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针”赢得老外追捧

阿尔及利亚一位高级官员骑马摔伤致瘫，从欧洲
请了十几位医学专家，久治无效。国医大师石学敏为
其进行针灸治疗，当两枚银针拔出时，患者的腿便抬
起来了，在场的人惊得目瞪口呆。

意大利一名患者因车祸需做骨折复位手术，但麻
药引起呼吸抑制。石学敏在其合谷、太冲、人中等穴
位扎了 5根针后，病人竟丝毫没有痛感，10分钟后手
术复位成功。

石学敏，这位被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誉为“鬼
手神针”的当代中医针灸大家，不仅赢得国内同行的赞
佩，还用很多成功案例向世界证明了针灸的神奇。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中国针灸学会会长刘
保延说，针灸由“针”和“灸”构成，采用针刺或火灸人
体穴位来治疗疾病。针刺是把针具按照一定的角度
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手法刺激人体特定
部位，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火灸是以预制的灸炷或
灸草在体表穴位上烧灼、熏熨，利用热的刺激来预防
和治疗疾病。

刘保延介绍，目前103个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认
可使用针灸，其中 2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相关法律法
规，18个国家和地区将针灸纳入医保体系。全球针灸
从业人员达30多万。针灸的中外传承基地共有6家，
涵盖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美国 1500个临床指
南中，有 30多个推荐使用针灸。针灸已在美国 44个
州合法化，成为美国整合医学和医疗保健的一部分，
目前美国针灸师已超过4.5万人。

针灸备受青睐，关键在于其临床上不可替代的疗
效。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王麟鹏介绍，世卫
组织曾作过一项针灸临床研究报告的回顾与分析。
该报告显示，已通过临床对照试验证明，针灸是一种
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症状有 28个；已初步证明针灸
有效但仍需进一步研究的疾病与症状有 63个；其他
传统疗法难以奏效且个别针灸临床对照试验报告有
效的疾病与症状有9个；在提供特殊现代医学知识和
足够监测设备的条件下，可以让针灸医生尝试的疾病
与症状有7个。

“国内患者以神经系统及骨关节疾病为主，国外多
是疼痛性疾病患者。如果针灸在临床上没效，谁还会
去做研究？”王麟鹏介绍，目前国内外针灸临床试验研
究所涉及的病种已经非常广泛。经初步检索，共发现
针灸临床或机理研究相关的SCI收录论文2000余篇，
涉及肿瘤、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多种疾病。国际范
围内已完成了针灸治疗中风等循证医学系统评价。

“然而，针灸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刘保延认
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有力的临床疗效证据。针灸
属于传统的经验医学，如何证明其疗效和安全性，是
中医面临的一道重大课题。

针灸疗效不是“传说”

普通毫针针刺是微通法，火针或艾灸是温通法，
三棱针放血是强通法——“贺氏三通法”在中医针灸
界家喻户晓。火针方法是将0.5毫米粗耐高温的钢针
在酒精灯上烧至通红，对准穴位，快进快出，不留针，
整个时间不超过 0.5秒，针刺后患者皮肤上出现一个
小白点，有一点点疼。已故国医大师贺普仁认为，大
凡缠手的病、百治无效的病——用火针就给医生露
脸。像偏头痛、面神经痉挛，扎来扎去也不见好，用上
火针几次就解决问题。

中国疼痛医学创始人、中科院院士韩济生最初加
入针刺麻醉研究队伍，有点不太情愿，学西医的他原
本并不相信中医针灸。当亲眼见证了一位20多岁女
孩的开胸手术用的完全是针刺麻醉，韩济生信服了。

当时人们对针刺麻醉的一个质疑是：针刺麻醉完
全是心理作用，没有化学物质基础。韩济生负责人体
针刺镇痛试验数据计算。最终计算结果曲线显示，针
刺作用下，痛阈逐渐上升，到半小时左右处于高水平
稳态。停针后曲线逐渐下降，平均每 16分钟镇痛效
果降低一半，一小时后回复到基线。针刺麻醉的这一
规律，与注射化学止痛药吗啡的麻醉效果非常相似。
这说明，针刺麻醉肯定有物质基础，不只是心理作用。

既然针灸有麻醉镇痛效果，增加针灸次数会不会
提高麻醉效果？在一定时间内，随着针刺麻醉次数的
增加，如果体内产生的“抗吗啡物质”越来越多，麻醉
效果会逐步衰减。沿着这个思路，韩济生在随后的试
验中提取出一种抗镇痛的物质。

回顾50多年来的针刺镇痛研究，韩济生说，中医

针灸有效性不容否定，其科学性值得继续加以挖掘。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朱兵从生物学角度

来证实针灸的科学性。他说，针刺穴位 20～30分钟
后，人体会分泌号称“万能药”的糖皮质激素，从而有
效缓解疼痛，针灸对机体内分泌系统有着广泛的调节
作用。

“作为人体的最大器官，皮肤在生物学机能上是
构成机体内外环境间的一道屏障。”朱兵说，针灸等体
表刺激疗法对许多疾病发挥非特异调整的广谱效应，
这就是内分泌—免疫功能的“皮—脑轴”机制。同时，
体表刺激调节内脏功能，建立“躯体—内脏”联系。在
进化过程中形成特有的生物学结构，来应对各种有害
应激源的攻击，形成针灸效应的生物学机制。

立足临床才有出路

作为一种独特的非药物疗法，传统针灸理论强调
“得气”才有最佳疗效。对患者来说，“得气”是酸、麻、
胀、蚁行、流水的感觉。对医生来说，是针下沉，有牵
拉感。临床上的有效性在于“得气”与否，但很难得到
科学性验证。

