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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刀 医学对中医现代亿之路的探索
)

口朱汉章
) ) ∗北京 中医药大学 北京 +��� �,−

摘 要
.
针刀 医学 /� 年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

都是围绕着中医这一博大精深的理论为指导
,

探索

相关的 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科学内涵
,

应用现代 生理学
、

病理学
、

解剖 学
、

手术学和其他 自然科学的最

新成果
,

对中医学的有关基础理论进行破译和创新
,

从而 形成 了既有中医理论内涵
、

又具有现代 医学

科学内容的医 学新理论
、

新方法
。

这一新理论
、

新方法是以 生物物理学为其理论基础
,

从根本上将中

医学天人合一的思想科学化
、

具体化
。

关键词
.
针刀 针 刀医学 中医现代化 生物物理学数据库 人体气象学

这些年来
,

党 中央和 国务院及广大医学界都深

刻的认识到中医学要走向世界主流医学就必须走现

代化之路
。

但是中医现代化之路十分艰难和坎坷
,

老

一代专家在这方面 曾做过大量工作
,

针刀 医学沿着

老一辈专家的路努力探索中医现代化的瓶颈问题
,

试 图对 中医现代化作 出一些 贡献
。

现从学术 的角度

来探讨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

一
、

从中医的平衡理论探索中医的现代化问题

中医说
“

阴平 阳秘
,

精神乃治
” ,

也就是说 阴阳平

衡 是治疗各种疾病的 目标
,

但是这是一个宏观的
、

抽

象的
、

对治疗疾病 目标的最高概括
,

如何应用现代科

学知识和西医学知识破译 中医学这一个治疗宗 旨
,

使之具有现代科学 内涵
。

针刀 医学在这方面做 了如

下 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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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阴阳平衡理论指导下
,

通过科学实验发现

骨性关节炎的病因是力平衡失调
,

慢性软组织损伤

的病因是动态平衡失调
。

许多 内外妇儿科慢性疾病

是体液循环失调
、

电生理功能的失调等
,

所谓失调就

是失去平衡
。

使阴阳平衡理论有 了科学 的内涵
,

对 中

医学这一个最根本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科学的破译
。

∗�− 辨证论治是 中医治疗学最基本的理论法则
,

针刀医学系统的应用 了这一法则
,

应用现代的科学

检测手段找到了具体疾病 的病因之后
,

对准病 因进

行治疗
,

但对个体的具体患者的治疗又有所不同
,

比

如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

我们知道了它 的根本病

因是各种原因造成 的关节 内外软组织的变性
,

导致

关节的力学状态遭到破坏
,

是关节内外 的力学分布

出现不平衡
,

有 的地方应力增高有的地方应力减少
,

在人体 自我保护机制的作用下
,

应力增高的软组织

附着部位就骨质增生
,

来对抗这种力 的不平衡状态
,

在关节 内部上下关节 软骨面的应力分布不均匀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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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高应力部位软骨细胞分解坏死 ∗人体应用对抗

性调节 已经无法对抗这种高应力刺激 −
。

治疗时我们

可 以根据不同患者 的高应力点分布的不 同
,

有的治

疗 �
、

/ 个点
,

有 的治疗 +� 几个点
,

有 的在内侧治疗
,

有的在外侧治疗
,

有的只治疗膝关节周 围软组织 的

变性点
,

有的治疗关节内的交叉韧带等等
。

辨证论治

的中医 治疗原则贯 串在针刀 治疗 的所有疾病之 中
,

只是治疗的作用 点精确
、

具体
、

治疗 目标 明确
,

用现

代的生理学和解剖学都能说得清楚
。

∗/− 中医的理
、

法
、

方
、

药
,

理是指病理
、

药理
,

法

是指治疗原则
,

方就是治疗方法
,

药 是指 中医的丸
、

散
、

膏
、

丹
、

饮片等药物的性能
,

和方剂的配伍
。

从病理来说
,

中医有 自己 的一套病理学理论
,

有

时也称 为病 机
,

如
“

诸风掉 眩
,

皆属于肝
” , “

诸痛疮

疡
,

皆属于心
”
⋯ ⋯

,

又如 中医认 为痹症 的病 理机制

是通则不痛
、

痛则不通
,

和松则不痛
、

痛则不松等等
。

针刀 治疗顽 固性高血压
、

头晕
,

就是在肝俞和颈上神

经节部位做针刀
,

治疗顽固性 的骚痒
,

红疹就在心俞

和肺俞部位做针刀
,

并从解剖学方面找 到了治疗根

据
,

即该处 的脊神经返支如受到卡压或者椎体的位

置关系发生变化
,

再通过窦椎神经和交通支传导
,

而

影响交感神经节
,

相应 的交感神经节发生功能异常
,

即发生上述疾病
,

在这里不仅把
“

诸风掉眩
,

皆属于

肝
” , “

诸痛疮疡
,

皆属于心
”

