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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观察不同灸法足三里穴位局部的温度曲线变化,探讨不同灸法穴位局部的温热效应特征。方法 对31名健

康志愿者序贯施予隔附饼灸、悬灸和隔姜灸3种不同灸法,使用温度记录仪动态监测施灸过程中足三里穴局部皮肤的温度曲

线,并分析其变化特征。结果 3种施灸方法比较,灸前温度,3种灸法无显著差异(P>0.05);最高温度、终末温度显示出差

异:隔姜灸高于悬灸(P<0.05),隔附子饼灸高于悬灸(P<0.05),隔姜灸高于隔附子饼灸(P<0.05);终末温度:悬灸高于隔姜

灸、隔附子饼灸(P<0.05),隔姜灸与隔附子饼灸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不同施灸方法具有各自不同的温度曲线特

点:悬灸呈现出小波平缓的温度曲线特点,隔物灸则呈现出大波浪式递增的温度曲线特点。从皮肤安全性考虑,悬灸大于隔

附子饼灸,隔附子饼灸大于隔姜灸。从温热角度出发,如果医生不以发泡为目的灸法则推荐选用悬灸和隔附子饼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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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revealthecharacteristicsofthermaleffectonZusanlipointthroughtheobservationoftempera-
turecurveofZusanlipointbyapplyingdifferentmoxibustiontherapies METHODS Threemoxibustiontherapies mildmoxi-
bustion moxibustionwithmonkshoodandmoxibustionwithginger wereappliedto31recruitedhealthyvolunteers Thetem-
peraturecurvesweredynamicallymonitoredbytemperaturerecorder RESULTS Thebaselineoftemperaturebeforemoxibus-
tion nosignificantdifference P>0 05  highesttemperature moxibustionwithgingerwashigherthanmildandwithmonks-
hood P<0 05  temperatureofmoxibustionwithmonkshoodwashigherthanmild P<0 05  terminaltemperature mild
moxibustionwashigherthanthatwithmonkshoodandthatwithginger P<0 05 withnosignificantdifferencebetweenmox-
ibustionwithmonkshoodandwithginger P>0 05  CONCLUSION Differentmoxibustiontherapieshavedifferentcharac-
teristicsofthetemperature ThetemperaturecurveofSuspendedmoxibustionissteadywithfewupsanddowns Thetempera-
turecurveofHerbalmoxibustionhasbigwaves Forthesafetyoftheskin suspendedmoxibustionisrecommended Herbal
moxibustionisbetterthanmoxibustionwithginger Ifblisteringeffectisnotthepurpose thensuspendedmoxibustionand
herbalmoxibustionareboth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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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灸作为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

一直作为防病治病的主要手段,施灸方法也从悬灸

发展到隔物灸,如隔姜灸、隔蒜灸、隔附子饼灸等。
现代研究表明无论是施灸的方法、艾柱的多少、质
量、或是距离,最终是温热刺激通过皮肤感受器,以
温热效应为基础,继而引发的机体效应[13]。悬灸和

隔物灸有着不同的热传递形式,前者以热辐射的方

式,后者以直接热传导的方式进行,这两者之间的差

异,可以通过记录施灸过程中穴位温度的动态变化

特征来进行分析研究。这可能是进一步认识灸疗规

律的重要途径,同时也给临床灸法选择提供一定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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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招募20~30岁健康志愿者31名,其中女性15
名,男性16名。受试者自愿参与试验,测试前告知

受试者实验过程。受试者平均年龄为(24.2±1.2)
岁,体质量为(56.9±8.7)kg,身高为(165.7±8.2)

cm。

2 方法

2.1 主要仪器、试剂及耗材

WZ2300R温度记录仪:杭州洪昌科技有限公

司。小黄姜:产自四川成都。艾绒:南阳市卧龙汉医

艾绒厂加工成3∶1比例的1级精制艾绒。清艾条:
苏州市东方艾绒厂生产:规格:直径2cm、长20cm,
重25g。黄酒: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浙江古越龙山绍

