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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热敏灸是采用点燃的艾材产生的艾热悬灸热敏态穴位，激发透热、扩热、传热、局部不（微）热
远部热、表面不（微）热深部热、非热觉等热敏灸感和经气传导，并施以个体化的饱和消敏灸量，从
而提高艾灸疗效的一种新疗法。
　　热敏灸历经了20年的临床研究，从现象到规律，到疗效，直至新概念、新理念的形成，又返回临
床指导灸疗，提高疗效。
首次发现了穴位热敏及其规律，揭示了穴位敏化态新内涵，突破了长期以来对穴位的传统认识；解决
了灸疗长期以来穴位不能准确定位、灸量不能个体化科学定量的关键技术难题，创立了热敏灸新技术
；应用热敏灸技术治疗20余种病症，大幅度提高了临床灸疗疗效，开创了一条治疗疾病的内源性热敏
调控新途径。
热敏灸与传统悬灸均属悬灸，但有本质的不同：①灸感不同：灸感即施灸时患者的自我感觉。
对于悬灸疗法，艾热作用于体表，自然产生热感。
针刺疗法的精髓与灵魂是“刺之要，气至而有效”，即激发经气，气至病所。
热敏灸强调要求施灸过程中产生透热、扩热、传热、局部不（微）热远部热、表面不（微）热深部热
、非热觉等6种热敏灸感和经气感传，气至病所，而传统悬灸仅有局部和表面的热感。
②灸位不同：灸位即施灸部位，热敏灸是在热敏穴位上施灸，热敏穴位对艾热异常敏感，最易激发经
气感传，产生小刺激大反应；而传统悬灸由于未认识到穴位有敏化态与静息态之别，因此不要求辨别
与选择热敏穴位施灸，因此激发经气感传的效率很低。
③灸量不同：灸量即艾灸的每次有效作用剂量。
艾灸剂量由艾灸强度、艾灸面积、艾灸时间三个因素组成，在前两个因素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艾灸剂
量主要由艾灸时间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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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热敏灸是采用点燃的艾材产生的艾热悬灸热敏态穴位，激发透热、扩热、传热、局部不（微）热远部
热、表面不（微）热深部热、非热觉等热敏灸感和经气传导，并施以个体化的饱和消敏灸量，从而提
高艾灸疗效的一种新疗法，在当前针灸界有重要影响。
应用热敏灸技术治疗20余种病症，如肌筋膜疼痛综合征、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枕神
经痛、慢性腰肌劳损等，大幅度提高了临床灸疗疗效，开创了一条治疗疾病的内源性热敏调控新途径
。
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图文并茂的方式进行编写，突出实用，着眼普及，不但适用于进农村，进社
区，进家庭，让老百姓，也适用于针灸临床、保健、科研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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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理论篇　　第一节　热敏灸理论　　一、什么是穴位　　针灸疗法是采用针灸等手段刺
激穴位，通过激发经气活动来调整人体紊乱的生理生化功能，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
。
取穴准确与否直接影响针灸的临床疗效。
那么穴位是什么？
人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人体有病时，在体表的某些部位会发生一些可以被观察到或感觉到的
各种改变。
这些改变包括形态改变和功能改变。
形态改变如皮下组织和肌肉处出现条索状、结节状改变，皮肤出现皮疹、浅表血管改变和色泽改变等
；功能改变如对来自外界的刺激敏感程度发生改变、低电阻和皮肤温度改变等。
这些改变有的单独存在，有的相互并存，伴随疾病的发生而出现，随疾病变化而变化，随疾病痊愈而
消失。
这种伴随疾病变化的体表反应部位（或称疾病反应点）就是穴位概念的最早起源。
同时也发现，在抚摸、按压、叩打这些反应部位可以减轻病痛。
长期这种经验的积累最后逐渐形成了穴位的概念÷目前人们还不能从形态方面来认识穴位，只能从功
能上来描述。
‘在生理状态下，人们并不能明显地感觉到穴位的存在，但是在病理状态下，与疾病相关的穴位就会
出现能感觉到的变化。
虽然我们目前还不了解穴位的本质，但已掌握了穴位调控人体功能的许多规律。
可以这样认为，穴位就是个体化、动态的、敏化态的疾病体表反应部位，同时也是调控人体功能达到
防病治病目的针灸刺激部位。
正如《灵枢·背腧》所说穴位：“欲得而验之，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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