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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捻转补泻手法的操作方法 以 及 补 泻 效 应 的 存 在 与

否从古至今有着多种不同的观点。目前，临床应用比较广泛

的捻转补泻手法主要有 ? 种，即传统捻转补泻手法、石氏 捻

转补泻手法，以及根据刺激量大小而分补泻的捻转 补 泻 手

法。本课题以成年健康人为受试对象，采用红外线热像技术，

根据“腧穴是经脉之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的针灸理论，动态

观察针刺合谷穴后上述捻转补法和泻法的操作对合 谷 穴 局

部皮肤温度场的影响，并与平补平泻手法及留针不施行手法

进行对照观察，目的在于研究捻转补泻手法的不同操作是否

产生不同的效应，以及探讨所产生的不同效应是否就是补或

泻的效应。本项课题的研究力图为临床上科学、规范地使用

捻转补泻针法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A 材料与方法

AGA 仪器

针灸针：?@ 号 AGR 寸毫针 （苏州），2’2QST@ K* 红外热

像仪、彩色图像电脑分析仪、摄像机（瑞典），温度计、湿度计

（天津）。

AGI 针刺穴位、手法及观测部位

穴位：左侧合谷穴。

手法：

石 氏 捻 转 泻 法 ：得 气 后 ，均 匀 用 力 捻 转 ，频 率 P@ / U D"$，

幅度 ?P@V。

小 刺 激 量 补 法 ：得 气 后 ，均 匀 用 力 捻 转 ，频 率 P@ / U D"$，

幅度 B@V。

大刺激量泻法：得气后，均匀用力捻转，频率 I@@ / U D"$，

幅度 ?P@V。

传统捻转补法：得气后，大拇 指 作 用 力 向 前 用 力 捻 转

?P@V，然后自动退回，频率 A@@ / U D"$。

传统捻转泻法：得气后，大拇 指 作 用 力 向 后 用 力 捻 转

?P@V，然后自动退向前，频率 A@@ / U D"$。

平 补 平 泻 法 ：得 气 后 ，均 匀 用 力 捻 转 ，频 率 A@@ / U D"$，

幅度 AT@V。

无手法：针刺得气后，不施行手法。

观测部位：合谷穴局部皮肤温度。

AG? 实验方法与步骤

AG?GA 分组 选择年龄在 IRW?@ 岁之间的健康志愿者 A@ 人

作 为 受 试 对 象 ，性 别 不 限 。按 上 述 手 法 分 成 T 个 手 法 组 ，每

组 A@ 人 ，即 全 部 采 用 自 身 对 照 ，每 人 分 别 接 受 上 述 T 种 手

法各 A 次。为了消除前一种手法遗留针感的影响，每种手 法

的实施要间隔 A 周。在全部实验中，各种手法施行者为固 定

·针灸与推拿·

摘 要 目的：阐明针刺捻转补法与泻法的操作是否存在效应上的差异，并探讨其效应差异是否为补泻效应的差异。方法：应

用红外线热像技术，采用不同的捻转补泻手法针刺健康人合谷穴后，观察其在即刻，A@、I@、?@ D"$，对局部皮肤温度的影响。结果：

不同捻转补法与泻法的操作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效应差异，其中补法可以使皮温升高，泻法可以使皮温降低，以石氏捻转补泻针法

较为明显。结论：A）补泻手法，补法和泻法的操作可产生不同的效应。I）不同捻转补泻手法对皮肤温度产生的升降效应为补泻效

应，其中以石氏捻转补泻手法最为明显。?）证明补泻手法实施的必要性。

关键词 针刺0 捻转补泻手法0 红外线热像技术0 皮肤温度0 健康人；合谷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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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手法和传统泻法之间的差异有显著意义（!!"#"$），与留针

无手法相比，差 异 无 显 著 意 义 （!%"#"$）。无 手 法 与 其 他 手 法

比较，在 &" ’() 与传统泻法的差异具有显著性（!!"#"$）；在

*" ’() 与石氏补法、石氏泻法、大刺激量手法和传统泻法的

差异具有显著意义（!!"#"$）。

+ 讨论

+#& 皮肤温度与能量代谢 通常情况下，细胞在进行能量代

谢时会产生热量，并向体外散发，因此，机体的能量代谢率越

的同一人。

&#+#* 将观测室的室温控制在 *",*&-，湿度为 ."/。

&#+#+ 受试者采取坐姿，首先暴露被测试部 位 （合 谷 穴 ）后 ，

静息 +" ’()，使被测试部位的皮肤温度与室温达到平衡并保

持恒定。

&#+#. 应用瑞典进口 010234"56 红外热像仪，于静息结束

后，开始进行摄影，摄影镜头对准并距测试部位 & ’ 远，所得

到的影像作为针刺前的基础温度影像。

&#+#$ 针 者 右 手 持 针 进 行 针 刺 ， 待 得 气 后 开 始 实 施 手 法 &
’() 并留针 +" ’()，其中的无手法组针刺得气后不实施手法

