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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Both Qian Jin Fang (Important Formulas Worth a Thousand Gold Pieces) [including Bei Ji Qian Jin Yao Fang
(Important Formulas Worth a Thousand Gold Pieces for Emergency) and Qian Jin Yi Fang (Supplement to "Important Formulas
Worth a Thousand Gold Pieces") ]and Bei Ji Jiu Fa (Moxibustion Techniques for Emergency) are essential books on moxibustion for
emergency treatment. SUN Simiao's Qian Jin Fang (Important Formulas Worth a Thousand Gold Pieces) in the Tang Dynast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mbination of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and decoction, and SUN believed that moxibustion was
superior to acupuncture, decoction, and powder in emergency treatment. Based on a wide collection of experiences of moxibustion
for emergency treatment from famous physicians, Bei Ji Jiu Fa (Moxibustion Techniques for Emergency) was written by WENREN
Qi'nia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upplemented by practices. Both SUN Simiao and WENREN Qi'nian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GE Hong's academic thoughts on moxibustion. Therefore, the perspectives of moxibustion for emergency treatment of the two
books share similarities in four aspects, namely, moxibustion advocation for emergency treatment, number of moxa sticks used in
moxibustion altered according to changing symptoms, simpl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combining moxibustion with medic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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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备急千金要方曳为孙思邈所著袁本书集唐朝以

前医学之大成袁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袁孙
思邈因感其内容不足袁后又续编叶千金翼方曳袁两书简

称叶千金方曳[1]遥 叶千金方曳中灸法运用于内尧外尧妇尧儿
各科袁包括急症治疗袁共 109 种适应证袁体现了孙思

邈对灸法的重视[2]遥 孙思邈于叶备急千金要方曳中专

设备急一卷袁其中关于灸法的救急条文 14 条袁其方

多来自葛洪的叶肘后备急方曳遥 叶备急灸法曳由闻人耆

年著成袁为我国第一部灸法急症专书[3]遥 闻人耆年在

保存前人灸法经验上功不可没袁书中载有 22 种艾灸

急救的危急重症方法袁均是作者野已试之方冶袁其中取

自葛洪灸方 7 首尧孙思邈灸方 9 首[4]41遥 葛洪的叶肘后

备急方曳收录灸法 105 条袁以实用尧易普及为要袁书中

灸法多应用于急症救治[5]遥 因此袁两书在灸法救急的

运用上深受葛洪灸法学术思想的影响袁但两书在灸

法宜忌尧选穴定位尧施灸材料及灸法操作方面具有差

异遥 现将两书认识的异同分述如下遥
1 两书灸法运用的相同点

1.1 急症救治袁推崇灸法

灸法借助温热刺激和药性进行治疗袁主要以艾

叶为灸材[6]遥 孙思邈认为袁急症病机有善变和气血逆

乱两个方面的特点袁而灸法有野针汤散皆所不及冶的优

势[7]遥 他在叶千金翼方窑中风曳言院野至于火艾袁特有奇

能袁虽曰针汤散皆所不及袁灸为其最要遥 冶 [8]205 另在

叶备急千金要方窑备急曳中记载袁灸法可治野卒死冶野自
缢冶野溺水冶野虫毒冶野灸疮冶 等危急重症遥 叶备急千金

要方窑灸例曳云院野大凡人有卒暴得风袁或中时气袁凡
百所苦袁皆须急灸疗袁慎勿忍之袁停滞也遥 冶[9]510 根据

叶备急千金要方曳中记载的灸方数量袁可见孙思邈对

艾灸急救的推崇遥 如野诸风第二篇冶袁其病情属急者袁
记载汤剂 29 首尧灸方 40 首曰如野心腹痛第六篇冶袁病
情亦急袁记载汤剂 29 首尧灸法 25 首遥 同时袁灸法运

用寓有三因制宜尧未病先防的传染病防治思想袁野凡
入吴蜀地游官袁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袁勿令疮暂瘥袁

