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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疗法在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实践

马Ǔ昕
西吉县中医医院Ǔ宁夏Ǔ固原Ǔ756200

摘Ȟ要：针灸疗法作为中医传统疗法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中，针灸

疗法通过刺激特定穴位，调和脏腑功能、促进消化液分泌、调节肠道蠕动、缓解胃肠道炎症等，展现出显著的临床疗

效。本文旨在探讨针灸疗法在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实践应用，分析其治疗机制和疗效，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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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消化系统疾病是全球范围内常见的疾病类型，包括

功能性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病、慢性胃炎、消化性溃

疡、肠道易激综合征、慢性便秘等。西医治疗消化系统

疾病多采用药物治疗，但长期用药可能导致不良反应和

药物依赖。针灸疗法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手段，具有独

特的优势，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1��理论基础

针灸疗法深深植根于中医的整体观与经络理论体系

之中。中医理论强调人体是一个高度协调、相互依存的

整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通过错综复杂的经络网络紧

密相连，共同维持着机体的生理平衡与健康状态。消化

系统作为人体重要的功能系统之一，其病变往往不仅仅

是局部问题，而是与整体脏腑功能的失衡、气血运行的

紊乱密切相关[1]。针灸疗法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通过精准

定位并刺激经络上的特定穴位，旨在调和脏腑、疏通经

络、平衡气血，从根本上纠正机体的失衡状态，促进消

化系统功能的恢复与和谐。

2��治疗方法

2.1  针刺疗法
针刺作为针灸疗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操作精细且

富有技巧性。针灸医师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结合中

医辨证施治的原则，精心选择并刺激相应的穴位。这些

穴位多位于皮肤表层之下，通过不同深度、角度和手法的

针刺，可以有效激发经络的传导作用，调节脏腑功能，促

进气血流通。例如，在消化系统疾病治疗中，常选用足三

里、中脘、内关等穴位，以健脾和胃、行气止痛、调和

气血，从而缓解胃痛、腹胀、消化不良等症状。

2.2  灸法应用
灸法作为针灸疗法的另一重要分支，主要通过燃烧

艾叶或艾条产生的温热刺激作用于特定穴位，以达到温

通经络、散寒除湿、活血化瘀的目的。在消化系统疾病

的治疗中，灸法常用于辅助治疗脾胃虚寒、寒湿内阻等

证型。如通过温和灸或隔姜灸胃俞、脾俞等穴位，可以

有效温暖脾胃，促进胃肠功能的恢复，缓解因寒邪侵袭

或脾胃虚弱引起的胃痛、腹泻等症状。此外，灸法还能

增强机体的免疫力，促进炎症的消退和组织的修复，为

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提供有力的支持。

3��针灸疗法在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实践

3.1  功能性消化不良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简称FD）

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消化系统疾病，其症状多样且复

杂，包括上腹部疼痛、餐后饱胀、早饱感、嗳气、恶心

等，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针灸疗法，作为

中医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FD的治疗中展
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和显著的疗效。

3.1.1  针灸治疗FD的理论基础
中医理论认为，FD的发生与脾胃功能失调、气机

不畅、气血不和等因素密切相关。脾胃为后天之本，主

运化水谷精微，脾胃功能失调则导致水谷不化，气机阻

滞，从而引发一系列消化不良症状。针灸治疗FD主要通
过刺激与脾胃相关的经络和穴位，调和脾胃功能，疏通

经络，行气止痛，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3.1.2  针灸治疗FD的穴位选择与操作
（1）足三里
位于小腿外侧，犊鼻下3寸，胫骨前嵴外1横指处。

足三里是胃经的下合穴，具有健脾和胃、行气止痛、扶

正培元的功效。针灸师在操作时，通常采用直刺法，进

针1-1.5寸，以患者感到酸胀感为度，留针20-30分钟。通
过刺激足三里，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增强胃肠道的消化

功能，缓解FD患者的上腹部疼痛和饱胀感。
（2）内关
位于前臂掌侧，腕横纹上2寸，掌长肌腱与桡侧腕

屈肌腱之间。内关是心包经的络穴，也是八脉交会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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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宽胸理气、和胃降逆、宁心安神的作用。针灸

师在操作时，采用斜刺法，进针0.5-1寸，以患者感到酸
胀感并向上臂或胸部放射为度[2]。刺激内关可以缓解FD
患者的嗳气、恶心等症状，同时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缓解焦虑、抑郁等情绪。