2005年，一位德国科学家以偏头痛为例进行了临
床实验，结果表明，中医传统针灸按辨证取穴治疗对
临床疗效无帮助。这一结论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美
国医学会刊》上发表后，引发的争论不断发酵。

“经络上的穴位是否具有特异性的疗效”，被认为
是关系针灸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以成都中医药大
学教授梁繁荣为首的针灸经穴特异性研究团队，联合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等多学科单位，承担起国
家“973”计划项目——“基于临床的经穴特异性基础
研究”。该研究从整体代谢流的角度证实了经穴的调
整效应最大，针对性最强，而非穴作用强度较弱，调整
范围较窄。

对于中医针灸从业人员来说，在临床上取穴并不
难。国外的研究者如果取穴位置不准确，研究结论难
免发生偏颇。王麟鹏认为，中医针灸即使被不少国外
研究者证明无效，也不等于针灸临床无效，问题出在研
究设计和方法上，针灸科学性首先要由临床来验证。

“这几年中国人有关针灸研究的论文不少，被国
外认可的却不多。”王麟鹏说，除了外国人的偏见外，
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医临床研究能力欠缺，由于中医人
才知识结构不合理，有的只会做临床不会做研究，对
疾病的认识与目前的主流医学差距明显，很难提出真
正的问题，阻碍了针灸临床发展，也拉低了国外对国
内研究的认识。

由刘保延牵头开展的一项中医针灸临床研究表
明，针灸在治疗慢性严重功能性便秘方面具有明显优

势。2016年9月，该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期
刊《内科学年鉴》，中国人关于针灸的研究才逐步得到
国际认可。

刘保延提出，中医和针灸临床疗效评价方法研究
应“两法并举”：一是按照国际公认的临床研究方法，
对中医药的疗效进行对照验证；二是建立“真实世界”
临床实际条件下开展临床研究的方法学，推进“真实
世界中医临床研究范式”，通过“证据链”的形成不断
深化中医针灸防治疾病的能力和水平。

只有在“真实世界”的条件下，中医针灸的优势特
色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刘保延介绍，“真实世界”的临
床科研，是指在常规医疗条件下，利用日常医疗实践
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开展科研活动。而“理想世界”
的临床科研则要求根据研究目的，人为地通过一定的
方法，使研究对象尽量保持高度一致性。

刘保延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中医从业人
员要尽快从过去对“理想世界”的渴求中解脱出来，高
度关注“真实世界”，从而不断提高中医疗效，把中医
针灸这张“中国名片”擦得更亮。 王君平

链接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针灸有效的部分病症

一、呼吸系统疾病
⒈鼻窦炎；2.鼻炎；3.感冒；4.扁桃腺炎；5.急、慢性

喉炎；6.气管炎；7.支气管哮喘。
二、眼科疾病
8.急性结膜炎；9.中心性视网膜炎；10.近视眼；11.

白内障。
三、口腔科疾病
12.牙痛；13.拔牙后疼痛；14.牙龈炎。
四、胃肠系统疾病
15.食道、贲门失驰缓症；16.呃逆；17.胃下垂；18.

急、慢性胃炎；19.胃酸增多症；20.慢性十二指肠溃疡
（疼缓解）；21.单纯急性十二指肠溃疡炎；22.急、慢性
结肠炎；23.急、慢性杆菌性痢疾；24.便秘；25.腹泻；26.
肠麻痹。

五、神经、肌肉、骨骼疾病
27.头痛；28.偏头痛；29.三叉神经痛；30.面神经麻

痹；31.中风后的轻度瘫痪；32.周围性神经疾患；33.小
儿脊髓灰质炎后遗症；34.美尼尔氏综合征；35.神经性
膀胱功能失调；36.遗尿；37.肋间神经痛；38.颈臂综合
征；39.肩凝症；40.网球肘；41.坐骨神经痛；42.腰痛；43.
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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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产业园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未来发展“两轮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高新技术

产业向前推进，我们将着力把“产业园”打造为集信息软件、电子商务、物联网、生物医药、健康服

务、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科研设计院所、科技创新载体、科技金融等高新服务

业企业于一体的现在示范园区。我们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下城区科学技术局 0571-85820615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东新分园
园区概况

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暨智谷创新广场地处下城区善贤路4号，已规划地铁五号线，

BRT快速公交换乘中心，交通便利。总面积27368平方米，共地上四层，地下一层。

园区定位

以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大学生创业基地为重点。为产业化企业、大学生创业、初创

期的小微科技企业的孵化培育、服务式小型办公室等提供多种办公创业空间。

园区配套

公共服务大厅（含总台服务、洽谈区、小型会议室、大型多功能会议室、休闲吧、咖啡

吧等）、内部食堂、健身活动中心、桌球娱乐室、顶楼足球场等。提供企业注册代办（大创

免费代办）及财务委托管理，免费参加区组织的创业实训及一对一团队辅导等多种服

务。旨在打造服务式创新广场，企业家们的创业俱乐部。

招商热线

钟先生18105711266 0571-56920112

搭乘“一带一路”的时代列车，古老的中医药正以崭新形象走向世界。近日，比利时西佛兰德大
学ICZO辅助医疗中心针灸师21人，专程来到浙江省中医院作短期进修学习。颇俱特色的腹针、靳
三针、头皮针……针灸疗法治疗面瘫、中风后的康复及耳鸣耳聋等很让洋学生着迷。该院除了安排
多名名中医授课外，更多地安排洋学生跟师坐诊和查房。“中医治疗让我们折服的是疗效，明年我们
一定还要来这里学习。”这些洋针灸师纷纷表示。 于伟

本期关注
擦亮针灸这张“中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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