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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In recent years, the medical model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reating illness" to "staying healthy",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has evolved from an emerging discipline into a promising one.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medicine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nd played a synergistic role in enhancing its effectiveness.
Meridians are the most promising points of integration and entry in the combined research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attern differentiation of meridians, the article constructs the idea of integrating acupuncture with rehabilit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rehabilitation prevention,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 and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It proposes the "meridian-
tendon-muscle (soft tissue)"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approach and the "stage-by-stage, acupoint-by-acupoint, parameter-by-parameter"
acupuncture strategy in the collaborative practice of acupuncture with exercise therapy and speech therapy. It supplements the
inters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with detailed rules, aiming to perfect the synergistic and
efficacy-enhancing differentiation approach and diagnostic thinking of both and better guide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acupuncture in
the field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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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学是一门以评估功能为基础尧以改善功

能障碍为目标尧以康复技术为主体的新兴学科袁被称

为继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之后的第三医学[1]遥 针灸

是中医学中独特的野内病外治冶的传统疗法袁以腧穴

的刺激来激发机体经络之气袁促使患者达到野阴平阳

秘冶之势袁在疾病康复中发挥重要作用遥 欲疗疾者必

须辨证袁欲施针者必须明悉经络袁更当熟知经络所主

病候遥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袁经络被视为最具潜力的

结合点和切入点遥 经络辨证以经络学说为基础进行

综合性临床辨证袁是针灸临床辨证论治体系的核心

和主体遥针灸的补充融合使康复医学内涵得以丰富尧
康复内容得以充实尧康复手法得以完善遥 因此袁本文

以经络辨证为切入点袁探讨针灸与康复医学通约存

异尧协同增效之所在遥
1 以经络辨证为切入点袁诠释针灸传统内涵

经络辨证是针灸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关键袁揭示

了经络脏腑尧经络脏腑病症的内在联系袁为辨证论

治尧针灸选穴等提供科学依据袁是临床诊治中必不可

少的环节[2]遥 经络既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袁又是疾

病发生和传变的途径袁同时也是针灸治疗和感应传

导的载体[3]遥 经络辨证是针灸辨证论治的具体应用袁
是以经络学说为指导袁通过分析经络和脏腑的生理

功能和病理变化来诊断疾病袁从而明晰病机证候[4]遥
经络辨证主要包含经脉辨证尧络脉辨证尧经筋皮部辨

证和相关腧穴病理反应的辨证归经遥 通过分辨在经

在络袁在皮部还是经筋袁抑或累及多个袁进一步确定

病在何野经冶袁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野经冶与疾病之

间的联系袁也有助于针灸处方的确定遥针灸在治疗内

在脏腑病或外在筋肉病时袁以经脉所属尧所络及循行

所过尧所系为立足点袁根据不同部位所反映的症状尧
体征及野是动则病冶和野是主某所生病冶相关病候与经

脉尧络脉尧经筋尧皮部等经络系统病变相对应袁辨经选

穴袁通过经络系统野内属于脏腑袁外络于肢节冶的中介

作用袁调节全身脏腑尧肢节尧官窍尧组织等[5]遥
2 以经络辨证论治体系为基础袁构建针康融合

理念

2.1 经络病候传变规律指导针康预防

经络病候传变反映出病邪入侵经络由表及里尧

由浅达深尧循经传变的规律遥 因此袁早期经络调理对

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起到较好的效果遥 经络病候传

变导致疾病尧证型尧症候的变化袁导致经-经尧经-
络尧经-皮尧经-脏/腑之间的相传袁归因于时间尧诊治

等方面的引发[6]遥 疾病的防治关键在于疾病的发生

发展规律及其传变途径袁明晰疾病发生发展传变规

律袁可实现早发现早治疗遥治未病理论中的野未病先

防袁既病防变袁愈后防复冶与康复三级预防中的野病
因预防冶野临床前期预防冶野临床预防冶有相通之处[7]遥
未病之时或欲病之期袁患者多处于野病络冶时期袁此
阶段患者自身感觉和现代医学理化检查均无异常袁
通过经络辨识能够确定病位尧推求病因袁判断经络瘀

阻轻重尧经络寒热虚实尧疾病变化趋势袁精准定位尧精
准预防遥疼痛辨通滞袁结节辨瘀阻袁颜色辨寒热袁松
紧软硬辨虚实遥经穴疼痛既反映体表经脉局部病变袁
又反映所属所络脏腑疾病遥 初病入络理论[8]为正常