的病机学说科学化具体

化
,

而且把中医的藏象学说也找到了科学依据
, “

心

主神明
”

而
“

肺 主皮 毛
” ,

眩晕 即神 明不清
,

骚痒皮疹

发病部位在皮毛
,

是肺之所 主
,

如此等等
。

由此形成

了脊柱 区带病因学 的新认识
。

痹症病 机 中医集 中在不通和不松两个 方面
,

针

刀 医学根据这一点结合 现代生理学病理学和组织形

态学的知识
,

不通不松 的实质
,

就是软组织 的粘连
、

挛缩
、

瘫痕
、

堵塞
,

这 四个方面就是中医学所讲不通
、

不松的具体变化
,

这些研究结果
,

不仅使中医学在这

方面现代化
,

而且给治疗提供 了直接而明确的 目标
。

针刀 医学根据人体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活体
,

认识到

粘连
、

瘫痕
、

挛缩
、

堵塞这四个病理 因素破坏 了人体

的动态平衡
,

从而提出了慢性软组织损伤的根本病

因病理是动态平衡失调的新观点
。

∗( −中医的针灸学是 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

可 以不需要切 开皮肤进人人 体内进 行治疗疾病
,

这

是我们祖先原创性的医学成果
,

它的理论是我们祖

先所发明的经络学说
,

它的治疗机制除了调节阴阳

平衡之外
,

就是疏通经气
,

它 的运针手法有提插捻转

等等
,

针刀 医学在西医外科 的启发下
,

利用不切开皮

肤就能进人人体的基本理念
,

在针灸针前面加上一

个微小的刀 刃
,

使用针灸类似 的方法就可 以在人体

的各个部位做外科手术
。

做外科手术就要切开皮肤破坏健康组织
,

这样

利用针灸的方式不切开皮肤就能进行外科手术
。

针

刀 医学在 / � 年的艰苦摸索中形成 了一套 以精细解

剖定位为基础 的闭合性手术操作技术
。

这些操作技

术在针刀医学关于病 因病理诸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指

引下
,

能够解决许多临床上棘手 的外科疾病 的治疗

问题
,

如关节 内骨折
、

粗大的条索状瘫痕
、

颈腰椎椎

管狭窄
、

强直性脊柱炎晚期等等
。

针刀医学研究的闭

合性手术不仅解决了外科方面的部分问题
,

而且把

针灸学在某些方面现代化
,

补足了中医对西 医外科

手术方面的不足
。

∗0− 针灸针是我们祖先发 明的能够进 入人体的

医疗器械
,

毫针能够进人人体的很深的部位
,

而古代

九针中铁针等带刃 的针有又不能进人人体的很深部

位 ∗由于当时解剖学等基础知识的不足 −
,

但是这两

者都没有方 向性
,

使得即使有现代的解剖知识也难

以进入人体进行治疗操作
,

所 以要和现代西医接轨

是很 困难 的
,

针刀 既是在针的前面加一个微小的刃

又在针尾加 了一个扁平 的柄
,

刃和柄在 同一平面 内
。

针体像针一样就可 以进人人体很深
,

前面有刀 刃 就

可以在体 内切割
,

刀 刃 和刀 柄在同一平面内就有 了

方向性
,

通过体外刀 柄的方 向就可知道体内刀 刃 的

方 向
。

因而在现代精细解剖学知识的指引下就可以

进行很深部位的手术 ∗使刀 刃始终和重要的神经血

管保持平行
,

避免切断神经血管 −
,

这不仅使针 刺器

械能和现代西 医外科手术器械接轨
,

而且可 以使针

刺在疏通经络时针刀 就能够按照经络的走 向方 向进

行纵行疏通
。

在近 / � 年的探索过程中其深刻体会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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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要想走出中医现代化之路
,

