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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朝向健康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
在我国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必须
建立比较完善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服务网络，推动卫生服务利用的均等化，逐步缩
小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造成的健康服务不平等现象。
有鉴于我们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是穷国办大卫生，长期存在着有限的卫生资源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医疗保健需求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体系面临着沉重的压力。
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和压力，国家提出了医疗卫生保健工作“重点前移”和“重心下移”的发展战略，
以适应新时期大卫生的根本要求。
中医药是整体医学，重视天人相应、形神一体，以辨证论治为主体，以治未病为核心，在医疗卫生保
健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毋庸置疑，亚健康是健康医学的主题之一，致力于亚健康专门学问的系统研究，厘定亚健康的概念，
规范亚健康防治措施与评价体系，编写系列教材培育人才，对于弘扬中医药学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确是一项功在千秋的大事业，对卫生工作重点移向维护健康，重心移向广大民众
，尤其是九亿农民，从而大幅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也有积极的作用。
回顾上个世纪西学东渐，知识界的先驱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破除三纲五常，推进社会改革，无疑对
国家民族的繁荣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二元论与还原论的盛行也冲击着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致使独具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医药学随之
停滞不前，甚而有弃而废之的噪声。
幸然，清华与西南联大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与吴宓等著名学者大师虽留学西洋，然专心
研究哲学文史，大兴国学之风，弘扬中华文化之精髓，其功德至高至尚，真可谓“与天壤同久，共三
光而永光”，令吾辈永远铭记。
中医中药切合国情之需，民众渴望传承发扬。
当今进入新世纪已是东学西渐，渗透融合儒释道精神，以整体论为指导的中医药学，其深化研究虽不
排斥还原分析，然而提倡系统论与还原论的整合，将综合与分析、宏观与微观、实体本体论与关系本
体论链接，共同推动生物医药科学的发展，为建立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奠定基础。
晚近，医界学人与管理者共识：治中医之学，必当遵循中医自身的规律，然则中医自身规律是什么？
宜广开言路，做深入思考与讨论。
我认为中医学是自然哲学引领下的整体医学，其自身规律是自适应、自组织、自调节、自稳态的目标
动力系统，其生长发育、维护健康与防治疾病均顺应自然。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可用太极图表达，其平面是阴阳鱼的示意图。
其阐释生命科学原理是动态时空、混沌一气、高速运动着的球体，边界不清，色泽黑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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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床上存在有一组以疲乏无力、精力不济、肌肉关节酸痛、心悸胸闷、头晕头痛、记忆力下降、
学习困难、睡眠异常、情绪低落、烦躁不安、人际关系紧张、社会交往困难等种种躯体或，理不适为
主诉来就诊的人群，通过运用现代的仪器或方法检测却未发现阳性指标，或者虽有部分指标的改变，
但尚未达到西医学疾病的诊断标准。
这种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状态，自20世纪80年代被前苏联学者称为“第三状态”这个新概念以来，
得到国内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与重视，并将其称之为“亚健康态”。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生活节奏的逐步加快及居处环境的污染等，人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处
于亚健康状态的人越来越多，发生率达75％左右，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虽然亚健康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第三状态，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因为如不采取切实有效的
预防措施，就会导致从亚健康向疾病的最终转化，甚至是致命的疾病，最终会导致人死亡。
由于导致亚健康的确切原因未明，临床上缺乏针对亚健康的系统干预措施与手段，这常常使得医生在
面对病人时感到尴尬，病人在就诊后感到不满。
因此，人们普遍感到应加强对亚康状态的研究，建立防治亚健康的有效方案。
　　足疗，即足部疗法，是通过对人体足部腧穴或足部反射区进行按摩、针灸、熏洗、敷药，而调节
人体各脏腑器官的生理功能，起到疏经活络、松弛肌肉、行气活血等作用，从而达到诊断疾病、治疗
疾病、养生保健作用的一种中医治疗方法，属中医内疾外治范畴。
无数临床实践证明足疗是对亚健康干预的有效方法之一，是任何人也不可否认的，并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
因此，编写《足疗与亚健康》一书，用于普及和指导足疗对亚健康的干预，显得非常重要。
　　《足疗与亚健康》全书共5章。
第一章“概述”，重点介绍足疗的基本概念、历史沿革与机理。
第二章“足疗常用腧穴”，足疗不仅仅只是足部反射区的按摩，还包含足部腧穴的运用，因此，本章
重点介绍足部腧穴的取穴方法、定位与运用原则。
第三章“足部反射区”，重点介绍反射区的定位、主治与操作。
第四章“常用足疗方法”，重点介绍按摩、药物泡足与药物敷足的方法。
第五章“足疗对亚健康的干预”，重点介绍对常见亚健康状态的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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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概述足疗因其具有操作简便、适应证广、安全可靠、无任何毒副作用、有病治病、无
病强身等特点和自然疗法、绿色疗法之优势，尤其随着对亚健康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足疗作为对亚健
康干预的方法之一，愈来愈受到社会和医学界普遍重视。
本章主要介绍足疗的基本概念和发展的历史。
第一节  足疗的基本概念足疗，即足部疗法，是通过对人体足部腧穴或足部反射区进行按摩、针灸、
熏洗、敷药，而调节人体各脏腑器官的生理功能，从而达到诊断疾病、治疗疾病、养生保健作用的一
种中医治疗方法，属中医内病外治范畴。
是占今中外经过成千上百万人的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一种既可健身又可治疗疾病的物理疗法，它的临
床治疗、养生保健效果是众所周知的。
起效迅速是足疗的特点之一。
足部按摩疗法能迅速将淤积在体内的毒素排出体外，使患者早日康复。
足部按摩相应反射区能把这种沉积的毒素通过泌尿系统和消化系统排出体外，也可以通过皮肤出汗排
出。
毒素排除后，人体内的血液循环功能迅速恢复正常，病变的器官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营养而迅速恢复正
常，从而迅速恢复人体健康。
足疗还具有经济简便的特点，目前，我国的经济还不很发达，许多地区的医疗条件尚不完善，尤其是
边远地区的农民还缺医少药。
患者到医院看病，不但手续烦琐，耗时更多；而且检查费、药费、手术费等也都很昂贵。
足部按摩疗法既不必服用药物，也不必使用医疗器械，只要一支按摩棒或一双手就可以每日利用空余
时间，按照书上所提供的处方，自我按摩或相互按摩30分钟，就可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
此外，能早期诊断疾病，也是足疗的重要特点。
目前多数医疗检查手段和方法，只有当人体有明显症状或反应时才能作出诊断。
如冠心病在不发作时，其心电图往往无异常变化。
有很多疾病一旦被现代手段检查出来时，往往已是中、晚期，治疗难度已经加大。
当人们感觉机体稍有不适或精神不振时，即处于亚健康状态时，足部反射区或穴区的相应部位就会有
反应。
我们通过对足部进行观察、触摸、按压等诊断方法，就能发现足的形态与皮肤颜色有变化，触摸到皮
下的砂粒状、包块状或条索状硬结，按压时就会有疼痛的感觉，表示相应的组织器官处于亚健康状态
，或疾病状态。
在这些部位进行治疗，就会对亚健康或疾病及早预防，这是目前一些现代医学手段所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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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足疗与亚健康》：亚健康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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