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着人也袁故吴蜀多行灸法冶[9]510遥
灸疮未愈能抵野瘴疠温疟毒气冶袁使之不能入侵体内遥

叶备急灸法曳认为灸法简便易操作袁可作推广袁强
调艾灸急救第一袁其书名可见灸法急救在著书者心

中地位遥书中序言指出野凡仓卒救人者袁惟灼艾为第

一冶袁且认为野施之无疑袁用之有效冶遥书中将灸法以图

册形式推广袁如叶备急灸法窑卒暴心痛六曳载院野甄权治

卒暴心痛袁厥逆欲死者袁灸掌后三寸两筋间袁左右各

十四壮遥 依图取穴遥 冶[4]5 突然发作之心痛袁可灸两侧

间使穴治之袁依图取穴令后学用之有法可循袁该书价

值跃然纸上遥更难能可贵的是袁该书所选均为著书者

亲试有效之方袁而非道听途说之法袁足见著书者研

学之严谨遥 由上可见袁两位医家在急症救治方面袁均
十分推崇灸法遥
1.2 壮数多寡袁知常达变

灸法运用急症之艾炷壮数多寡袁随病证而变方

面袁两书所载灸量一般为常规用量袁但具体用量须结

合患者的实际情况拟定袁知常以达变遥叶千金方曳灸法

施灸的壮数由病情轻重决定遥叶备急千金要方窑灸例曳
载院野凡言壮数者袁若丁壮遇病袁病根深笃者袁可倍多

于方数遥其人老小羸弱者袁可复减半遥 冶[9]509 又载院野仍
须准病轻重以行之袁不可胶柱守株遥 冶[9]509 年壮尧病情

重者灸量多于野老小羸弱冶病情较轻者曰又有躯干肌

肉丰厚之处灸量多于四肢尧头面曰还有野头面目咽袁灸
之最欲生少曰手臂四肢袁灸之欲须小熟袁亦不宜多曰胸
背腹袁灸之尤宜大熟袁其腰脊袁欲须少生冶[9]510遥 书中寒

热虚实所灸均随证而变袁例如心俞施灸袁寒热用量

有异院治心风寒袁野灸心俞各五十壮冶曰而治心小肠俱

实袁野灸心俞二七壮冶遥 虚证灸量多于实证袁如肝俞施

灸袁虚实亦有不同遥如治肝虚寒之目不明袁野灸肝俞二

百壮冶曰治久风卒风袁缓急诸风袁卒发动不自觉知者袁
野次灸肝俞二处各七壮冶遥另叶千金方曳中袁常对同一疾

病列举多个艾灸处方袁其选穴不一袁壮数亦不相同袁
如治卒忤死袁灸野手十指爪下各三壮冶袁或野间使七

壮冶袁或野肩井百壮冶遥

precise and appropriate acupoints selection with standard manipulations, while their differences lie in indication and contr鄄
aindication of moxibustion, acupoints selection and positioning, moxibustion materials, and moxibustion operations. The paper
summarizes and explains the abo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guidance for moxibustion of
emergency treatment in clinical practice.

也运藻赠憎燥则凿泽页 Qian Jin Fang (Important Formulas Worth a Thousand Gold Pieces); Bei Ji Qian Jin Yao Fang (Important
Formulas Worth a Thousand Gold Pieces for Emergency); Qian Jin Yi Fang (Supplement to "Important Formulas Worth a
Thousand Gold Pieces"); Bei Ji Jiu Fa (Moxibustion Techniques for Emergency); moxibustion; emergency; litera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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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备急灸法曳设定常规灸量袁意在便于普通民众

