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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氏挑针疗法临床应用心得

基金项目：山东省齐鲁医派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基层中医特色技术挖掘提升项目（S90009280000）

辛  凤 1 邹  路 2

1．菏泽市中医医院针推科，山东 菏泽 274000；
2 菏泽市中医医院分院邹氏挑针门诊，山东 菏泽 274000

【摘要】 邹氏挑针疗法是源于山东菏泽民间的一种治疗方法，它通过对反应点进行挑治达到治

疗疾病的目的。本文从操作方法、临床验案、临床应用心得、机理分析四方面对该疗法进行了阐释。

并归纳了挑点的选取原则、根据反应点的多寡及挑出纤维的质地判断疾病的新久及疗程的长短，并

论述了通过反应点治疗的重要性。

【关键词】邹氏挑针疗法；反应点；经络不通；浅刺

邹氏挑针疗法是源于山东菏泽民间的一种治

疗方法，是中国传统针灸的一部分。它是利用挑

刺针在相关部位的反应点进行挑治，从而达到疏

通经络、调整阴阳、治疗疾病的目的。邹氏挑针疗

法 2018 年被评为菏泽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0 年被山东省卫健委评为齐鲁医派中医学术流

派传承、基层中医特色技术挖掘提升项目。笔者

作为传承人，在近几年的临床应用中，有一些心得

体会，现总结如下：

1  治疗方法

挑针疗法是毛刺的一种，它是运用针具挑破

皮肤的反应点或筋结点（也称为挑点），以起到

治疗作用的一种治法。邹氏挑针疗法的操作规范

是：局部碘伏消毒后，用利多卡因在相应挑点做

局部皮内浸润麻醉，注射直径以 0．6cm皮丘为度。

用三棱针挑破表皮，挑针以大约 5°探入皮下，

挑出纤维样组织，并进行旋运牵拉，挑断并用镊子

夹住减掉。然后从不同的方向挑出皮下纤维，直

至挑干净。挑干净后根据疾病及穴位的不同，正

气不衰者可拔火罐，持续约 3min，以疏通局部淤

阻，身体偏虚者可挑完后加用悬灸，以起到补虚的

作用。正气衰或者肾俞附近不宜拔罐。治疗后用

碘伏再次消毒，贴上创可贴，操作完毕。

注意事项：1．治疗期间不宜饮酒，不宜食用

辛腥油腻之物。2．保护创面，隔日方可洗澡。

治疗禁忌：疤痕体质者，有严重出血倾向或严

重贫血者，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者不宜使用本法。

2  临床验案

2．1   冠心病 患者王某，老年女性，80 岁，

主诉：胸痛 2 年余，诊见：心前区疼痛，痛时胸痛

彻背，坐卧不宁，持续 3 ～ 5min，频繁发作。既

往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口

服速效救心丸无效，含服硝酸甘油略有效果，经

人介绍来我处就诊。经查体：舌暗红，苔白腻，舌

下静脉迂曲明显，脉弦滑。后背心肺区（T3 ～ 5

椎旁附近）有明显的反应点，心电图显示：T 波

倒置。予邹氏挑针疗法治疗，一次挑针后胸痛明

显缓解。共挑针 5 次，疼痛基本消失，偶尔疼痛

含服一粒速效救心丸即可缓解。4 年来随访感觉

良好。

2．2   胃痛 患者李某，女，43 岁，主诉：胃痛

伴反酸反复发作 10 年余，加重 1 周。胃镜显示：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糜烂，患者曾服用中药、针

灸等治疗，治疗后症状好转，但仍反复发作。听

人介绍来我处就诊。诊见：胃痛、胃胀、反酸，

口苦，胃中嘈杂，舌红苔花剥，脉细，查体：胃

脘部压痛，背部脾胃部反射区（T10 ～ 12）有反

应点。予邹氏挑针疗法治疗，挑治 6 次后症状消

失。随访未再发作。

2．3   更年期综合征 患者刘某，女，53 岁，

因“潮热盗汗，心烦易怒 3 年余”来我处就诊。

患者 3 年前月经紊乱后出现潮热、盗汗，心烦易

怒，情绪不受控制等，曾服中药等治疗，症状有

所好转，听人介绍来我处治疗。现症见：潮热，盗

汗明显，心烦，极易发怒，自感情绪难以控制，

时有头晕，舌红，苔白，脉弦。查体：背部肝胆区

（T9 ～ 10）有明显色素沉着点，心肺区及肾区也

有暗色反应点，治疗方案以肝区为主，上中下三

焦通调，治疗后配合心肺区、肝胆区挑点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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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6 次治疗，患者自感症状基本消失，偶见潮热