高值血压干预早期从经络调理入手提供了科学的

理论基础遥在高血压一级预防如平衡饮食尧适度运

动尧戒烟限酒等基础上袁以经络辨识确定经络阳性体

征袁遵循按经尧按部尧按症的选穴原则指导针刺手法

及针刺深度遥 袁尚华等[9]在正常高值血压者背部皮

肤及督脉尧膀胱经皮部病络予以经络干预袁以疏达气

血尧疏通经络尧扶正祛邪袁证实经络干预组降压效果

明显优于无干预组遥 已病之时袁通过经络触诊袁如循

扪切按等手法精准定穴袁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袁采取

相应的治疗措施袁从而有效控制疾病的进一步发

展袁即轻病轻治袁重病重治遥 经络瘀阻或虚损与脑卒

中尧动脉粥样硬化尧冠心病尧高血压病及恶性肿瘤等

重大疾病及中医体质联系密切[10]遥 逆针灸作为治未

病的重要手段之一袁在心脏康复中得到广泛应用遥经
络辨证逆针灸疗法以经络辨证为主要原则袁结合心

病自身特征袁从整体康复尧辨证康复的角度出发袁通
过调节经络脏腑袁调整机体阴阳袁达到防治心病的

目的[11]遥
2.2 经络诊察术指导针康评定

经络诊察是以八纲尧气血尧脏腑理论为指导袁以
经络系统为核心袁以人体的解剖尧生理病理表现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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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袁以望尧闻尧问尧切四诊为前提袁结合审尧切尧循尧扪尧
按等手段袁辨证分析人体经络及其联属系统的气血尧
经气及组织结构的虚实盛衰袁帮助诊断疾病的病位尧
病性尧病经尧病穴尧病期及其相关性的认识袁为针灸疗

法提供诊断依据[12]遥 康复评定与经络诊察具有共通

性袁通过对望尧闻尧问尧切四诊所收集的症状尧体征以

及其他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归纳袁辨清病因尧病性尧病
位尧正邪袁进而分析和辨认疾病的证候遥 康复评定可

为经筋辨证提供肢体功能状态的具体评价袁如采用

改良 Ashworth 量表评定上肢的前屈与后伸对应手

三阴经筋尧手三阳经筋的功能袁内旋和外旋对应上肢

阴筋和阳筋主动和拮抗的关系[13]遥 高森等[14]以经络

诊察术为手段袁联合 Bobath 康复训练治疗卒中后肩

手综合征玉期袁观察到肺经太渊附近压痛明显并伴

脆络曰中府尧云门附近常见结节或结块曰尺泽附近压

痛明显伴有结节曰大肠经手三里附近常有肌肉紧张

度增高伴滞涩感遥 在 Bobath 康复训练运动控制和感

知输入的基础上袁浅刺太渊袁中刺中府尧云门袁深刺尺

泽袁根植于经络诊察所见手太阴及手阳明经异常变

化之处袁对经络循行处野天人地冶三才进行直接调整遥
在康复评定时袁在康复功能评估基础上袁再根据功能

障碍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进行辨证论治袁其作用的对

象由功能障碍发展到证候袁有助于准确评估疾病的

轻重缓急袁精准选择疾病的治法治则[15]遥经络诊察治

疗风湿性多肌痛可见患者太阴经尧太阳经尧厥阴经伴

有不同程度阳性反应[16]遥 在对患者进行躯体功能评

定尧疼痛评定等康复评定的基础上袁可结合经络诊察

术诊断情况袁选取太阴经祛湿尧太阳经散寒尧厥阴经

祛风遥
2.3 杂合以治思想指导针康治疗

杂合以治的针康治疗理念既重视局部功能恢

复袁又强调局部功能与整体之间的辨证联系以及人

体气血尧阴阳整体调理和脏腑组织生理功能的恢复袁
把握人体整体功能状态和功能结构关系遥 所谓杂合

以治袁是指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袁采用综合性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遥 康复患者

