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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刀 医学与中医现代亿
*

口王雪苔
* * (中国中医科学院 北京 1007 00 )

摘 要
:
针刀 医学是在针刀疗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门中西 医互相渗透的新学科

,

具有独特的理

论和技术
,

经过 30 年的发展已初成体系
。

针刀 医学是中医现代化的成功范例
,

但 目前尚缺乏高标准的临

床和基础研究
。

为 了保证针刀治疗的安全性要制仃常见病针刀治疗技术规范
,

同时制仃相应的培训制度

和执业资格认定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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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有 中医和西医两种医药学
,

这是我 国医药

卫生事业的一大优势
。

两种医药学并存
,

不但可为广

大人 民群众 的医疗 保健提供多样化 的技 术服务
,

而

且通过两种医药学的互相渗透
,

又可促进 中医现代

化
,

加速我国医药学的发展
。

针刀医学就是中西两种

医药学互相渗透的产物
。

针 刀 医学 是在 针刀疗 法 的基础 上发 展 而成 的

一 门新学科
。

自 19 76 年针刀疗法诞生算 起
,

至今 已

有 3 0 年
。

当初朱汉 章首创针刀疗法
,

把针灸针 与外

科手术 刀 的两种长处融为一体
,

使骨伤科 的切割剥

离松解等手术 由开放变成闭合
,

明显提 高了对慢性

软组织损伤
、

骨质增 生等类 疾病的治疗效果
。

之后

经过不 懈地理 论探索
,

发展为 针刀 医学
,

不 但使针

刀 疗法的适应症从骨伤科疾病扩展到 内
、

外
、

妇
、

儿
、

五官
、

皮肤
、

整 形等科 的疾病
,

而且还对 许多 常

见病
、

疑难 病 的发病原 因
、

发病机 理和 针刀治 疗机

理 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临床实际 的理论和见解
,

其中

关于慢性 软组 织损伤的病 因病理学理论
,

关于骨质

增生 的病 因学理论
,

关于脊柱 区带病 因学理论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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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针刀调节机体功能使之恢 复平衡的理论
,

不论对

中医或西医来说
,

都是 在前人 的基础上的新进展
,

具有重大 的应用价值和理论价值
。

30 年来
,

针 刀医学 队伍迅速发展
,

已达到 3《XXX)

余人
,

并且成立 了 自己的学术 团体
—

中华 中医药

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
,

经常进行 国内外学术交

流
,

教育部门还将针刀 医学定 为全国高等中医院校

的教学课程
。

为什么针刀医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

力 ? 根本原 因就在于针刀疗法对不少常见病
、

疑难病

具有相对优越的疗效
。

我曾亲眼看过针刀治疗颈椎

病
、

腰椎病
、

强直性 脊柱炎
、

青少年脊柱侧弯
、

不 完

全性外伤性截瘫
、

缺血性股骨头坏死
、

儿童哮喘等

病
,

了解 了病人的感受和看法
,

并且听取 了几位在西

医院校从事过针刀 医学的内外科教授 的评价
,

都证

明针刀 的疗效 的确令人惊喜
。

例如
,

解放军第 89 医

院观察针刀治疗颈椎病 5 10 例
,

治愈率 81 % lll; 孙成

松针 刀治愈驼 背型强直 性脊柱 炎 1 例 lz] ; 张强 报道

针刀治疗骨性关节 炎 93 例
,

优 良率 9 2 .4 7 % [sJ; 王丽

华报道 水针 刀治疗 股骨 头坏死 16 0 例
,

总有效率

9 5 % l4]
。

针刀医学 的优势表明
,

认真地将这一新兴学

科加 以完 善和推广
,

不但有助于对当代常见病
、

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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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防治
,

而且其经得住时间检验 的临床效果 和理

论见解
,

还会对 中医现代化和中西 医结合起 到有力

的促进作用
。

以下就如何进一步发展针 刀 医学 的问题
,

提 出

几点粗浅看法
:

