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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条、温针、温灸器、灯火、天灸！ 1 艾炷直接灸 将灸炷

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方法，称为直接灸。根据灸后有无烧

伤化脓，又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 化脓灸（瘢痕灸）用黄

豆大或枣核大的艾炷直接放在穴位上施灸，局部组织经烫伤

后，产生无菌性化脓现象，能改善体质，增强机体的抵抗力

，从而起到治疗和保健作用。目前临床上，常用此法对哮喘

、慢性胃肠炎、发育障碍等疾病和体质虚弱者进行施治。操

作方法： ①体位的选择和点穴：因灸治要将艾炷安放在穴位

表面，并且施治时间较长，故要特别注意体位的选取，要求

体位平正、舒适。待体位摆妥后，再在上面正确点穴。 ②艾

炷的安放和点火：首先按要求制作好所需的艾炷，除单纯采

用细艾绒外，也可在艾绒中加入一些芳香性经末，如丁香、

肉桂（丁桂散）等，有利于热力的渗透。然后，在施灸的穴

位处涂以少量的葱、蒜汁或凡士林，以增强粘附和刺激作用

。艾炷放好后，用线香将之点燃。每灸完一壮，以纱布蘸冷

开水抹净所灸穴位，复按前法再灸，一般可灸7～9壮。 ③敷

贴药膏：灸治完毕后，应将局部擦拭干净，然后在施灸穴位

上敷贴玉红膏，可1～2日换贴一次。数天后，灸穴逐渐出现

无菌性化脓反应，如脓液多，膏药亦应勤换，约经30～40天

，灸疮结痂脱落，局部留有疤痕。在灸疮化脓时，局部应注

意清洁，避免污染，以免并发其他炎症。同时，可多食一些

营养较丰富的食物，促使灸疮的正常透发，有利于提高疗效



。如偶尔发现有灸疮久不愈合者，可采用外科方法予以处理

。 非化脓灸（无瘢痕灸）近代对灸法的应用，有以达到温烫

为主，不致透发成灸疮，称为非化脓灸。其方法是，先将施

灸部位涂以少量凡士林，然后将小艾炷放在穴位上，并将之

点燃，不等艾火烧到皮肤，当患者感到灼痛时，即用镊子将

艾炷夹去或压灭，更换艾炷再灸，连续灸3～7壮，以局部皮

肤出现轻度红晕为度。因其不留瘢痕，易为患者接受。本法

适用于虚寒轻证。 2 艾炷间接灸 又称间隔灸或隔物灸，指在

艾炷下垫一衬隔物放在穴位上施灸的方法，称间接灸。因其

衬隔药物的不同，又可分为多种灸法。其火力温和，具有艾

灸和垫隔药物的双重作用，患者易于接受，较直接灸法常用

，适用于慢性疾病和疮疡等。 ① 隔姜灸：将新鲜生姜切成

约0.5cm厚的薄片，中心处用针穿刺数孔，上置艾炷，放在穴

位施灸，当患者感到灼痛时，可将姜片稍许上提，使之离开

皮肤片刻，旋即放下，再行灸治，反复进行。或在姜片下衬

一些纸片，放下再灸，直到局部皮肤潮红为止。本法简便易

行，一般不会引起烫伤，临床应用较广。生姜味辛，性微温

。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的作用。故此法多用于治疗

外感表证和虚寒性疾病，如感冒、咳嗽、风湿痹痛、呕吐、

腹痛、泄泻等。 ② 隔蒜灸：用独头大蒜切成约0.5cm厚的薄

片，中间用针穿刺数孔，放在穴位或肿块上（如未溃破化脓

的脓头处），用艾炷灸之，每灸4～5壮，换去蒜片，每穴一

次可灸5～7壮。因大蒜液对皮肤有刺激性，灸后容易起泡，

故应注意防护。大蒜味辛，性温。有解毒，健胃，杀虫之功

。本法多用于治疗肺痨、腹中积块及未溃疮疖等。 ③ 隔盐灸

：又称神阙灸，本法只适于脐部。其方法是：患者仰卧屈膝



，以纯白干燥的食盐，填平脐孔，再放上姜片和艾炷施灸。

如患者脐部凸出，可用湿面条围脐如井口，再填盐于脐中，

如上法施灸。加施姜片的目的是隔开食盐和艾炷的火源，以

免食盐遇火起爆，导致烫伤。这种方法对急性腹痛、吐泻、

痢疾、四肢厥冷和虚脱等证，具有回阳救逆的作用。凡大汗

亡阳、肢冷脉伏之脱症，可用大艾炷连续施灸，不计壮数，

直至汗止脉起，体温回升，症状改善为度。 ④ 隔附子（饼）

灸：以附子片或附子饼（将附子切细研末，以黄酒调和作饼

，厚约0.5cm，直径约2cm）作间隔，上置艾炷灸之。由于附

子辛温火热，有温肾补阳的作用，故用来治疗各种阳虚证，

如阳萎、早泄以及外科疮疡窦道盲管，久不收口，或既不化

脓又不消散的阴性虚性外证。可根据病情选取适当部位灸治

，饼干更换，直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近人有以附子，或其

他一些温热、芳香药物制成药饼作间隔灸。灸时在药饼下衬

垫纱布，以防烫伤，药饼灸后可重复再用。 3 艾条灸 是将点

燃的艾条悬于施灸部位之上的一种灸法。一般艾火距皮肤有

一定距离，灸10～20min，以灸至皮肤温热红晕，而又不致烧

伤皮肤为度。此为悬起灸。悬起灸的操作方法又分为温和灸

、回旋灸和雀啄灸。 ① 温和灸：将艾卷的一端点燃，对准应

灸的腧穴部位或患处，约距离皮肤2～3cm，进行熏烧，使患

者局部有温热感而无灼痛为宜，一般每穴灸10～15min，至皮

肤红晕为度。如遇到昏厥或局部知觉减退的患者及小儿时，

医者可将食、中两指置于施灸部位两侧，这样可以通过医生

的手指来测知患者局部受热程度，以便随时调节施灸距离，

掌握施灸时间，防止烫伤。 ② 雀啄灸：施灸时，艾卷点燃的

一端与施灸部位的皮肤并不固定在一定的距离，而是像鸟雀



啄食一样，一上一下地移动。 ③ 回旋灸：施灸时，艾卷点燃

的一端与施灸皮肤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位置不固定，而是

均匀地向左右方向移动或反复旋转地进行灸治。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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