我们这一代人

必须在中医学的指导下作出新 的原创性的医学研究

成果
。

中医学是我们祖先 的原创性医学
,

是几千年前

的事情
。

如果我们还依赖我们祖先 的成果而没有新

的原创性成果
,

怎么使中医现代化呢 ϑ

第二
,

要想有新的原创性成果
,

就要必须有新的

思路
,

如果没有新的思路
,

还在原来中医学 的思路上

原地踏步
,

是不能走 出中医现代化之路的
。

我们说思

路决定出路
,

出路就是新 的原创性成果
,

如果没有新

的思路就不可能有新的原创性成果
,

这就是我多年

来探索中医现代化的粗浅体会
。

二
、

针刀医学理论的建立是集成创新的结果

+
∃

针 刀 医学将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具体化

我们知道 中医讲 的
“

天
”

就 是 自然界
,

人时时刻

刻都受 到 自然界 的影 响
,

影 响的具体因素就是
“

风
、

寒
、

暑
、

湿
、

燥
、

火
”

六淫之邪Κ#Λ
,

这些因素都是 自然界

的物理现象
。

这些物理因素都要作用于人体
,

但这些

物理因素过度或不及
,

就要造成人体 内的物理变化
,

如过大的风会造成人体的软组织损伤
,

造成软组织

一连 串的病理变化
,

从前文可知软组织损伤的初期

是纤维断裂
,

骨骼和软组织移位
,

这都 是生物物理学

的变化
,

如果这些变化得不到及 时的纠正
,

就会引起

生物化学变化
,

形成各种疾病
。

这些疾病 的治疗
,

如

果不从生物物理学的角度入手
,

是不 能得到根本性

的治疗 的
,

这些损伤则主要靠人体的自我修复
。

在 自

我修复过程 中
,

由于人体护痛
,

而使损伤部位制动
,

最后形成新 的病理因素
,

即
.

粘连
、

瘫痕
、

挛缩
、

堵塞
。

这些新的病理 因素也 同样 是生 物物理学的变化
,

造

成人体 内外动态平衡的失调
,

从而形成各种各样 的

疑难病
。

人体受到过度寒冷 的刺激
,

微血管就要挛缩
,

就

可 能造成血液循环局部或整体的流速减慢
,

同样也

可 以造成其它器官代谢通道的收缩
,

这些都是生物

物理学的变化
,

这些变化则造成人体血液循环和体

液循环 的动态平衡失调
,

从而形成很多疾病
。

我们可以逐条说 明自然界的物理 因素的异常而

造成人体生物物理 学的变化
,

也就是说这些生 物物

理学的变化就是 自然界的物理变化所引起 的
,

这就

将 中医
“

天人合一
”

的思想具体 化
、

科学化 了
,

也就是

现代化 了
。

由于篇幅关系不能赘述
。

�
∃

生物物理学是针刀 医学创立新理论
、

研究新

技术
、

发明新器械的理论基础

在针 刀 医学建立初期
,

我们就认识到疾病有成

千上万种
,

也 有各种各样的影响 因素 和致病因素
,

但是它的根本原因还是生物物理学 的变化所致
,

要

想解决 目前常规的 中西 医方法难 以治愈 的疾病
,

就

必须从生物物理学方面来找原 因
,

研究新 的治疗 办

法时就 优先考 虑如何恢 复人 体生物 物理学 的正 常

状态
,

发明新的治疗器械 的时候首先要考 虑的是不

要破坏人 体正常的生物物理学状态
,

我们是这样想

的
,

也是这样做的
。

比如
,

我们发现软组织损伤 的根

本病因是力平衡失调所致
,

骨质增生 的根 本病 因是

关节 内力平衡失调所致
,

并发现 了人体 内存在 了一

个庞大的电生理线路
,

很多疑难怪病都是 这个 电生

理线路发生异常所致
,

很多顽 固的内科病都是 脊柱

区带发生生物物理学变化所致等
。

这样我们就 以生

物物理学为基础
,

建立起针刀 医学有关病 因病 理学

的理论
,

在研究 新的治疗方法 的时候也是 这样
。

比

如
,

我们发 明 了针刀 松解法
,

以恢 复人体正常的生

物物理学状态 为 目的
,

而不破坏人体 的任何组织结

构
,

仅是 纠正异 常的病理变化破坏人体正 常生物物

理学状态的因素等
。

针刀医学 发明新 的医疗器械有

// 种之 多 #�Λ
,

每一种 器械在临床上 的应用都以不破

坏人体正 常的生物物理学状态 为出发点
,

比如针刀

它是解决人体内粘连
、

疤痕
、

挛缩
、

堵塞重要病理 因

素的治疗器械
,

我们把它设计得非常细
,

直径 只有

#5 5 粗
,

并且带有方 向性
,

能够从组织 间隙进人人体

的任何深度直到病灶
。

近 / � 年来
,

来针刀医学之所

以能在 国内外发展得这么快
,

主要原 因是它的近
、

远

期疗效皆好
,

特别是远期疗效优越于近期疗效
。

关键

原 因是 由于针刀医学从疾病的最根本
,

即生物物理

学变化人手
,

使人体恢复到正常的生物物理学状态
。

三
、

应该关注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的关系

人类早就发现用物理 学的办法可 以使很多物质

卯 〔≅
口

Α#Β ΧΔ ?Δ 8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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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化学变化
,

