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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么 是 艾 灸

-点燃用艾叶制成的艾炷、艾条为主，熏烤人体穴位

 以达到保健治病的一种自然疗法。

针即针刺；灸即艾灸。

唯有“艾灸”才能称作是灸。

二者古代往往同时使用，故称针灸。

 这 种 以 艾 草 为 原 料 的 灸 法 叫 艾 灸 。

艾 灸

针 灸



什 么 是 艾 灸

灸，久也。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医学入门》

阴阳皆虚，火自当之。-《灵枢·官能》

人于无病时常灸，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 -《扁鹊心书》

针之不为，灸之所宜 -《黄帝内经》

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 -《孟子》

家有三年艾，医生不用来 - 孙思邈



艾 灸 疗 法

艾叶：传统药性理论认为艾叶有理气血，逐寒湿、温经、止血、

安胎等作用。现代实验研究证明，艾叶有抗菌和抗病毒的作用；平喘、

镇咳及祛痰作用；止血与抗凝血作用；镇静及抗过敏作用；护肝利胆

等作用。

艾绒：由艾叶经过反复晒杵、捶打、粉碎，筛除杂质、粉尘，而

得到的软细如棉的物品。制作艾条的主要原材料。功效：通经活络、

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生肌安胎、回阳救逆、养生保健的作用。外用

灸法则能灸治百病。



       艾灸，简称灸疗或灸法，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艾柱，产

生的艾热刺激人体穴位或特定部位，通过激发经气的活动来调

整人体紊乱的生理生化功能，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种治

疗方法。艾灸作用机制与针灸有相近之处，并与针灸有相辅相

成的治疗作用。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廉，效果显著等诸多优

点。

艾 灸 疗 法

艾灸疗法，简称“灸法”或称灸疗：



    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说明在不同穴位上施灸，不但能治疗疾病，还

有预防疾病和保健强身的作用，还可弥补中药和针疗的不足。灸法是利用艾叶燃烧的

温和热力刺激体表腧穴，通过经络传导，籍以激发人体脏腑经络的功能，调整机体阴

阳气血运行（调气）的作用。

作 用 原 理

医 学 入 门



    由于艾灸能激发和调整人体神经系统功能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于依靠集中在一

定穴位上的温热刺激，通过神经传导的反射作用而达到的。现代医学实验和临床实践

证明，这种作用的机制是艾灸具有调整脏腑组织功能，促进体内新陈代谢，增加红，

白细胞的数量和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调整和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加机体的抗病

能力。这与传统的认识是一致的。

作 用 原 理

新 针 灸 学



艾 灸 益 处

调和
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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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灸 益 处

1-调和阴阳

    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而运用灸法的补泻作用，

泻其有余，补其不足，以达调和阴阳之效。



艾 灸 益 处

2-温通经脉，驱散寒邪

（素问 调经论） 说，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艾叶性

温，加之点燃熏灸，可使热力深达肌层，温气行血。因此，灸法具有良好温通经络，

散寒除湿，调理气血，宣痹止痛之功。



艾 灸 益 处

3-行气活血

    消淤散结，气见热则行，见寒则凝，气温则血滑。灸法为温热刺激，可使

气血协调，营卫和畅，血脉和利而收行气活血，消瘀散结之功。



艾 灸 益 处

4-温阳补虚，补中益气

     （灵枢 官能篇）说，上气不足，推而杨之。灸法对气血运行能起”推而上

之“的引导作用。如灸百会穴既有补中益气，又有升阳举陷之功。



艾 灸 益 处

5-回阳救逆

（本草从新）说，艾叶苦辛，纯阳之物，能回垂绝之阳。（伤寒论）有，下肢手足发

凉，无脉者，灸之；少阴病吐利，手足发凉，脉不至者，灸少阴7壮等条文均为热性

病过程中阳气虚脱的危重证候用灸法治疗的论述，可见灸法治疗疾病有回阳复脉之功。

临床上对阴寒内盛，阳气衰微的证候，用艾灸调理，能达到回阳救逆之功。



艾 灸 益 处

6-防病保健，强身益寿

    人以阳气为本，阳气足则身体健康，阳气虚则易患疾病，灸能温阳，无病

自灸，如常灸足三里，关元，大椎等穴，能激发人体正气，提高抗病能力，起

到治病保健，延缓衰老，延年益寿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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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灸 注 意 事 项

Ø 1.面部穴位、乳头、大血管等处不宜施灸

Ø 2.关节活动部位亦不适宜化脓灸，以免化脓溃破，不易

愈合，甚至影响功能活动。

Ø 3.皮肤较薄的部位和关节部位不宜施灸;

Ø 4.醉酒和情绪不稳时禁止施灸;