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附片:成都吉安康药业有限公

司生产。

2.2 艾灸干预方法

实验室室温通过空调控制在26℃,室内无明显

的空气对流,受试者提前20min进入实验室,以适

应室内环境。
穴位选择:足三里(参照《经络腧穴学》[4]取穴标

准,位于小腿前外侧,当犊鼻穴下3寸,距胫骨前缘

一横指)。
悬灸:受试者取仰卧位,用记号笔标记左侧足三

里穴位,暴露局部皮肤。将清艾条在酒精灯上点燃,
置于距离受试者左侧足三里穴的上方约3cm处,固
定不动,温度以受试者感觉局部温热舒适而不灼烫

为度。施灸过程中每隔3min抖灰1次,每人每次

灸30min。
隔姜灸:受试者取仰卧位,用记号笔标记左侧足

三里穴位,暴露局部皮肤。以精致艾绒做成大小0.8
g,底部直径为1.5cm的圆锥状的艾炷。将新鲜小

黄姜切成厚度为0.5cm、直径3cm的姜片。以5号

注射针头在切好的姜片上按每平方厘米5个打孔。
将姜片置于穴位处,再将艾炷放置姜片上,以线香点

燃艾炷顶部,1壮燃烧殆尽后,去灰换下1壮,每人

每次灸3壮。
隔附子饼灸:受试者取仰卧位,用记号笔标记左

侧足三里穴位,暴露局部皮肤。附子饼制作:将黄酒

和纯附子粉按1∶1的比例做成以厚度为0.5cm、直
径3cm的附子饼。用5号注射针头在做好的附子

饼上按每平方厘米5个打孔。以精致艾绒做成大小

0.8g,底部直径为1.5cm的圆锥状的艾炷。先将附

子饼置于穴位处,再将艾炷放置附子饼上,以线香点

燃艾炷顶部,1壮燃烧殆尽后,去灰换下1壮,每人

每次灸3壮。

2.3 温度曲线的检测方法

悬灸:将实验用清艾条点燃,抖去灰烬,对准足

三里穴位,距离约3cm,同时将体温检测仪的温度

探头置于足三里穴位处,施灸过程中每隔10s记录

1次温度,直至灸毕后15min,结束记录。
隔姜灸:艾炷置于实验用姜片上,置于足三里穴

位处,温度探头放于姜片与皮肤接触面,点燃艾柱,
施灸过程中每10s记录1次温度值,直至灸毕后15
min,结束记录。

隔附子饼灸:将艾炷置于预先做好的附子饼上,
放置于足三里穴位处,将温度探头置于附子饼与皮

肤接触面,点燃艾柱,施灸过程中每10s记录1次

温度值,直至灸毕后15min,结束记录。

2.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应用SPSS16.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

均数±标准差(x±s)表示,同一时间点各组温度数

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比较,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3 结果

3.1 3种不同灸法的温度曲线

结果见图1。

图1 健康人足三里穴位局部温度曲线图

3.2 不同灸法的灸前温度、最高温度、终末温度曲

线比较

结果见表1。表1、图1显示:悬灸在早期快速

升温后,温度呈小幅度的波动,期间递增的幅度较

小。所以悬灸的温度曲线呈小波平缓的特点。隔物

灸随艾灸壮数的增加温度连续不断升高,温度递增

幅度较大,且呈梯度上升,所以隔物灸则呈现出大波

浪式递增的温度曲线特点。
从图1中发现:不同施灸方法所致最高温度也

不相同,穴位局部皮肤反应也不一样。悬灸皮肤温

度在(46.28±2.12)℃,不会出现皮肤起泡反应;隔
附子饼灸局部温度可达(48.96±3.26)℃,部分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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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局部皮肤会起灸泡;隔姜灸:皮肤温度最高可达