产生新的化学物质
,

比如用高温可 以

使很多物质分解而提炼 出新的化学物质
,

用高能物

理的理论使某些物体产生极高的运动速度
,

并使两

个这样高速运动的物体发生碰撞
,

使这些物质裂解

产生新的化学物质
,

如核裂变等等
。

事实上任何化学

变化都是由于物理因素造成的
,

这是我们的常识所

了解的
。

当然
,

有些化学变化也能引起物理的变化
,

但是
,

可以说世界上如果 没有物理变化在前
,

就没有

后来的化学变化
。

也就是说
,

物理变化是化学变化的

条件
,

化学变化是物理变化的结果
,

这是在 自然界的

情况
。

实际在人体内也是这种关系
,

我们通过大量的

临床实验研究
,

许多的生化检查结果都是 由于生物

物理变化所产生的结果
,

比如
,

一些致痛物质的产生

∗肤类和 0一Ν2 类 − 都是由于生物物理学变化引起疾

病 的结果
。

我们只要把人体的生物物理学状态恢复

正常
,

症状和功能就恢复正常
,

人体内的这些化学物

质也就自动恢复正常
。

所以我们在研究疾病的发生
、

发展和治疗过程中
,

时时要以生物物理学为着眼点
,

而不能以生物化学为着眼点
。

四
、

生物物理学应该是任何医学理论的基础

由于人体内生物物理学 的变化不那 么容易直观

可视
,

甚至很玄妙 Ο 相反生物化学 的变化
,

从血液 中
、

体液中和其他 相关 的组织器官 中都容易检测到
,

特

别是只需要人体局部的组织检测就可 以得到阳性结

果
,

而生物物理学 的变化
,

检测起来就不那么容易
,

所 以人们便习惯于从生物化学 的角度来认识疾病
、

治疗疾病
,

这使得我们在 医学上有些问题越研 究越

复杂
、

越困难
,

使得有些疾病难 以根治
,

成 为了老大

难疾病
。

对这类疾病统统加上
“

慢性
”

两个字或叫某

某综合症
,

就敷衍
“

完成任务
”