Ø 5.患者在高热、昏迷期间禁止施灸;

Ø 6.女性经期若非为了调经禁止施灸;



Ø 7.精神病患者等没有行为能力的人禁止施灸;

Ø 8.有大动脉、静脉血管处、心脏部位疾病者禁止施灸;

Ø 9.孕妇和男女下体也禁止施灸。

Ø 10.一般空腹、过饱、极度疲劳和对灸法恐惧者，应慎施灸。对于体弱患者，

灸治时艾炷不宜过大，刺激量不可过强，以防“晕灸”。

Ø 11.艾灸者要注意循序渐进，初次使用可先少量、短间， 然后逐渐加剂量。

Ø 12.防火:现代人的衣着不少是化纤、羽绒等质地的，很 容易燃着，因此灸时

一定要注意防止落火，尤其是用艾炷灸更要小心，以防艾炷翻滚脱落。用艾

条灸后，可将艾条点燃的一头塞人直径比艾条略大的瓶内，以利于熄灭。



Ø 13.要注意保暖和防暑:因施灸时要暴露部分体表部位，在冬季要保暖，在夏天高

温时要防中暑，同时还要注意室内温度的调节和开换气扇，及时换取新鲜空气。

Ø 14.要防止感染:化脓灸或因施灸不当，局部烫伤可能起疮，产生灸疮一定不要把

疮搞破，如果已经破溃感染，要及时使用消炎药。

Ø 15.要掌握施灸的程序:如果灸的穴位多且分散，应按先背部后胸腹，先头身后四

肢的顺序进行。

Ø 16.一般在艾灸之前后，都要喝一杯温白开水，有利于艾灸后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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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灸花是什么？就是做艾灸是有时会出现的气泡甚至化脓现象，是邪气外排的表现。

u一种正常的排毒反映。通常表现为局部起小水泡，或水泡里有少量脓液。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要

太惊慌，灸花和烫伤是不同的。

u灸花是由于湿气、寒气重，经络不通而造成的大的或小的水泡，是身体里病邪往外发的表现。湿

寒之气属于邪，阳气属于正，正要把邪逼出来，就会出现灸花。邪气排除体外需要一个通道，灸

花就是这个通道。当然，我们在做灸的时候也会尽量避免灸花的出现，毕竟在现代来说，忙碌的

生活中出现灸花会带来一些不便。

u出现灸花后可以按照以下方法来处理：如果是很小的泡可以自行吸收，大的水泡用无菌注射器抽

干，再涂抹烫伤膏即可。

艾灸时出现“灸花”



u晕灸者虽不多见，但发生晕灸时也和晕针一样，会出现突

然头昏、眼花、恶心、颜面苍白、脉细手冷、血压降低、

心慌汗出，甚至晕倒等症状。多因初次施灸或空腹、疲劳，

恐惧、体弱、姿势不当、灸炷过大、刺激过重等引起。一

经发现，要立即停灸，让病人平卧，一般无什么危险。但

应注意施灸的禁忌，做好预防工作，在施灸中要不断留心

观察，争取早发现，早处理，防止晕灸为好。经灸一二次

后，情况就会好转。

出现晕灸了怎么办？



u中医认为，人体患有疾病的一些症状都是邪气入侵或正邪相搏的

表现，这里我们就从感冒说说正邪消长的过程。

u  一般来说，感冒患者先是感觉疲倦、发冷、鼻塞、颤抖，这叫

“邪进正退”。接着，患者的痛苦体验加剧，会出现发热、出汗、

面赤等症状，这叫“正邪相搏”。最后，汗出完了，感冒也好了，

但会感觉身体非常虚弱。这是因为在“正邪相搏”的过程中，人

体消耗很大。

u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生病的原因是“正不胜邪”。而疾病

有一个自然的生长化灭过程，因此治疗时要顺应这个自然的节奏。

灸后病情加重是怎么回事



u如果出现失眠也不要紧张，这也是正常反应，伴有  

疲乏无力，或嗜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艾灸后，这

时如果睡眠很少，但不会出现疲乏无力的现象，反

而因为艾灸，而显得精力充沛。此时，不要因为睡

眠时间的不足而烦恼，也不要刻意用安眠药来凑够

睡眠的时间，主要看你自己的精力是否充足，如果

长时间出现失眠还可以加一些穴位，如：神门、心

俞、足三里、太溪、百会、肾俞为主穴。

灸后出现失眠这正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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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灸法