（3）中脘
位于上腹部，前正中线上，脐中上4寸。中脘是胃

的募穴，也是任脉的重要穴位，具有和胃健脾、消食导

滞、降逆止呕的功效。针灸师在操作时，采用直刺法，

进针1-1.5寸，以患者感到酸胀感并向胃脘部扩散为度。
针灸中脘可以直接作用于胃部，促进胃液的分泌和胃肠

的蠕动，从而改善FD患者的消化不良症状。
3.1.3  针灸治疗FD的疗效评估与安全性
多项临床研究表明，针灸治疗FD可以显著改善患者

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与药物治疗相比，针灸疗法具

有副作用小、安全性高的特点。针灸治疗FD的疗程通常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需要连续治疗数周至数

月。在治疗过程中，针灸师会根据患者的症状变化调整

穴位选择和刺激强度，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此外，

针灸治疗FD还注重患者的个体差异和整体状况。针灸师
在治疗前会详细了解患者的病史、症状、体质等情况，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针灸治疗还强调与患者

的沟通和交流，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为患

者提供全面的身心治疗。

3.2  慢性胃炎
慢性胃炎，作为一种常见的胃黏膜慢性炎症性疾

病，其症状表现多样，包括上腹部隐痛、胀满、恶心、

呕吐、反酸、嗳气等，严重时可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

工作。针灸疗法，作为中医传统医学的瑰宝，近年来在

慢性胃炎的治疗中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和显著的疗效。

3.2.1  针灸治疗慢性胃炎的理论依据
中医认为，慢性胃炎的发生与脾胃功能失调、气血

不和、湿热内蕴等因素有关。脾胃为后天之本，主运化

水谷精微，脾胃功能失调则导致水谷不化，湿热内生，

从而引发胃黏膜的炎症。针灸治疗慢性胃炎主要通过

刺激与脾胃相关的经络和穴位，调和脾胃功能，疏通经

络，行气活血，清热利湿，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3.2.2  针灸治疗慢性胃炎的穴位选择与操作
（1）胃俞
位于背部，当第12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胃俞是

胃的背俞穴，具有和胃健脾、理气止痛的功效。针灸师

在操作时，通常采用斜刺法，进针0.5-0.8寸，以患者感到
酸胀感并向胃脘部传导为度。刺激胃俞可以调和胃腑功

能，缓解慢性胃炎患者的上腹部疼痛和胀满感。

（2）脾俞
位于背部，当第11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脾俞是

脾的背俞穴，具有健脾和胃、利湿止泻的作用。针灸师

在操作时，同样采用斜刺法，进针深度与胃俞相同。刺

激脾俞可以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促进水谷精微的吸收

和利用，从而改善慢性胃炎患者的消化不良症状。

（3）中脘
如前所述，中脘是胃的募穴，位于上腹部前正中线

上，具有和胃健脾、消食导滞的功效。在慢性胃炎的治

疗中，针灸师也会选取中脘进行刺激，以直接作用于胃

部，促进胃液的分泌和胃肠的蠕动，改善胃黏膜的血液

循环和炎症状况。

3.2.3  针灸治疗慢性胃炎的疗效评估
临床研究表明，针灸治疗慢性胃炎可以显著减轻患

者的症状，如上腹部疼痛、胀满、恶心、呕吐等，同时

改善胃黏膜的炎症状况，降低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与

单纯药物治疗相比，针灸联合药物治疗慢性胃炎的效果

更为显著，可以缩短病程，提高治愈率。在针灸治疗过

程中，针灸师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情况，制定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并适时调整穴位选择和刺激强度。

同时，针灸治疗还注重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关注患者

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为患者提供全面的身心治疗。

3.3  肠道易激综合征
肠道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

是一种功能性肠道疾病，以腹痛、腹部不适伴随排便习

惯改变（如腹泻、便秘或两者交替出现）为主要症状，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针灸疗法，作为中医传统医