了
,

如慢性 咽喉炎
、

慢

性支气管炎
、

慢性 胃炎
、

慢性胰腺炎
、

慢性结肠炎
、

慢

性盆腔
、

腰三横突综合症
、

美尼尔氏综合症等等
。

如

果 我们换一种研究方法
、

换一种思路
,

从生物物理学

的角度来找这些疾病的根本病 因
,

一旦找得了病 因
,

这些疾病不但可以 彻底治愈
,

而且疗程很短
。

比如
,

慢性支气管炎肺部代谢障碍
,

肺泡的炎性分泌物无

法彻底长久 的控制
,

我们运用生物物理学 的方法来

研究这种疾病
,

发现它 的根本原 因不再于肺的本身
,

而在 于背部第三胸椎及 其周 围软组织受 到各种 各

样
、

轻重不 同的损伤
,

而引起这个部位 的内部生物物

理学 的变化
,

造成各关节的轻度移位或软组织的变

性 ∗粘连
、

瘫痕
、

挛缩
、

堵塞 −
,

这些变化都会使控制肺

脏 的交感神经 的电流发 生异常改变而功能紊乱
,

从

而使肺脏的功能发生障碍
,

形 成了久治不愈而伴随

终身的慢性支气管炎
。

此种疾病我们只要运用 针刀

医学的脊柱调衡法和软组织松解法
,

使此部位和相

应 的交感神经恢复到正常生物物理学状态
,

该病即

会在一星期左右的时间内症状消失
,

不再复发
。

再如

糖尿病
,

过去从生物化学 的角度来认识它
、

治疗它
,

我们无法将此病彻底治愈
。

从生物化学的角度研究

发现调节人体糖代谢的两种酶分泌异常而造成 了糖

尿病
,

一种叫胰 岛素
、

一种叫高糖素
。

在正常状态下

人体内糖 的含量过高时
,

胰脏会分泌大量 的胰岛素
,

将糖降下来使之达到正常水平 Ο 当人体内糖的含量

不足时
,

胰脏就分泌大量的高糖素
,

使人体内糖 的含

量升高达到正常水平
。

相反
,

当胰 岛素分泌不足
、

高

糖素分泌过多
,

出现这种异常状态时就引起了糖尿

病
。

常规的治疗方法就是补充胰岛素或抑制高糖素

的分泌
,

可惜这种方法只能取得短暂的效果
,

因而就

只能长期补充胰岛素或使用降糖药
,

再配合限制患

者的饮食
,

减少糖的摄人量
,

因而此病缠 绵难愈
,

甚

至发生严重结果
。

而我们从生物物理学 的角度对该

病的发病原因进行研究
,

起初就提出一个疑问
,

胰脏

的这两种酶为什么会分泌异常 ϑ 研究发现 同样是因

为控制胰脏的交感神经的电流发生异常或相关 的电

线路故障
,

使胰脏本身的功能发生障碍所引起的
。

我

们 同样用脊柱调衡法和软组织松解法
,

在第七胸椎

和第九胸椎范围内进行治疗
,

使该部位的生物物理

学状态恢复正常
,

或用人体电线路调衡法进行治疗
,

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使这一顽症得到彻底的根治
。

以上举例
,

用于说明人类的一切疾病第一位的根

本原因
,

是生物物理学的变化所引起的
,

所以我们要将

生物物理学作为任何医学理论的基础
,

另外从上一节

关于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的关系的说明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要将生物物理学作为任何医学理论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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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中医全面进行现代化研究

的有关新理论的假说

+
∃

中医现代化的研究方向

中医应用
“

天人合一
”

的思想形成 了中医学 的理

论体系
,

这个理论体系的每一部分虽然都 比较粗放

∗与现代科学相 比 −
,

但是它却抓住 了 自然界的物理

变化对人体生物物理学的影响这一根本问题
。

我们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 明白生物物理学 的异常变化是人

类产生各种疾病的源头性 的根本原 因
,

其他的一切

生理病理的变化都是后续性的
,

因此 中医 的一切治

疗措 施都 是 以 调节人体 的生 物物理 学变化 为 出发

点
,

如 中医说
“

寒者热之
、

热者寒 之
、

实者 泻之
、

虚者

补之
” ,

正因为中医的治疗是 以生物物理学为其着眼

点
,

所以 它能解决一些现代医学所不能解决 的问题
,

在临床上能够取得较好 的疗效
,

这也是 中医学能够

传承数 千年的根本原因
。

但是
,

由于当时 自然科学水

平和其他条件 的限制
,

使得 中医学还停 留在人能够

直接感知的物理现象范围内
,

更不懂得什么是生物

物理学的概念
,

因而导致现代发达 国家的主流医学

不能认 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

从 �� 世纪  � 年代我国的有识之士 已经清楚 的

认识到中医学必须 和时代同步
,

使之具有现代科学

的内涵
,

进而喊出了中医现代化 的响亮 口号
,

这为发

展中医事业指出了金光大道
。

但是
,

使中医具有什么

样的科学 内涵
,

这一复杂问题
,

也是一个最重大 的问

题还没有搞清楚
。

现在我们应 明白
,

抓住中医理论体

系的主要优势 ∗物理学的运用 −
,

深人 研究人体的生

物物理学并制定 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

那时候 中国人

将 为人类提供 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理论和治疗

技术
,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建立一个在 中医理

论指导下的现代的新的理论体系
。

建立这样一个理

论体系除了针刀医学已做 的工作以外
,

通过认真研

究思考还提出了以下的科学假说
。

�
∃

建立正常人体生物物理学的数据库

人体的生物物理学异 常变化也有外因和内因两

个方面
,

外因就是 自然界对人体生物物理学变化产

生的影 响
,

内因就是情志对人体生物物理学变化所

产生的影响
,

要精准检测人体生物物理学变化
,

首先

就得有一个正常人 的各项生物物理学指标
。

生物物

理学 的内容和普通物理学 的内容基 本一致
,

即声
、

光
、

电
、

磁
、

热
、

力等
。

对这些物理因素的状态
,

在正常

的不 同人群身体内的各项 指标要建 立一个数据库
,

这是一件特别庞大的工程
,

只要有 了这样一个数据

库
,

就能够随时检测每一个个体
,

而发现其不正常的

生物物理状态
,

这样我们就能找 出办法使这些异常

生物物理学状态恢复到正常
。

在这里特别 注意到的

是
,

这些物理因素由于时时刻刻都受到生命活动的

影响
,

所 以和 自然界的物理学规律有一定的差异
。

做

这一件工作应从如下几方面人手
.