理解运用遥 但灸有定量而病无定数袁急症病势急尧病
情传变快袁因此灸量不宜拘泥遥 与叶千金方曳有类似

之处袁须依病情而定遥 书中灸量为三壮至数千壮袁如
叶备急灸法窑霍乱转筋九曳灸足两踝尖尧叶备急灸法窑精

魅鬼神所淫十一曳灸双手大指肉甲各半处尧叶备急灸

法窑卒忤死法十三曳灸人中均为三炷袁但艾炷大小有

别遥 叶备急灸法窑诸发等证一曳每疮灸三百至一二千

壮袁其余灸量多为七壮袁或以七之倍数增加遥 其用量

主要依据施灸部位肌肉的厚薄和病势程度决定院踝
尖尧人中尧手指肉甲交界部位肉薄袁灸量较少曰诸发须

灸至野直候不肿不痛冶遥
1.3 灸药同用袁施治简效

两书均认为灸药结合能够增强疗效袁书中多处

记载艾灸疗法联合药物疗疾遥 如皂荚一药袁也称野大
皂角冶袁其性辛温袁可祛痰开窍袁配合艾灸之性热袁辛
温宣通以开窍[10-11]遥 两书均有皂荚治自缢死的记载袁
叶备急千金要方曳在手足大指处施灸各 7 壮袁同时亦

有野葱叶吹皂荚末两鼻中袁逆出更吹冶野捣皂荚细辛屑

如胡豆大袁吹两鼻中冶等法遥 叶备急灸法窑自缢十五曳
延续孙思邈之论述袁野其心下尚温者袁先用皂角末

吹入两鼻袁用旧毡一片袁盖其口鼻袁令两人用竹筒极

吹两耳即活冶[4]10遥 施灸部位同为手足大指处袁施灸各

10 壮遥
1.4 灸穴精当袁规范操作

施灸部位常是治疗病证的有效部位或野病所冶遥
中药汤剂所言直达病所袁常采用引经药诱导尧引领其

他药物共同作用于治疗部位遥 病所也指病变部位袁
如叶备急千金要方窑惊痫曳中写道院野艾使熟袁炷令平正

着肉袁火势乃至病处也遥 艾若生袁炷不平正袁不着肉袁
徒灸多炷袁故无益也冶[9]78遥 此处虽言艾之生熟袁但从

侧面也反映施灸时袁如艾炷紧贴灸治部位袁能使火势

至于病处袁有增效之功遥 叶备急灸法窑骑竹马灸法曳亦
指出院野如遇灸穴在所发之疽相近袁则其灸罢良久袁便
觉艾火流注袁先到灸处袁其效尤速遥 若离所发疽边袁
则不甚觉其火气流注袁灸疮亦发迟遥 然痈疽在左袁则
左边灸疮先发袁在右袁则右边灸疮先发遥 盖艾火随流