(52.62±4.46)℃,施灸后穴位皮肤均不同程度灸泡

产生,对皮肤损伤程度在3种灸法中最大。

表1 3种施灸方法对足三里穴位局部温度的影响(x±s,℃)

组别 例数 灸前温度 最高温度 终末温度

悬灸组 31 31.74±0.16 46.28±2.12 34.42±0.61
隔附子饼灸组 31 31.34±0.22 48.96±3.26* 32.84±1.38*

隔姜灸组 31 31.23±0.20 52.62±4.46*# 32.91±1.11*

注:最高温度,与悬灸相比,*P<0.05;终末温度,与悬灸相比,#P<0.05。

  从表1中可见,不同灸法温度升降速度明显不

同,悬灸为速升缓进型,隔物灸为速升速降型,其中

隔姜灸的升温速度较隔附子饼灸快。这说明悬灸没

有明显潜伏期,隔物灸有一定的潜伏期,隔附子饼灸

的潜伏期约为3.47min,隔姜灸的潜伏期约为3.42
min。另外,艾灸治疗结束后,不同灸法温度下降也

有不同趋势表现。悬灸后,体表温度先快速下降,随
后进入一个缓慢下降的平台期。隔物灸后,穴位温

度也是快速下降,而且下降幅度明显大于悬灸,当下

降到一个特定温度点时[隔附子饼灸在(31.88±
0.23)℃,隔姜灸在(31.06±0.21)℃],温度又再次回

升,之后穴位温度值便进入一稳定期。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3种灸法有着各自不同的温度曲线

特征。实验中灸距设定3cm是以受试者初灸时能

够接受且无灼烫感为标准,施灸中皮肤痛阈可能会

有所改变,但灸距未做调整。悬灸没有明显的潜伏

期,2min之内温度迅速升高,此后温度递增的幅度

比较小,呈小幅度的波动,没有形成连续的波峰波

谷。艾灸治疗后,温度曲线下降,回落进入平台期。
隔附子饼灸、隔姜灸的温度曲线,呈现大波浪式递增

的特点。初始均存在3.4min左右短暂的温度潜伏

期,然后出现明显的上升期、波动期、快速下降期和

回抬期。隔物灸随着壮数的增加温度不断升高,后

1壮较前1壮的温度递增幅度较大,且呈现出梯度

上升的特点。考虑这可能跟隔物灸在施灸过程中随

着壮数的增加,热量的累积效应有关。在最后1壮

燃尽后,撤去所隔介质,继续实时动态监测温度的变

化,发现温度快速下降,且当温度快速下降到一个温

度点后,又回升并维持一定的时间。考虑这跟热传

递的方式有关,悬灸的热传递方式以热辐射的方式

传递热量,隔物灸是以热传导方式进行有关。这些

特点提示:①在临床中,隔姜灸需要注意防止烫伤,
因为其最高温度可达到52℃;悬灸温度波动不大,

容易产生适应;隔附子饼灸最高温度居中,有一定温

度波动,相比较而言,隔附子饼灸既不容易产生不

适,烫伤的几率相对小,临床接受或者疗效可能更为

突出。从安全性和临床疗效考虑,如果医生不以发

泡为目的灸法则推荐选用悬灸和隔附子饼灸。但是

在病理情况下是否如此,需要结合疾病状态下患者

的依从性和疗效进行深入对照研究。②在基础研究

方面,不同的温度的刺激可以启动不同的与温度相

关的 分 子,如 热 休 克 蛋 白(Heatshockprotein,

HSP)家族、瞬时受体通道家族(Transientreceptor
potential,TRP)、温度感受蛋白(STIM1)等,不同

的灸法温度反应不同,无论其临床疗效是否有差异,
背后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是否存在不同灸法,虽然

温度曲线不同,但机制仍然相同的可能,亦即条条大

路通罗马之意;或者还是不同灸法影响了不同温度

反应分子,随之启动不同的分子级联事件等,值得后

续深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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