往往是多病因叠加袁病机复杂袁涉及多脏器袁难以治

愈袁在确立治疗原则方面应杂合而组遥在确立治疗方

法时也应遵循杂合而组的原则袁包括不同疗法合并

使用的野多元化组合冶以及同一疗法的不同治疗形式

的野多样化组合冶遥针灸治疗遵循标本结合尧内外兼顾

的原则袁强调因人尧因地尧因时制宜袁有的放矢袁对于

不同的疾病施以野三因制宜冶的康复治疗理念袁充分

体现了动态整体平衡和审因施养尧辨证康复的思想遥
王居易总结出以经络辨证为基础袁以经络诊察为手

段袁以结筋法尧割皮法尧揲法尧解肌法为治疗方法袁对
异常部位按皮尧脉尧肉尧筋尧骨层次进行系统的调整与

治疗的经络康复手法[14]遥 卒中治疗遵循野及早干预尧
减少残疾尧重塑运动模式冶原则遥 现代康复医学理论

对于卒中的后期康复提出了分阶段治疗策略遥 面对

卒中迟缓期尧痉挛期尧相对恢复期 3 个阶段袁应根据

不同阶段的临床特点及针康评定结果对病尧对证尧对
阶段尧对功能选用适宜的针刺方案和现代康复技术

杂合组方袁遵循野多元化组合冶原则袁分期论治袁以达

到精准治疗的目的遥 史勇等[17]通过对 132 例卒中偏

瘫患者神经功能尧平衡功能尧运动耐力尧Fugl-Meyer
量表与改良巴氏指数及中医证候积分的对比袁发现

针灸推拿结合神经肌肉关节促进技术渊neuromuscu鄄
lar joint facilitation袁NJF冤改善神经运动功能袁恢复

患者功能指标遥 其中袁针灸推拿结合 NJF 就是野多元

化组合冶的具体体现袁NJF 是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

法与关节松动术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治疗技术袁遵循

了野多样化组合冶的原则遥
3 针康协同增效袁拓宽临床应用思路

3.1 从野经络-经筋-肌肉渊软组织冤冶辨证思路指导

针灸与运动疗法协同增效

在针灸思维中袁经络是调节脏腑生理状态尧维持

生命的主体遥针灸着眼点渊诊断冤尧着力点渊治疗冤均基

于经络[18]遥 经络野行血气而营阴阳袁濡筋骨袁利关节冶袁
经筋是十二经脉之气通过结尧聚尧散尧络形式作用于

筋肉尧关节的体系袁受经脉气血涵养袁以约束骨骼尧活
动关节袁是卫气输布之所在袁起到维络周身的功能遥
经筋与现代医学中的软组织高度相似遥 经筋所主的

病症为诸经筋所过肌肉尧关节之病袁即现代医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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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系统疾病袁临床中常表现为疼痛和运动障

碍遥 从生物力学角度分析袁纵行肌肉的局部受损袁势
必导致整条肌肉或与之相连的软组织痉挛或劳损遥
机体局部的功能障碍既有可能源于局部躯体损伤袁
更有可能源于整体疾病的局部反应遥 通过野经络-经
筋-肌肉冶思维指导运动疗法袁充分利用整体观念下

