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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刮痧是在中医经络腧穴理论指导下，用特制的器具，在体表进行相应的手法刮拭，使皮肤出现潮
红，或出现红色粟粒、紫红色、暗红色的血斑、血泡等出痧变化，达到活血透痧、防治疾病等目的的
一种外治法，亦称刮痧疗法。
　　刮痧的主要工具是刮痧板，由牛角、砭石、玉石等质地坚硬的材质制成。
刮痧时涂抹在体表相应刮拭部位的一种护肤增效制剂为刮痧介质，有刮痧油和刮痧乳两种。
刮痧是中医外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临床实践常用的特色治疗项目，它对疼痛性疾病、骨关
节退行性疾病和神经、肌肉、血管性等疾病，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尤
其适宜于家庭、乡村和社区，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刮痧术>>

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刮痧术》共分四篇，其中：上篇刮痧基础，对中医刮痧术的概念、渊源，与砭石、镌
针的关系，刮痧术的演变，刮痧板的形态和优点比较，刮痧介质应用，刮痧操作原则、运板手法、施
术部位、运板步骤以及刮痧术的刺络特征、技术、原理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中篇刮痧术的临床应用，对痧证的概念、发生原因、症候特征、诊断与鉴别诊断、痧证的分类、治疗
原则、痧证的善后调养、痧证的服药方法以及痧证的络脉受邪特征和意义进行了论述。
下篇刮痧案例介绍，对《痧胀玉衡》中所涉及刮痧术的主要35个痧证案例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并且介绍了自己在临床经常使用刮痧术治疗的案例。
整个下篇的论述可以作为上篇和中篇内容在临床实践方面的映衬。
附篇罗列《痧胀玉衡》所载方剂和所载药物，供后学查阅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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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条目的案例一、暗痧辨二、痧脉要诀三、伤风痧脉辨四、凝壅聚结辨第二节 《痧胀玉衡》中刮痧
术涉及痧证病种的案例一、小儿夜啼痧二、惊风痰热痧三、痘后痧胀四、麻疹兼痧胀五、痧胀兼麻疹
六、痧胀类麻疹七、痧证类伤寒八、痧类疟疾九、伤风咳嗽痧十、咳嗽呕哕痧十一、痰喘气急痧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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蛔结痧二十四、吐蛔泻蛔痧第二章 现代案例介绍第一节 反复咳嗽类案例第二节 反复感冒类案例第三
节 胃脘胀痛类案例第四节 头昏头痛类案例第五节 失眠类案例第六节 痹证类案例第七节 腰痛类案例附
篇第一章 《痧胀玉衡》所载方剂第二章 《痧胀玉衡》所载药物第一节 《药性便览》第二节 《痧方余
议》第三节 《评半夏、藿香止吐》第四节 《评荆芥、细辛、防风、独活》第三章 有关中医刮痧术的
论文经络刮痧的中医原理浅析饞针辨经络刮痧前后白细胞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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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头额、腿上痧，用棉纱线或麻线蘸香油刮之。
大小腹软肉内痧，用食盐以手擦之。
”如清代医家夏云集所用之“夏法”：“刮者，医指挨皮肤，略加力而下也。
”这就是对刮痧疗法的早期认识。
　　所谓放法，又称刺法，“凡痧有青筋紫筋，或现于数处，或现于一处，必须用针刺之，先去其毒
血。
”郭氏总结出放痧的常用部位、器具、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10处常见的放痧部位，即头顶心百会穴、印堂穴、两太阳穴、喉中两旁、舌下两旁、双乳、两手十指
头、两臂弯、两足十指头与两腿弯。
刺时只需针锋微微入肉，不必深入。
刺头顶心时，须挑破略见微血即可，不可直刺。
有些部位则不能采用放刺法，如“腿上大筋不可刺，刺亦无毒血，反令人心烦。
腿两边硬筋上筋，不可刺，刺之恐令人筋吊⋯⋯其指尖刺之太近指甲，虽无大害，当知令人头眩。
”放痧的器具，郭氏最为推崇银针，他说：“余惟以银针刺之。
则银性最良，入肉无毒，以之治至深之痧毒，不尤愈于铁针乎？
此余所以刺痧筋者，独有取乎银针也。
”　　所谓药法，即采用方药进行治疗，这是相对于刮、放等外治法的内服方法。
经过刮放之后，肌肤血肉之毒已除，但脏腑经络之毒仍有未尽，这就需要采用专门治疗痧证的方药继
续进行治疗，才能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采用方药治疗，首先要在肌肤血肉之痧毒经刮放被除尽后才能进行，否则很可能用药
不效或加重病情；其次要辨证准确，用药得当，如“轻者用药不可重，重则恐伤本原；重者用药不可
轻，轻则治之不效。
”另外，由于痧证症情复杂，如犯在气分有兼痰兼血，在血分有兼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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