注行于经络使然也遥冶[4]21 即适宜将艾炷置于痈疽中心袁
灸力速发而效遥 后世叶痈疽神秘灸经曳著书者胡元庆

认为袁痈疽之热毒亦可通过艾灸得到治疗[12]遥 在具体

的施灸部位上袁叶千金方曳所载灸法方式繁多袁选穴均

少而精遥 如叶备急千金要方窑温疟曳云院野觉小异袁即灸

百会七壮噎噎又灸风池二穴三壮遥 冶[9]190叶备急灸法曳
中除转胞小便不通尧溺水灸神阙袁身冷口噤灸人中

外袁或灸毒蛇尧犬尧狂犬咬伤之处袁其余选穴在四肢

肘膝关节以下遥除诸发三五疮袁毒蛇尧疯犬尧狂犬咬伤

部位不确定外袁选穴单一袁足见灸法治疗急症具有

很强的特殊性遥
艾炷大小上袁两本书的描述有野粟米冶野黍米粒冶

野绿豆冶野小豆冶野大炷冶等袁由于腧穴为野点冶袁艾炷小而

多次施灸袁可使艾灸火力温和尧救急的功效得到充分

发挥遥叶千金方曳特别指出袁艾炷的大小须结合腧穴特

性而定袁如叶备急千金要方窑温疟曳云院野疟袁灸上星及

大椎袁至发时令满百壮袁灸艾炷如黍米粒遥 俗人不解

取穴袁勿大炷也冶[9]190遥
对于施灸的体位袁两书也作了相应规范遥 叶备急

千金要方窑灸例曳载院野凡点灸法袁皆须平直四体袁无使

倾侧遥灸时孔穴不正袁无益于事袁徒破好肉耳遥若坐点

则坐灸之袁卧点则卧灸之袁立点则立灸之袁反此亦不

得其穴矣冶[9]509袁提示四体平直便于选穴袁取穴准确是

发挥疗效的关键遥在施灸顺序上袁叶千金方曳采用先上

后下尧先阳后阴尧先左后右的顺序袁在于引阳入阴袁阴
阳平衡袁又可引火下行袁缓艾灸热势袁并在叶千金翼

方窑杂法第九曳中写道院野凡灸法袁先发于上袁后发于

下袁先发与阳袁后发于阴冶[8]347遥 在叶备急千金要方窑灸

例曳中写道院野凡灸袁当先阳后阴袁言从头向左而渐下袁
次后从头向右而渐下袁先上后下遥 冶[9]510叶备急灸法曳
在部分疾病的施灸操作中袁须以细索束缚肢体袁如叶备
急灸法窑精魅鬼神所淫十一曳有野用细索并两手大指

缚之冶的描述袁将其束缚恐有两层含义袁一来方便术

者操作袁二来与道教方术有关遥 其中袁还详细记载了

对体位有特殊要求的骑竹马灸法袁即患者骑坐于竹

杠之上来进行施灸遥该法主要运用于痈疽急症的治

疗袁最早见于叶卫济宝书曳袁但叶备急灸法曳记录最为详

备袁有详细的文字描述和附图说明[13]遥
2 两书灸法运用的差异

2.1 灸法宜忌袁侧重有别

叶千金方曳除急需处置的危急重症外袁记载了大

量慢性起病尧无须紧急处理的病证遥虽推崇以灸法治

疗疾病袁但指出了运用灸法的禁忌遥叶备急千金要方窑
灸例曳指出灸法禁忌的三种情形院一是野脉微数冶者袁
野微冶乃阴血不足袁数为热象袁野微数冶者阴虚内热袁不
宜施灸袁灸之则野伤血脉袁燋筋骨冶曰二是野凡汗以后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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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后易伤津液袁灸之伤津更甚袁为灸法绝对禁忌袁即
为野大逆冶曰三是野脉浮热甚冶袁阳邪盛为主的表实证袁
证见脉浮尧体热袁当以汗解袁故不宜灸遥同时叶千金方曳
的不同篇论中袁也描述了不同证型用灸的实例袁其中