的野经络辨证冶思想袁从疾病内在本质入手袁调控全身

阴阳平衡袁做到整体把控袁全面诊断袁个性化康复袁以
达到野治病求本冶的目的遥

以急性腰部软组织损伤为例袁脊柱外侧疼痛袁损
伤部位多为腰背肌筋膜袁病属足太阳经型曰脊柱正中

疼痛袁以棘间韧带尧棘上韧带损伤为主袁病属督脉经

型曰单侧腰痛袁牵扯至臀部尧大腿部及后部袁通常为腰

臀肌筋膜尧骶棘肌损伤袁病属足少阳经型曰腰胀痛牵

扯至腹部袁不能左右回顾袁多为合并腹膜后组织尧合
并脊神经后支损伤袁病属足阳明经型[19]遥上述皆为急

性腰部扭伤袁但病证不同袁病机不同袁所采取的治疗

方式亦不相同遥 运动疗法在治疗急性腰部扭伤时多

采用威廉姆斯屈曲练习尧麦肯基疗法遥 但麦肯基疗

法的效果对行动不便的患者并不明显遥 针灸可以很

好地与运动疗法取长补短遥 根据经络辨证进行远端

取穴袁遵循野下病刺上尧上病刺下冶取穴原则袁4 种类

型依次选取后溪尧人中尧液门透中渚尧手三里进行针

刺治疗急性腰扭伤遥 得气后袁在留针期间让患者主

动或被动运动腰部袁进行软组织牵伸技术袁牵伸腰部

伸肌群尧屈肌群和侧屈肌群袁增加腰椎活动范围袁增
强腰背部肌力和肌肉耐力遥
3.2 从野分阶段尧分穴位尧分参数冶诊病思维指导针

灸与言语疗法协同增效

言语疗法根据构音器官和构音检查的评定结果

和言语表现进行康复治疗袁能客观尧准确地反映患者

病变损害程度袁协助诊断各类型构音障碍袁了解患者

构音病变部位和程度遥 在结合现代康复理论治疗构

音障碍时袁根据不同患病阶段选择合适的针刺深度尧
针刺手法等治疗参数对临床康复疗效均有帮助遥 在

治疗过程中应用腧穴局部近治作用和经络远治作

用袁根据患者异常的言语表现与不同分型袁结合言语

康复训练方案袁提高本体感觉刺激袁改善与言语有关

的肌肉运动尧肌群协调性以及肌肉力量袁促使未受损

大脑皮质功能代偿袁加快神经功能恢复袁重建患者语

言功能遥 因言语障碍袁患者可能会产生情绪低落尧缺
乏自信尧排斥心态袁在康复治疗过程中也可采取构音

小组言语训练袁强调患者的主动参与遥内容主要以日

常生活中的事件进行实际沟通袁在康复治疗师帮助

下模仿和修正患者自己的发音袁增强社交和社会适

应能力袁提升患者语言表达能力遥
运动性构音障碍与经络功能失调密切相关袁通

过对不同类型构音障碍言语特点的不同袁分析辨别

受邪经络遥 以卒中后构音障碍为例袁其病位在舌脑袁
经络气血亏虚袁心尧脾尧肝尧肾等脏腑功能阴阳失调遥
该病是由于风尧火尧痰尧瘀等邪气上扰神明或肝肾不

足袁气血运行不通袁阴阳失调袁导致脑脉瘀堵尧舌窍筋

脉失养袁从而表现出咽喉失用袁发音不能的症状遥 根

据弛缓型构音障碍肌张力尧肌萎缩尧气息音错误等特

点袁该类型气血亏虚袁治疗时注重对多气多血之阳明

经的选取袁行气活血尧疏通经络袁提高肌力遥痉挛型构

音障碍表现为肌张力增强尧反射亢进尧鼻音过重等症

状袁因肌张力增高多属野经筋病冶范畴袁气血亏虚则会

导致肌力降低袁筋脉失濡则会出现肌张力增高袁治疗

时注重肝尧脾经的应用遥此类患者往往有咽喉肌群紧

张的症状袁在康复治疗时应进行放松训练遥失调型构

音障碍表现为运动不协调尧震颤尧韵律失常等症状袁
与肾精不足尧督脉失煦尧髓海失养密切相关袁在治疗

时可着重选取肾经尧督脉腧穴[20]遥 此外袁五脏通过经

络与舌相联系袁舌为构音器官袁舌面具有丰富的末梢

神经感受器袁在言语发声的过程中有重要功能遥舌针

治疗能够有效刺激舌根部的末梢神经袁改善咽部肌

肉以及声带的运动和功能袁激活语言区的正常功能[21]遥
4 总结

经络辨证在针灸临床诊疗中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遥将经络病候传变规律尧经络诊察尧辨经选穴尧择宜

施术融入康复预防尧康复评定尧康复治疗中袁既弥补

了康复医学在辨证辨病和治疗方法的不足袁 同时也

为针灸在康复医学中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新的诊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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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 在针灸野经络辨证冶思想指导下袁康复医学更加

注重疾病与人体尧自然尧社会的整体性袁通过疾病的

外在表现或整体反馈来了解疾病的内在实质遥 在与

现代康复理论尧现代影像学的交叉结合下袁针灸经络

及穴位对机体的效应与机制也更加具象化遥 不同的

经络疾病所表现的症候有所不同袁在康复治疗时辨

明病变之经袁明确适应证袁针灸疗法和康复疗法相配

合袁二者野一静一动冶野一道一器冶袁协同增效尧优势互

补袁形成野评估-辨证诊断-康复治疗-再评估冶的多

维度尧多模态尧多学科融合的经络辨证康复体系袁为
实现患者的个性化和精准化康复提供理论基础袁为
临床提供诊疗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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