只留针 +" ’()。

&#+#7 分别于实施手法后的即刻，&"、*"、+" ’() 各测试拍照 &
次，动态观测测试部位的温度变化。其中的无手法组于针刺得

气后的上述各时相测试拍照 & 次。

&#+#3 所测图像存入电脑分析仪中进行分析，取平均温度数

据对其进行统计学处理，应用 58557#" 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

析。

* 不同捻转手法针刺合谷后局部的皮温升降结果 见表 &、

图 &。

! 种泻法实施后，所有时相都表现为降温效应，石氏泻法

和大刺激量捻转泻法在 *" ’() 和 +" ’() 与针前比较有显著

性统计学差异（!!"#"$），传统捻转泻法在 &"、*"、+" ’() 与针

前比较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

留针无手法在针后即刻表现为降温，从针后 &" ’() 到

针后 +" ’() 之间各点表现为升温，与针前相比，差异均无显

著意义（!%"#"$）。平补平泻手法在实施手法 & ’() 后，所有时

相表现为微弱的升温，与针前比差异无显著意义（!%"#"$）。

平补平泻与其他手法比较，在即刻与大刺激量手法的差

异有显著意义（!!"#"$）；在 &" ’() 与传统泻法之间差异有显

著意义（!!"#"$），在 *" ’() 时与石氏补法、石氏泻法、大刺激

表 & 不同捻转手法针刺合谷后局部的皮温升降结果比较

样本数

9
&"
9
&"
&"
9
&"
&"

手法
皮温升降幅度（摄氏度）

针前 即刻 &" ’() *" ’() +" ’()

石氏补法

石氏泻法

小刺激量

大刺激量

传统补法

传统泻法

无手法

平补平泻

"
"
"
"
"
"
"
"

"#*7:"#$.!

2"#$.:"#$4"

"#+*:"#*3!

2"#.":"#$&
"#"3:"#7&!

2"#$7:"#+.
2"#"4:"#+9
"#"7:"#.$

&#"*:"#3$;!

2"#$+:"#34
"#*9:"#39

2"#$":"#$*
2"#"4:"#47!#

2&#&":&#"";$"

"#&&:&#"4
"#"4:"#9*

&#.+:&#*7;!$"

2&#"7:"#4$;$"

2"#++:"#33#

2"#9$:"#33;$"

2"#+.:"#73#

2&#&.:&#.&;$"

"#*4:"#..
"#*9:&#+.

&#&+:&#.4;!

2&#.":"#4*;$

2"#$3:"#97#

2&#*":"#4*
2"#3":&#+"#

2&#+$:&#3*;

"#*$:"#3.
"#"+:&#+9

注："：与针前比较 !!"#"$；!：各补法与其对应的泻法比较 !!"#"$；#：与石氏补法比较 !!"#"$；$：与无手法比较 !!"#"$；
"：与平补平泻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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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向体外散发的热量就越多；反之散发的热量就越少 !"#。温