以实热证居多袁认为灸法可宣泄实热尧清化湿热尧发
散郁火[14]遥故孙思邈是提倡热证可灸的医家袁但施灸

时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遥 叶备急灸法曳所载病证袁均是

急危重病袁首以救命为要袁其弊端可后续调理袁未在

书中提及禁忌之证遥
2.2 选穴定位袁操作有别

两书选穴定位在务求准确的基础上袁具体方法略

有差异遥 叶备急千金要方窑灸例曳云院野其尺寸之法噎噎
男左女右袁手中指上第一节为一寸遥 亦有长短不定

者袁即取手大拇指第一节横度为一寸噎噎其言一夫

者袁以四指为一夫遥 冶[9]509 孙思邈指寸法中的中指同

身寸法袁其标准为手中指上第一节为一寸渊男左女

右冤遥 叶备急灸法窑屈指量寸法例曳云院野以薄竹片或以

蜡纸条量手中指中节横纹袁取上下袁截齐断为一寸袁
男左女右遥 冶[4]2 选穴定位是以中指同身寸法袁以手中

指中节为一寸渊男左女右冤遥 如在治自缢死中袁两书

定位略有差异袁但均指导了临床运用遥 如叶备急千金

要方窑备急曳所选野灸四肢大节陷大指本文袁名曰地

神冶遥 地神穴首见于叶备急千金要方曳袁位于手拇指掌

侧掌指关节横纹中点和足大趾跖侧跖趾关节横纹中

点处袁共 4 穴[15]遥 而叶备急灸法窑自缢十五曳选穴野手足

大指横纹中冶袁位于手足大指指间关节远端横纹处遥
两书均选穴于手足大指处袁但定位略有不同遥叶备急

灸法曳在叙述施灸时袁所用腧穴多采用部位描述袁
通俗易懂袁即使是不懂医术之人也能在急症发作之

际袁按照文字和插图取穴救人袁这对于灸法在民间的

传播袁起到极大地推动作用遥 如治疗肠痈则野灸两肘

尖各百炷冶袁即灸经外奇穴之肘尖曰治疗急喉痹袁野宜
急于两手小指甲后各灸三炷冶袁而不言灸少泽穴袁突
显了叶备急灸法曳救急特色遥

另外袁叶备急灸法曳还强调灸法之男女有别袁提出

野男女同法冶和野男女异法冶遥 如皮肤中毒风尧卒暴心

痛尧转胞尧霍乱尧霍乱转筋尧风牙疼尧精魅鬼神所淫尧卒
忤死法尧急喉痹尧鼻衄等篇目中袁均是野男女同法冶遥
野男女异法冶如附骨疽篇为野男左女右冶曰女性独有疾

病野妇人难生冶仅选右侧穴位袁灸右脚小指尖遥 历来

左右多有延伸袁有阴阳尧表里尧气血尧男女等含义袁本
处左右为人身左右之义[16]遥 叶灵枢窑官针曳载院野巨刺

者袁左取右袁右取左遥 冶部分穴位结合经脉循行规律袁
遵循巨刺法交叉选穴的原则进行治疗遥 如叶备急灸

法窑风牙疼十曳所载院野灸足外踝尖三炷袁炷如绿豆大袁
患左灸右袁患右灸左遥 冶[4]6

2.3 艾分生熟袁灸材有异

艾叶是灸法的常用药材袁其味苦尧辛袁性温袁归
肝尧脾尧肾经袁有温经止血尧散寒止痛的功效遥 将艾叶

捣碎成绒袁能灸治百病[17]遥 有研究认为袁艾绒具有易

燃尧缓慢尧持久的燃烧特征袁能提供缓慢尧温和尧充足

的热能袁在艾灸过程中热量释放适度尧连续袁因此袁艾
绒为最佳的施灸选材[18]遥 孙思邈认为袁艾有生熟之

分袁在叶备急千金要方窑惊痫曳中写道院野艾使熟袁炷令

平正着肉袁火势乃至病处也遥艾若生袁炷不平正袁不着

肉袁徒灸多炷袁故无益也冶[9]78遥 本处所载艾之生熟可

有两层次含义遥 一是艾叶有生熟之分袁如叶备急千金

要方窑胆腑曳云院野熟艾三鸡子许袁水五升煮取二升袁顿
服冶[9]211遥 后世医家李时珍在叶本草纲目窑草部曳亦有

野凡用艾叶袁须用陈久者袁治令细软袁谓之熟艾遥 若生

艾袁灸火则易伤人肌脉冶的描述[19]遥 可知熟艾与生艾

功效主治有所不同袁于叶备急千金要方曳中已描述清

楚袁可见孙思邈对艾灸的选用颇为详细遥熟艾用以口

服袁用至灸法袁亦有生熟之分遥 二是生熟为运用灸法

治疗疾病的原则袁如叶备急千金要方窑灸例曳提出院灸