一
、

针刀 医学发展到今天
,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还

没解决
,

那就是针刀 医学的定位问题
。

其一
,

认为针

刀 疗法是在传统针刺疗 法基础上 的改进与发展
,

所

以针刀 医学应该属于中医药学范畴 ;其二
,

认为针刀

医学从技术 到理论
,

既不 同于 中医
,

又不 同于西 医
,

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 ;其三
,

认为针刀疗法与传统

针刺技术毫无共同之处
,

针刀 医学是外科手术学 的

一个新 的分支
,

应该属于西医药学的范畴
。

显然
,

不

同的看法会引导针刀 医学朝着不同的方 向发展
。

三

种看法 的分歧 如此之大
,

不能不令人担心合力变成

分力
,

影响针刀 医学的前途
。

我认为
,

判断一个学科 属于哪个学术领域
,

不

应该简单 的从技术层面去看
,

而应该从理论高度去

看
。

就具体 的医疗技术而言
,

针 刀疗法 的确 与针刺

疗 法有所不 同
,

尽 管针 刀 疗法在 施术 时也重视 针

感
,

有时也要选 取针灸学 里 的天 应穴
,

但 其着 眼点

在 于利用刀刃进行定向的切割
、

剥离
、

松解
,

显然有

别 于针刺
。

可是从理论 的高 度来看
,

针刀 医学关于

慢 性软组织 损伤 的病 因是 由于动态平衡 失调 的理

论
,

骨 质增 生的病 因是体内力平衡失调 的理论
,

以

及脊柱 区带病 因学 的理论 和针刀 治病 机制 在于恢

复人体 的各种平衡 的理论 等
,

无不 与 中医学
、

针灸

学的基本理论相契合
。

当然
,

所谓契合是指基本观

点
、

理论 原则方 面的一致
,

表 明针 刀 医学 的基本 理

论构架属于 中医理论体系而已
。

契合不等于等 同
,

事实上针 刀 医学 提 出的理论 见解都是 以现代 科学

为依据 的
,

这同古 典理论 有本质的 区别
。

我多年来

致力于中医现代化
,

认 为实现 中医现代化 的途径是

使中医与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现代 医学技术相结合
,

现代化 的标志则 应该 是在保 持与发 展 中医理论体

系的前 提下赋予 中医 以 全新 的现代科学内涵
。

正是

基于这样的认识
,

我一 向认为把针 刀 医学看作 中医

现代化的成 功范例之一
。

二
、

尽管针 刀 医学 不断地 有新进展
,

然 而高标

准的临床研究却跟不上来
,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针

刀 医学 的推 广
。

今后 应该按 照循证 医学的基本 要

求
,

加强 对部分足 以显示针刀特色 的疾病进行前瞻

性的研 究
,

以期 向国内外医学界提供说服力更强的

研究报告
。

在临床研究 当中
,

随机分组对照是极其

重要的
,

但是用针灸
、

推拿
、

中药的治疗来做对照意

义不大
,

应该采取 国际 医学界公认 的西医最佳疗法

来做对照
,

使对照组能够真正成为衡量针刀 治疗价

值的标 尺
。

三
、

当前 的针刀 医学理论
,

是临床 实践知识的

升华
,

从 其基 本观 点
、

原则
、

理论 来看
,

无疑是正 确

的
。

但 是按照严格 的科学标准来看
,

医学理论还只

是处于假说阶段
,

有待于进一步从一系列细节上加

以验证 和充实
。

例如
,

关 于针刀 的治疗作用
,

很多针

刀 医生认 为它既有刀 的作用
,

又有针 的作用
。

切割
、

剥离
、

松 解是 刀 的作用
,

调 整机体功能使之恢 复正

常是针 的作用
。

其实
,

切 割
、

剥 离
、

松解也是对机体

的强烈刺激
,

同样包含着 针的作用
。

因此
,

研究针刀

作用 机理
,

不 应单纯着 眼于 闭合性 手术
,

应该 更多

的关注针灸研究 现状
,

充分借用针 刺作用机理研究

的经验与成果
。

针刀学术团体如能推动针刀队伍 与

针 灸研究 队伍合作
,

共 同探讨针 刀 作用机 理
,

将会

事半功倍
。

四
、

针刀疗法 的安全性如何是社会上 比较关注

的一个问题
。

对于颈椎病
、

腰椎病
、

强直性脊柱炎
、

股

骨头坏死
、

骨性关节炎这类疾病
,

西医手术同样存在

一定的风险
,

何必偏偏苛求于针刀治疗
。

可是安全与

疗效毕竟是 医学永恒 的主题
,

针刀治病要取得最大

的安全系数
,

除了不断改进诊疗技术 以外
,

当前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
: 一是制订常见病针刀 治疗技

术规范
,

使广大针刀 医生有所遵循 ;二是加强对针刀

医生的管理
,

制订针刀医生 的培训制度与执业资格

认定标准
,

防止未经正规训练的医务人员滥用针刀

疗法
。

当然
,

要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
,

单靠针刀 队伍

的 自律是不够的
,

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与

推动
,

针刀学术团体要多做具体工作
。

当代中医药学发展 的最大特点
,

一 是现代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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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国际化
,

这是 当代中医药学发展不 以人 的意志

为转移 的必 由之路
。

摆在人们面前 的问题
,

不是要

不要现代化 的问题
,

而是如何现代化 的问题
。

在中

医现代 化 的过程 中
,

吸收现代科学 知识 固然重要
,

而坚持 以 中医理论体系 为基石尤 其重要
。

针刀 医

学所取 得的重大成就表 明
,

中医理论 一旦被赋予现

代科学 的 内涵
,

将会显示 出多么大 的科学价值 ! 将

会 给现代西方 医学观念 带来 多么大 的冲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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