针刀医学自身控制医疗质量的内在
基本要求　针刀疗法的安全性问题是自针刀发明至今
一直伴随针刀发展的关键问题。针刀把针灸针与外科

手术刀的两种长处融为一体，使骨伤科的切割剥离松

解等手术由开放变成闭合，明显提高了对慢性软组织

损伤、骨质增生等类疾病的治疗效果［３］。然而这是一

把双刃剑，针刀在结合两种医疗器械长处的同时其安

全性也处于了手术刀与针灸针中间，实际操作中，针刀

以针的形式进入人体，在体内却发挥了刀的作用，这实

际上是完成了手术刀的部分功能，由此而来的是安全

系数虽大于手术刀，但却比针灸针要小。针刀进入人

体后没有任何的辅助措施帮助开阔视野，医生只能根

据自己的手感和解剖知识进行操作。换言之，如果没

有熟练的解剖知识和扎实的控针基本功，针刀治疗就

不可能有安全的保障［４］。

作为任何一个新兴的医疗技术而言，任何一点点

瑕疵都有可能导致其被全盘否定。而作为诞生于民间

的一种全新的疗法，针刀注定先天羸弱。它既没有完

备的理论基础，也没有规范的诊疗指南，就连最初的从

业人员也大多文化水平不高［４］。在这一背景下，针刀

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因为安全问题付出过极其沉重的代

价。

１３　针刀的安全问题是现阶段针刀医学发展的首要
战略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于针刀概况较为权
威的一个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一

项调查：截至 ２００４年，针刀从业医务人员达 １０万余
人；全国每天接受针刀治疗的人数达３６万多人次，覆
盖我国所有省市区以及美、日、德、澳、韩等３０多个国
家和地区；全国针刀门诊部的数量达２１６６家，由医院
设立的针刀科达３４３２家［４］。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下的数据：根据中国

知网文献总库统计，以“针刀”为题名的文献共有６９６９
篇，而以在其中以“安全”为题名的仅有 ２篇，占
００３％。而在文献全文中含有“针刀”一词的文献共７
１１８篇，而其中含有“安全”一词的文献仅 ７篇，占
０１％。

以上的两组数据说明，针刀医学已完成了发展初

期大量复制人才的阶段，其从业者及患者已达到一定

水平。而与此同时，安全问题并未引起针刀从业者以

及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研究，针刀医学因为起自民间，

在发展初期，需要在短时间内大量复制人才，从而造成

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以支持其发展，在这个阶段中，其

教育的进口和出口都是开放的，大量的人才得以输出，

然而其质量难以得到控制，所以也就造成了现在针刀

医学界较为混乱的局面。后针刀医学发展到了一定的

阶段，作为一门学科，需要从“量”到“质”进行转换，除

了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之外，需要对教育的进口和出口

均进行把控，而对于教育的出口第一位应该得以把控

的就是“安全”，所以针刀医学的“安全”问题也就成为

了治理针刀界乱象的第一要务。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五类技术目录［５］中，

针刀位列针刺、灸类、刮痧、拔罐四类疗法技术之后成

为第五类发布技术目录征求意见稿的技术疗法，这是

中国政府对于针刀技术的一个肯定。针刀的安全操作

问题应引起每位从业者足够的重视。从品牌建设的角

度来说，“针刀”作为每一个从业者的行业品牌而言，

其品牌使用费只是简单的培训费和学习的费用，并未

为这个品牌付出过任何的维护费用，如果安全问题不

能引起针刀从业者足够的重视，任由个别安全问题透

支整个针刀品牌，则最终将由整个针刀界为其买单。

总之，无论从社会大环境还是针刀自身的要求，安

全问题将成为针刀发展的瓶颈问题，会影响针刀的医

疗准入、教育准入等政策决策，从而影响到每个针刀从

业者和患者的切身利益。

２　制定标准是解决针刀安全问题的必行之路
２１　针刀医学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标准问题
　目前我国已制定发布的针灸国家标准有２９项，具体
包括《针灸针》《腧穴名称与定位》《耳穴名称与定位》，

以及艾灸、耳针、穴位敷贴基本手法等１８项《针灸技术
操作规范》以及《腧穴定位图》《腧穴定位人体测量方

法》等。已制定发布的针灸行标４５６项，另外还有数量
庞大的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由于针灸是中医药国际传播的“先头部队”，所以