之生熟法袁灸的壮数少袁艾炷小袁为生曰反之为熟遥 其

总的原则是野外气务生袁内气务熟冶袁即院病在外的经

脉袁灸量宜小宜轻曰病在内的脏腑袁灸量宜大宜重[20]遥
孙思邈在叶备急千金要方曳一书中未将艾叶与药物糅

合作为灸法材料的描述袁 但 叶千金翼方窑疮痈下曳中
记载艾药结合治疗急症的范例袁或以其他药物作为

灸法的材料袁如院野以艾一升袁熏黄如枣大袁干漆如枣

大袁三味末之袁和艾作炷袁灸之三七壮袁止冶野刮竹箭上

取茹袁作炷灸上袁二七壮即消矣冶[8]292袁294遥明清时期出

现的雷火神针尧太乙神针袁即于艾叶之中掺杂其他

具有治疗效果的药物遥前者主要侧重于治疗痹病尧外
科病尧传染病等袁后者由前者改进而来袁其作用范围

得到进一步扩大袁几乎囊括了内尧外尧妇尧儿各科病

种[21-22]遥 因此袁以艾叶为主添加治疗疾病具有针对性

的药物袁可提高治疗临床疗效遥
叶备急灸法曳书中袁纯用艾叶作灸袁不掺其他药

物遥 若无艾时何以为替袁叶备急灸法窑一切蛇伤曳载院
野如无艾处袁只用纸捻焫之袁极痛即止冶[4]13遥 此法仅是

艾叶取材不便时的临时替换之法袁仍是艾叶为佳遥
2.4 直接隔物袁灸法有异

在灸法的操作上袁叶千金方曳根据病情轻重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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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灸法袁主要有直接灸尧间接灸等遥如其在叶备急

千金要方窑惊痫曳中便有直接灸的详细记载院野痫
有五脏之痫袁六畜之痫袁或在四肢袁或在腹内遥 审其

候袁随病所在灸之袁虽少必瘥袁若失其要则为害也遥 肝

痫之为病袁面青袁目反视袁手足摇袁灸足少阳厥阴各三

壮遥冶[9]77孙思邈在葛洪叶肘后备急方曳的基础上发展了

间接灸袁叶千金方曳 有关间接灸的记载取材广泛袁有
隔盐灸尧隔泥灸尧隔蒜灸尧隔豉饼灸尧隔面灸及隔附

片灸等方法遥 如在叶备急千金方窑积气曳中袁有野少年

房多短气袁灸鸠尾头五十壮遥又袁盐灸脐孔中二七壮冶
的描述[9]303遥

叶备急灸法曳则多使用直接灸袁间接灸运用较少遥
叶备急灸法窑诸发等证一曳载院野凡觉有患袁便用大蒜切

片如钱厚渊如无蒜袁用净水和泥捻如钱样用之冤袁贴
在疮头上渊如疮初生便有孔袁不可覆其孔冤袁先以绿

豆大艾炷灸之袁勿令伤肌肉袁如蒜焦袁更换袁待痛稍可

忍袁即渐放炷大袁又可忍袁便除蒜灸之袁数不拘多少袁
但灸至不痛即住遥 冶[4]2 虽有使用野大蒜切片冶或野净水

和泥捻如钱样冶的描述袁但是本法实质仍是直接灸袁
书中所述隔蒜仅是让患者适应痛感袁适应之后袁去蒜

续灸遥 本书使用间接灸仅治疗转胞小便不通用野盐
填脐孔冶这一处遥
3 结语

艾灸疗法是中医学中重要的外治疗法遥 现代研

究表明袁艾灸治疗急症可能包含抗炎症反应与免疫

调节尧镇痛尧温热效应及红外辐射等作用[23]遥叶千金方曳
与叶备急灸法曳两书在灸法救急中的灵活运用袁均表

明灸法急救是值得今人探索和继承的治疗手段遥 艾

灸疗法效应快捷袁具有全科属性袁尤其适合医护人员

急救操作袁对于缓解患者病痛尧赢得黄金救治时间尧
改善预后等方面有重要意义遥今后袁应基于古代文献

和现代临床实际袁探索并制订适宜灸法救急的病种

及证型的标准化操作方案袁以推动现代中医急症医

学多元化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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