∗#− 运用紫外
一可见吸收光谱原理 Κ/Λ

∗�− 荧光光谱原理

∗/− 分子振动光谱原理

∗(− 圆二色性光谱原理

∗0− 电子 自旋共振原理 Θ(Λ

∗ − 时间分辨光谱原理

∗1− 原子力显微镜观测

∗% −定量差示扫描量热技术#0Λ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

已经为我们建立人

体生物物理学 数据库提供 了足够的条件
,

只要我们

目标 明确就行了
。

/
∃

建立人体气象学的新学科

按照 中医
“

天人合一
”

的思想
,

自然界所有 的现

象在人体 内都有相似的情况
。

众所周知
,

地球上一切

生物 的生老病死都与 自然环境 的变化息息相关
。

中

医经典所说的
“

春生
、

夏长
、

秋 收
、

冬藏
”

就是指亚 热

带地区
,

四季对生物的生老病死所起的调控作用
。

世界万物的生长有一个重要 的特征
,

就是什么

样 的环境生长 出什么样的生物来
。

因此有些病菌
、

病

毒
、

寄生虫在某一些人身上就能大量 的生长繁殖
,

造

成人的重 大疾病甚 至死亡
,

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就不

容易生长 繁殖就不会引起疾病
,

用现代 的话来说就

是人体的 内环境不同
,

即人体内部 的温度
、

湿度
、

血

液
、

体液的粘稠度
、

流速
、

代谢速度
、

生物电流
、

电阻
、

电压
、

光波
、

磁场
、

类氢原子能级等等不同
。

这些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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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综合之后所形成的不同变化产生了不 同的体内

环境
,

这些不 同的环境就是各种不 同病菌
、

病毒
、

寄

生虫生长的客观条件
。

中医说
“

邪之所揍
,

其气必

虚
” ,

这里的
“

气
”

应该是指人体内部 的
“

气候
” ,

这里

的
“

虚
”

应该是指人体内物理 因素的变化所造成 的适

应某些病菌
、

病毒
、

寄生虫生长的环境
。

事实上
,

中医

的所有治疗方法
,

就是在调理人体的 内环境
。

因此
,

人体内也像 自然界的气候一样在不断地变化
,

当形

成某种气候条件时就会产生某种疾病
,

如果 能够发

现人体 出现某些气候
、

气象的变化将有可能产生某

些疾病
,

或者是由于某些气候
、

气象 的变化 已经产生

了某些疾病
,

人类完全有能力来调整人体内不正常

的气候
、

气象变化
,

避免灾难的发生
。

建立人体气象学的新学科并不是天方夜谭
。

如

果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 人体生物物理学数据库
,

那

我们就能够通过现有 的科学技术手段
,

检测 出人体

内相关 内环境 的变化
,

而且能够预报某些疾病 的产

生
,

通过调整 内环境也可 以对某些 已经发生 的疾病

进行根本性的治疗
。

与此 同时
,

我们还不能忽略某些

生化指标的检测
,

因为某些生物化学的变化 同样会

引起人体 内环境的变化
。

如 果我们 能够建立 起人 体 的生物物 理学 数据

库
,

再能建立起人体气象学这门新学科 ∗包括理论和

技术 −
,

人类就能够有力地预防
、

治疗绝大部分疾病
。

我们要 想把 中医的基础理论彻底现代化
,

除了针刀

医学已 做的工作 以外
,

还需完成上述两个假说 的研

究
。

这些工作的完成会使中医达到现代最先进的科

学技术水平
,

并且会远远超过现有的中
、

西 医的医学

水平
。

针刀医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成功 的有 以下五

个方面
. 一

、

中医学的阴阳平衡理论 Ο二
、

辨证论 治 Ο

三
、

中医的理 法方药 Ο 四
、

中医针灸 的治疗机制 和外

科手术 的结合 Ο 五
、

将针灸针和手术刀 两种 医疗器械

的作用 和操作原理相结合再加 以创造
,

使之具有方

向性
。

将原来两种都不能进行闭合性手术的器械
,

能

够顺利地进行闭合性手术
,

结束了中医不能广泛地

进行外科手术治疗的历史
。

可以说
,

针刀医学在中医

现代化方面 已经开辟 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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