盗汗。

2．4   混合型颈椎病 患者郑某，男，34 岁，

因主诉“颈肩部僵硬疼痛伴头昏沉 3 个月”就

诊，现症见：颈肩部僵硬疼痛，伴头昏沉，偶有恶

心，低头时疼痛明显，仰头后减轻，查体：C2 椎

旁双侧压痛明显，左侧较重，C4、5 椎旁左侧压

痛，双肩胛冈内上角附近有筋结点。臂丛神经牵

拉试验（-），叩顶试验（-），椎动脉挤压试验左

（+），右（+）。在压痛点及筋结点予邹氏挑针治

疗，治疗 3 次后症状消失。随访无异常。

2．5   脚面疼痛 患者朱某，女，64 岁，因“右

脚脚面疼痛 2 年余”就诊。患者 2 年前无明显诱

因出现脚面疼痛，疼痛与运动无关，经西医检查

未发现任何问题。经检查：患者右脚第 2、3 趾间

有明显瘀络及压痛点。在瘀络及压痛点予邹氏挑

针治疗，治疗 2 次后疼痛消失。

3  心得体会

在邹氏挑针疗法的临床应用中，发现该疗法

对于一些脏腑病、关节疾病、痛症有明显优势，比

如冠心病、胃脘痛、颈肩腰腿痛疾患、不明原因的

疼痛等等。并总结出以下几点：

3．1   挑点选择很重要 挑点，也就是上面我们

提到的反应点、筋结点、压痛点、瘀络等等，就

是实行挑治的点，也是挑治的最佳点［1］。在临床

中发现，①脏腑病的反应点多在相关的背俞穴附

近，即足太阳膀胱经的背部一二侧线范围内，反

应点多以白色斑点、色素沉着为主，也有皮下硬

结、鸡皮样点、羊毛疔点［2］等，其中虚证多白色

斑点，实证多色素沉着点。如临床案例 1 中的冠

心病多在心肺区（T3 ～ 5）有明显反应点，这与

姜丽华，姜劲峰等人报道的冠心病反应点分布于

T3～ T7节段不等，以 T5节段出现的频次最多，

其次为 T4 和 T6［3］一致。临床验案 2 的胃痛反应

点多在脾胃部区域（T10 ～ 12），案例 3 中的更

年期综合征，主要脏腑在肝胆，但涉及三焦，所

以治疗时以肝胆区（T9 ～ 10）为主、上中下三焦

区域配合寻找反应点。②关节疾病的反应点多在

关节周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皮下硬结、条索、

压痛点等，在针灸临床中也常用这些反应点来针

灸治疗，如黄外军，姜爱平［4］用合谷刺配合输刺

阳性反应点治疗颈型颈椎病，李玉洁、杜旭［5］等

针刺陷谷及循经反应点治疗肩周炎，王博毅，贺

阿利［6］等用手法弹拨腹部阳性反应点（物）治

疗肾虚型非特异性慢性腰痛等等，也取得了不错

的效果。在临床中发现，邹氏挑针疗法对于这类

关节疼痛效果也很不错，如案例 4 的混合型颈椎

病，取其压痛点及筋结点挑治，取得了不错的疗

效。③其他的一些痛症，可以在局部寻找压痛点

或者瘀络（刘东升称为“络脉瘀”［7］），也可以

循经在远端找到痛点作为挑点，如朱新枝针刺

下肢阳性反应点治疗原发性痛经［8］，马东云针

刺“痔点”、头顶部反应点治疗痔疮［9］等等。本

文中案例 5 的不明原因脚面疼痛，就是通过挑治

压痛点及瘀络治愈的。

我们上面提到的反应点是临床应用较为广泛

的挑点选择形式，除此之外，还有皮肤凸起、凹陷

等皮部和皮下异常反应点［9］、皮温改变点、热敏

点、电敏点［2］等多种表现形式，需要我们不断去

探寻和完善。

3．2   根据挑治时的手感、反应点的多少可判断

疾病的新久、预后及大概疗程长短。

《黄帝内经· 皮部论》有云：“百病之始生也，

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

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腑，

禀于肠胃。”说明疾病的传变是由皮毛开始，由

浅入深，逐步传入于腑。所以皮部与脏腑是统一

的整体，脏腑的问题可以反映在皮肤上。因此，

通过皮肤上反应点的多寡，可以判断疾病的新久

以及所需疗程的长短。临床中，经常见到有的患

者后背满布反应点，这种患者一般会有多个脏腑

的问题。相反，反应点少的，患者的脏腑问题就少

一点。挑治时的手感也不一样，患者病程短的，纤

维很细，也容易挑断，治疗起来也相对容易，治疗

一两次痊愈的概率大；病程长的，纤维多较粗，有

的甚至似牛筋，非常有韧性，很难挑断。常见于一

些难治性疾病或者病程缠绵的疾病，如哮喘、癌

症等等。

3．3   挑针治疗后的补泻也很重要 挑针治疗

后，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选用合适的补泻。一

般来说，我们把挑针后加灸法视为补法，可用于

虚实夹杂的患者。多在挑点局部施用隔姜灸，

即切一片厚约 1cm 的生姜用三棱针均匀地扎上

小孔，把它放在挑点上，其上放置艾柱，壮数以

3 ～ 5壮为宜。而对于实证患者，可配合挑点拔罐

治疗，以拔出 3 ～ 5mL 血液为宜。挑针治疗后，

通过合适的补泻手法，可以使治疗效果更明显。

4  机理分析

邹氏挑针疗法可以归类到中医学中毛刺、半

刺、粗刺等治疗方法中，是“浅内而疾发针，无伤