学的瑰宝，在治疗肠道易激综合征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

优势和显著的疗效。

3.3.1  针灸治疗肠道易激综合征的理论依据
中医认为，肠道易激综合征的发生与脾胃功能失

调、肝脾不和、肠道气机不畅等因素有关。脾胃为后天

之本，主运化水谷精微；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脾胃功

能失调或肝脾不和，则肠道气机不畅，水谷不化，从而

引发腹痛、腹泻或便秘等症状。针灸治疗肠道易激综

合征主要通过刺激与脾胃、肝脏及肠道相关的经络和穴

位，调和脾胃功能，疏肝理气，畅通肠道气机，从而达

到治疗目的。

3.3.2  针灸治疗肠道易激综合征的穴位选择与操作
（1）大肠俞
位于腰部，当第4腰椎棘突下，旁开1.5寸。大肠俞是

大肠的背俞穴，具有调理肠道、止泻通便的功效。针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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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操作时，通常采用直刺法，进针0.8-1.2寸，以患者感
到酸胀感并向腰骶部或腹部传导为度。刺激大肠俞可以

调和肠道功能，缓解腹痛、腹泻或便秘等症状。

（2）小肠俞
位于腰部，当第1骶椎棘突下，旁开1.5寸。小肠俞

是小肠的背俞穴，具有清热利湿、调理肠道的作用。针

灸师在操作时，同样采用直刺法，进针深度与大肠俞相

似。刺激小肠俞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和吸收功能，改善

腹泻症状，同时缓解腹痛和腹部不适。

（3）关元
位于下腹部，前正中线上，脐中下3寸。关元是任

脉的重要穴位，具有培元固本、补益肝肾、调理肠道的

功效。针灸师在操作时，采用直刺法，进针1-1.5寸，以
患者感到酸胀感并向小腹部或会阴部传导为度。刺激关

元可以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促进水谷精微的吸收和利

用，同时调和肠道气机，缓解肠道易激综合征的症状。

3.3.3  针灸治疗肠道易激综合征的疗效评估与优势
临床研究表明，针灸治疗肠道易激综合征可以显著

缓解腹痛、腹泻或便秘等症状，改善肠道功能，降低复

发率。与药物治疗相比，针灸疗法具有副作用小、安全

性高、不易产生药物依赖性的特点。同时，针灸还能调

节患者的心理状态，缓解焦虑、抑郁等情绪，对肠道易

激综合征的治疗起到辅助作用[3]。此外，针灸治疗肠道易

激综合征还注重患者的个体差异和整体状况。针灸师在

治疗前会详细了解患者的病史、症状、体质等情况，制

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针灸师会根据患

者的症状变化调整穴位选择和刺激强度，以达到最佳的

治疗效果。

4��针灸疗法的治疗机制

针灸疗法作为中医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消

化系统疾病的治疗中展现出了显著的疗效。其治疗机制

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且各具特色，相互协同，共同

促进疾病的康复。

4.1  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优化胃肠道功能
针灸通过精确刺激特定穴位，如足三里、中脘等，

能够深刻影响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功能。这些穴位与胃肠

道的神经调控网络紧密相连，刺激它们可以激发神经递

质的释放，如胃动素、胃泌素等，进而调节胃肠道的动

力和分泌功能。具体而言，针灸可以促进胃酸的适度分

泌，增强胃肠道的蠕动能力，从而有效改善消化功能，

缓解消化不良、胃胀、胃痛等症状。

4.2  改善血液循环，加速组织修复与再生
针灸疗法还具有显著的改善血液循环作用。通过刺

激相关穴位，针灸能够扩张血管，增加胃黏膜和肠道的

血液供应。这种改善不仅有助于提升胃肠道的代谢活

性，还能为损伤组织提供充足的营养和氧气，从而加速

溃疡、炎症等损伤组织的修复和再生过程[4]。这对于治疗

胃溃疡、胃炎等黏膜损伤性疾病，以及促进肝炎等疾病

的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4.3  调节免疫系统，增强机体抵抗力
针灸在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研究表明，针灸能够刺激机体的免疫细胞，如T淋巴细
胞、B淋巴细胞等，增强它们的活性和数量。同时，针灸
还能调节免疫因子的分泌，如细胞因子、抗体等，从而提

高机体对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这种免疫调节效应对于治

疗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如胆囊炎、肝炎等，具有显著的

辅助治疗作用。通过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针灸能够帮助

患者更好地抵御病原体的侵袭，促进疾病的康复。

结语

针灸疗法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手段，在消化系统疾

病治疗中具有显著的疗效和安全性。通过对特定穴位的

刺激，针灸可以调整脾胃功能、疏通气机、清热解毒、

活血化瘀，从而缓解症状、促进疾病康复。未来，随着

科学研究的深入，针灸疗法在消化系统疾病治疗中的应

用将更加广泛，为患者提供更多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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