度是能量代谢在体外的最直接的观测指标之一。在正常情况

下，机体产热与散热保持相对平衡状态，以保证正常的体温。

皮肤是机体主要的散热途径，所以应选择皮肤温度作为观测

指标。生理学认为皮肤是人体唯一的体温调节性散热途径，

当机体产热增多时，通过皮肤散发的热也增多，体表温度升

高；反之则减少，体表温度降低 !"#。皮肤的散热主要有辐射散

热、传导散热和蒸发散热 $ 种方式，辐射散热是有机体以 红

外线方式向周围环境散发热量的过程，体表温度比周围环境

物体温度高出越多，向周围散发红外线的量越多 !"#。因此采用红

外热像仪得到的数据基本可以客观地反映观测部位 的 皮 肤

所 散 热 量 的 变 化 。从 理 论 上 讲 ，补 法 能 使 代 谢 增 加 、体 能 增

强，因而产生温热效应；泻法则相反。皮肤温度则是这些变化

的外在表现。

$%& 捻转补泻手法 针刺的补泻手法始自《黄帝内经》，以后

经过历代医者的继承与发扬，发展成多种补泻手法，其中以

捻转补泻手法为最基本的补泻手法。传统的捻转补泻手法操

作以拇指的作用力方向向前捻转为补法，拇指的作用力方向

向后捻转为泻法，然而传统补泻手法对于医者用哪 只 手 执

针、与患者的体位关系等问题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使传统

补泻手法的操作缺乏规范。在当代，一些针灸学者提出了捻

转补泻的新概念和操作，其中以石学敏院士的捻转补泻手法

较具代表性。石氏 !&#根据长期临床实践及实验研究提出小幅

度、高频率捻转为补；反之，大幅度、低频率为泻，并明确规定

了捻转的频率和幅度。此外许多学者根据针刺手法的刺激量

规定了捻转补泻手法，如楼氏 !$#认为重刺激相当于泻法，轻刺

激相当于补法，此应为补泻区别的标准。但李氏 !’#又认为“重

则为补，轻则为泻”的观点是正确的。而秦氏 !(#认为补泻与刺

激强弱有关，但强刺激不等于泻法，弱刺激不等于补法，“弱

补强泻”说把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因病因人因时制宜的原

则以及传统的行之有效的针刺手法简单化，应当予以否定。

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针刺手法无补泻，以适当有效的刺激量

对虚证患者为补法，对实证患者则为泻法，如平补平泻手法

!)#。以上是针灸学术界有关捻转补泻手法的具有代表性的几

种学术观点。要确定哪种捻转补泻手法是科学的，具有临床

实用价值的，首先应该搞清各种捻转补泻手法的不同操作是

否存在着效应上的差异，从而才能再进一步搞清楚这种差异

是否代表补泻效应的差异。

$%$ 捻转补泻手法的效应差异与补泻效应 补泻手法的不

同操作是否存在着效应上的差异，针灸界一直存在争论，传

统观点认为补泻手法的效应差异的存在，如烧山火、透天凉

对皮肤温度的不同影响已为许多实验观察所证实。但也有学

者认为并不存在补泻手法的效应差异，如陈氏 !)#观察到徐疾

补泻的补法与泻法都具有升温效应，本实验结果表明，补泻手

法不同操作的效应差异是存在的，$ 种泻法出现了降温效应，

$ 种补法出现了升温趋势，补泻手法对皮温的影响具有显著

差异（!*+%+(），并以石氏捻转补泻手法效应差异最为明显。

实验中补法与泻法各自产生的 升 降 温 效 应 是 否 为 真 正

的补泻效应呢？现代研究表明，物质和能量代谢的异常是各

类虚实证候的共同特点之一 !,#，如有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肾

阳虚时体内能量代谢活动减弱 !-#；实证的代谢特点是处于 亢

奋状态 !.#。因此能量代谢自然是影响虚实变化的主要因素 之

一。补法应通过提高能量代谢水平，增加能量释放而提高组

织器官低下的机能，泻法应降低能量代谢，减弱亢进的机能

状态。因此，从这一点出发，看针刺补泻手法所产生效应是否

为补泻效应，可以通过观察补泻手法对能量代谢的影响以及

能量代谢所致的皮温变化来确定。根据前面的讨论，实验中

补泻手法所产生的观测部位皮肤温度的升降反映了 观 测 部

位的能量代谢的变化，从而提示在实验中补法的升温效应可

能是通过加强了相关组织的能量代谢而使受试者机 体 产 热

相对增加，使得观测部位的皮肤散热增多形成的，泻法的降

温效应是通过减弱了相关组织的能量代谢而使受试 者 机 体

产热相对减少，使得观测部位的皮肤散热减少而形成的。因

此可以推断，实验中各种捻转补泻手法的补法实施后对皮肤

温度所产生的升温效应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补的效应。本实验

中，以上述手法的操作后，可以看到穴位局部皮温的升降与

前面的针刺合谷穴后上述手法所产生的皮温升降情 况 基 本

一致，且石氏捻转补法表现的升温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验

证了石氏捻转补法的升温效应，从而进一步表明这种升温效

应视为补的效应；而泻法的降温效应视为泻的效应，这种泻的

效应 $ 种泻法表现的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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