肌肉，如拔毛状”的一种治疗方式，它是通过“治

皮毛”而调动经络气血，从而起到沟通内外、祛邪

外出的作用，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邹氏挑针疗法的作用机理，笔者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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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是作用于皮肤，激发卫气“温分肉、肥腠

理、司开阖”的作用，从而使人体免受于邪气的侵

袭，或尽快祛邪外出。二是挑针疗法所挑刺的瘀

络，属于经络中的络脉，《素问· 皮部论》云：“邪

之始入于皮毛也，晰然起毫毛，开腠理，其入于络

也，则络脉盛色变”，也就是说络脉的颜色变化可

以反映出机体的受邪情况，所以从络脉也可以对

应地治疗出现的问题。三是通过对经穴的刺激，

利用经络“内联脏腑，外络肢节”的功能而起到

调整脏腑阴阳的作用。

从治疗部位而言，邹氏挑针疗法属于浅刺法，

与现在的浮针、微针刀的治疗部位一致，都是在浅

筋膜层。白宇、原林推论筋膜结缔组织是针灸、

按摩、刮痧、拔罐和运动疗法的作用部位［10］。笔

者认为，挑针疗法也是通过刺激浅筋膜，从而起到

治疗作用的。与其他治疗方式不同的是，挑针疗法

需要先找到筋膜“生病”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

说的反应点，然后从反应点去实施治疗。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邪气的侵袭首先经过

皮肤、卫气这道关卡，如果“正气存内”，则“邪不

可干”，但是如果身体正气存在某些薄弱的地方，

这些地方就容易成为邪气攻击的对象。笔者认

为，反应点就是这些薄弱的地方，因为这些地点的

薄弱，所以在邪气侵袭后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如

皮肤色泽变化、毛孔紧缩、温度变化、皮下结节、

条索、压痛等等，也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讲的“经络

不通”。所以，反应点是我们治疗中尤其要重视

的一个问题，通过调整这些身体的薄弱点，从而起

到疏通经络、解除瘀滞、调气行血等作用，治疗多

种“经络不通”导致的疾病。

5  “据点”理论

笔者从正邪关系的角度去考虑反应点出现的

原理，联想到敌我矛盾，提出“据点”理论。也

就是说，这些卫气薄弱的地方、这些反应点就相

当于邪气安营扎寨的“据点”，是邪气在体内的

根据地。邪气侵犯人体时，如果没有完全治愈，

邪气留存，就会在皮肤留下一两个反应点，相当于

邪气盘踞的地方。如果此后人体的正气盛，则邪

气潜伏，疾病没有发展；如果此后正气虚损，或内

邪（内生风、寒、湿、燥、火）盛，邪气则趁机入

里，像敌人的入侵一样，逐步地扩大阵营。此时，

如果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则会形成更多的

据点，而这些据点逐步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更加错

综复杂的关系网，直至疾病深入，久病入脏。所以

说，反应点是邪气盘踞的“据点”，而我们从反应

点治疗也正是相当于拔除敌人的堡垒，所以反应

点在临床的诊疗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及

时有效地识别反应点，可以在早期就将疾病扼杀

在摇篮里。在治疗中，反应点也能为我们判断疾

病的新久、预后及疗程提供依据。初病时反应点

少，从反应点挑出的纤维也很细，说明此时邪气还

不成气候，只有少量盘踞的地方，若于此时治疗，

则疾病易于治愈，患者易于康复。而久病或重病

的患者，反应点满布，挑出的纤维也如牛筋一般

坚韧，可见邪气久居体内，且根基深厚，治疗需要

较长时间，患者的康复也较慢，有的甚至预后也很

差。而我们的治疗就是从反应点入手，逐步地拔除

这些据点，从而达到祛邪外出的目的。在治疗时

再根据患者的体质搭配合适的补泻手法，从而起

到扶正祛邪的作用，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在临床中，邹氏挑针疗法的应用愈加广泛，

也让笔者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挑针治疗疾病的机

理及疗效问题。以上浅见，如有不当之处，还望各

位同仁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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