国际针灸界对于针灸、腧穴等标准的制定非常积极，世

界卫生组织在１９８４、１９９１、１９９５、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分别制定
了六部关于针灸和腧穴方面的基础标准。

相形之下，针刀医学的标准工作就差距甚远，至今

业内没有一个正式的标准发布。但是随着针刀治疗各

种疾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各国对于针刀也开始了相

应的研究，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针刀学会在墨西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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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针刀医学，先后开设了４期针刀培训班，培训针刀学
员达百余名，并３次组团参加在中国北京召开的针刀
学术交流会。由此可见针刀医学的发展在国际上的市

场是存在的，但是同时墨西哥针刀学会提出了关于针

刀安全标准的问题，他们提出在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安

全操作，第二步才是疗效。由此可见安全操作在国际

传播中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问题，针

刀在国际上的传播将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健康的发展

更难以保障。

２２　针刀安全标准应为针刀各类标准中的重中之重
　安全与疗效是医学永恒的主题，针刀治病要取得最
大的安全系数，除了不断改进诊疗技术以外，当前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制订常见病针刀治疗技术

规范，使广大针刀医生有所遵循；二是加强对针刀医生

的管理，制订针刀医生的培训制度与执业资格认定标

准，防止未经正规训练的医务人员滥用针刀疗法。当

然，要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单靠针刀队伍的自律是不

够的，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与推动，针刀学术

团体要多做具体工作。

无论是哪一级的医疗技术，安全首先是第一位的，

而对于起自民间的“针刀”医学而言，安全就更是健康

发展的基本保障，离开了安全，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

对于这一点，许多深刻的教训在发展的过程中历历在

目，值得每个针刀从业者引以为戒。

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有一个相斥、相识、相知

的发展过程。对于“针刀技术”这一新生事物而言，在

尚无任何针刀技术标准、无任何医疗科目准入的背景

下，一旦出现医疗意外，其后果更加不寒而栗。为此，

确保针刀治疗安全是重中之重。

３　《针刀临床安全操作手册》［６］中关于针刀安全操作
的具体方法

《针刀临床安全操作手册》是针刀业内第一本关

于安全的专著，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针刀安全操作十法；

针刀手术的等级法；针刀技术的基本功训练法针刀技

术规程简述，诊断、治疗规程，手法、针刀手术安全操作

规程及实施步骤和配合治疗规程；头面、颈项、胸、背等

部位的７０个临床常用高点的针刀手术安全操作规程；
针刀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科几种常见慢性疾病的

针刀技术诊疗规程；针刀手术室设置标准（草案）。

笔者切实从临床出发，对常见的操作安全问题，提

出了解决之道，如针刀手术的遮挡法，即在肋骨面周围

高应力点处（以下简称高点）实施针刀手术时，右手持

Ⅱ型４号０８针刀，左手食、中指分别遮挡高点处上、

下肋间隙，针刀锋只能到达肋骨骨膜处的瘢痕组织，根

本无法从肋间隙刺入胸腔，确保了针刀手术治疗安全

的操作方法。类似的安全操作方法简单实用，对针刀

临床安全操作有着非常强的指导作用。

另针刀手术的等级法是指在现行的依据病种分类

的、大中小针刀手术的基础上，再依据高点处的安全系

数、解剖结构复杂程度及操作难度的不同，将针刀手术

分为三个等级，即一、二、三级针刀手术的分级方法。

并倡导不同级别的针刀医师实施不同等级的针刀手

术。这是针刀业内第一次就针刀手术进行分级细化，

更有利于针刀医学的健康发展。

而针刀技术的基本功训练法：是指为确保治疗安

全而设计的针刀手术、手法的基本功训练法。赵百

孝［７］认为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有可操作性，就一定有基

本功训练，这是直接关乎到医疗技术安全的问题，针刀

界能够正视这一问题并处理好这一问题，相信对于针

刀医学的健康发展会起到非常积极地作用。

以上是笔者对于针刀安全问题的一些思考，针刀

是近些年来理论体系较为完整、发展形势较好的一种

外治方法，解决好处理好针刀的安全问题，是政府、社

会、业内人员十分关注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全体针刀从

业人员的利益问题，所以针刀的安全问题是针刀医学

发展的战略问题，它需要更多的从业者的进一步研究

以及更多关系针刀医学发展的人的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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