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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6/2021_2022_2012_E5_B9_

B4_E4_B8_AD_c22_656328.htm 针灸学习最易犯的常识性错误

：关于得气的错误认识、关于留针时间的错误认识、关于针

刺深度的错误认识。 针灸学习最易犯的几个常识性错误现在

很多人学习针灸，可是很难深入，其原因当中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在刚开始接触针灸时，便被课本或者老师灌输了一些常

识性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是构成很多人理论体系的基础，但

是如果基本的概念都是错的，就如同盖楼地基打歪了，那楼

是高不起来。我知道如果对很多人根深蒂固的基础知识进行

改动，必然会感觉不舒服，可是我真的想让针灸兴盛，想让

迷途中的针灸大夫清醒，真心劝告放下所学的知识，好好看

看古人的记载。 一、关于得气的错误认识 现在将酸麻胀视为

得气已经成为很多针灸师挥之不去的基本概念，而实际上将

酸麻胀视为得气最早始于清代的一本不出名的针灸着作，具

体书名记不清了。在宋代与明代的针灸书中一直以针下如鱼

吞勾为得气。在《内经》里将气至定义为患者脉象的改变。

因此我个人观点针灸不必在乎患者的感觉，只要专注于自己

针下的变化和患者脉象的变化便可。我在临床中亦反复验证

，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患者是否出现酸麻胀的感觉，只要医者

手下有如鱼吞勾的得气感便必然有疗效，当然在很多情况下

医者手下有了如鱼吞勾的气感同时患者也有了酸麻胀的感觉

。 二、关于留针时间的错误认识 现在针灸都需要留针半小时

，甚至有留针时间更长的，不防看看古代的针灸着作，《针

灸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留针时间的记载均是留几呼（一般



为1--10个呼吸不等），再看后世的针灸书，对穴位留针均记

载为留几呼，几呼便是几个呼吸，十个呼吸最多也就大半分

钟，因此针灸在古代是不留针。虽然在《灵枢。九针十二原

》补泻手法中对补法虽要求“静以久留”但同时也要求“持

针勿置”（置即放置），即要求医者在针灸过程中要求手不

能放下针，半个小时不放针是做不到的，因此在古代针灸中

久留最多也就一分钟。 三、关于针刺深度的错误认识 现在针

灸穴位普遍偏深，一般穴位针灸大夫都针一寸深以上，放下

成见看古代针灸着作，《针灸甲乙经》对穴位深度要求都是

针几分，没有针很深的，再看后世的针灸书，对穴位的要求

也是针几分，很少有用寸来记载的。而且在《内经》中反复

强调针太深则邪气反入，如果仔细注意医者在施术过程中针

下的的感觉，很容易在针入几分深的地方感觉到如鱼吞勾的

得气感觉，这个得气的感觉便是“机”之所在，在《灵枢。

九针十二原》里要求“知机之道，不可挂以发”（最后一字

“发”在古字中为“头发”的“发”,不是“发财”的“发”,

两字在古字中写法不同，简化字则相同），如果找的了这个

“机”绝对不能再往里深，到了这个机之后连挂一根头发的

力都不可再加。我曾试过在得到机的时候继续往下一用力，

病人病情马上由好转改为加重，而且此机不可失，失则难再

来。“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当然大部分针灸师找不到

这个机，也就很难有较高的疗效，同时也不会有太大的过失

。 以上为我临时想到的几个现在针灸师与古代针灸的几个大

的不同，当然还有很多细节、小的问题无暇细写。如关于躯

干穴位的归经问题，在《内经》中躯干的穴位并未归入经穴

之中，为后世方便记忆或出于其他目的将经络所行的穴位归



为该经中。在《内经》里只有肘膝关节以下的五输穴及络穴

等特定穴归入经络之中，也就是只有这些穴位有调整该所过

经络脏腑的作用。本人所写文章均为即兴所写，未做详细的

文献举证，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阅文献。 小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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