艾灸

其他灸法

艾炷灸

艾条灸

直接灸
瘢痕灸

无瘢痕灸

间接灸

隔姜灸

隔蒜灸

隔盐灸

隔附子饼灸

……

悬起灸

悬起灸

温和灸

雀啄灸

回旋灸

太乙针灸

雷火针灸温针灸

温灸器灸

灯火灸

天灸

白芥子灸

蒜泥灸

斑蝥灸

……

艾
灸



艾柱灸--瘢痕灸

    施灸时先将所灸腧穴部位涂以少量的凡士林或大蒜汁，以增强粘附和刺激作用，然后将

大小适宜的艾炷置于腧穴上，用火点燃艾炷施灸。每壮艾炷必须燃尽，除去灰烬后，方可继

续易炷再灸，待规定壮数灸完为止。

    施灸时由于艾火烧灼皮肤，因此可产生剧痛，此时可用手在施灸腧穴周围轻轻拍打，借

以缓解疼痛。

    在正常情况下，灸后1周左右，施灸部位化脓形成灸疮，

5~6周左右，灸疮自行痊愈，结痂脱落后而留下瘢痕。

   

    临床上常用于治疗哮喘、肺痨、瘰疬等慢性顽疾。



艾柱灸--无瘢痕灸

施灸时先在所灸腧穴部位涂以少量的凡土林，以使艾炷便于粘附，然后将大小适宜

的艾炷，置于腧穴上点燃施灸，当艾炷燃剩2／5或1／4而患者感到微有灼痛时，即

可易炷再灸，待将规定壮数灸完为止。一般应灸至局部皮肤出现红晕而不起泡为度。

因其皮肤无灼伤，故灸后不化脓，不留瘢痕。一般虚寒性疾患均可采用此法。



艾柱灸--隔姜灸

将鲜姜切成直径大约2-3厘米，厚约0.2~0.3厘米的薄片，中间以针刺数孔，然后将姜

片置于应灸的腧穴部位或患处，再将艾炷放在姜片上点燃施灸。当艾炷燃尽，再易炷

施灸。灸完所规定的壮数，以使皮肤红润而不起泡为度。

常用于因寒而致的呕吐、腹痛以及风寒痹痛等，有温胃止呕、散寒止痛的作用。



艾柱灸--隔蒜灸

用鲜大蒜头，切成厚约0．2~0．3厘米的薄片，中间以针刺数孔（捣蒜如泥亦可），

置于应灸腧穴或患处，然后将艾炷放在蒜片上，点燃施灸。待艾炷燃尽，易炷再

灸，直至灸完规定的壮数。

多用于治疗瘰疬、肺痨及初起的肿疡等病证，有清热解毒、杀虫等作用。

隔
蒜
片
灸

隔
蒜
泥
灸



艾柱灸--隔盐灸

用干燥的食盐（以青盐为佳）填敷于脐部，或于盐上再置一薄姜片，上置大艾炷施灸。

多用于治疗伤寒阴证或吐泻并作、中风脱证等，有回阳、救逆、固脱之力



艾柱灸--隔附子饼灸

将附子研成粉末，用酒调和做成直径约3厘米，厚约0．8厘米的附子饼，中间以针

刺数孔，放在应灸腧穴或患处，上面再放艾炷施灸，直至灸完所规定壮数为止。

多用于治疗命门火衰而致的阳痿、早泄或疮疡久溃不敛等，有温补肾阳等作用。



温灸器灸



温针灸



一般分为，温和灸，雀啄灸，回旋灸三种。

新病艾灸时间易短，旧病艾灸时间易长，

小孩艾灸时间易短，大人艾灸时间易长，

体质虚弱者艾灸时间易短，体质强壮者艾灸时间易长，

寒症轻者艾灸时间易短，寒症重者艾灸时间易长，

老年人艾灸时间易短，年轻人艾灸时间易长。

一般初次施灸者，时间以10—20分钟为宜，

长期施灸者，时间以20—40分钟为宜。

注：爱上火者以及阴虚火旺者不可施灸。

艾条灸



施灸时将艾条悬放在距离穴位一定高度上进行熏烤，不使艾条点燃端直接接

触皮肤，称为悬起灸。

悬起灸根据实际操作方法不同，分为温和灸、雀啄灸和回旋灸。

艾条灸--悬起灸



悬起灸 – 温和灸

点燃的艾条，对准约距施灸皮肤2~3厘米左右，使患者局部有温热

感而无灼痛为宜，一般每处灸10~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

也可将中、食二指分张，置于施灸部位的两侧，通过手指来感知

患者局部的受热程度，以便随时调节施灸的距离和防止烫伤。 



悬起灸 – 雀啄灸

将艾条点燃的一端与施灸部位的皮肤并不固定在一定距离，而是像鸟雀啄

食一样，一上一下活动地施灸，一般施灸10～15分钟。



悬起灸 – 回旋灸

艾条点燃的一端与施灸部位的皮肤虽然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不固定，而是

均匀地左右移动或往复回旋熏烤施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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