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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0年,我们采用针灸治疗单纯性肥胖

症35例, 取得了满意疗效,现介绍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35例均为我院减肥专科门诊患者,

经临床检查排除继发性肥胖。凡实测体重超过标准

体重[标准体重( kg) = (身高 cm- 100) ! 0. 9] 20%,

体重指数[体重指数= 体重( kg) /身高2( m) 2] > 24的

患者,列为观察对象。其中男 4例,女 31例;年龄最

小20岁,最大67岁,平均36. 5岁;病程< 5年 8例, 5

~ 10年10例, 10~ 15年 7例, 15~ 20年 2例,自幼肥

胖8例;有家族史者 20例。

1. 2 治疗方法

1. 2. 1 辨证取穴

1. 2. 1. 1 肝郁气滞 体穴:肝俞、太冲、曲池、上巨

虚;耳穴: 肝、脾。

1. 2. 1. 2 胃中蕴热 体穴:内庭、曲池、上巨虚;耳

穴:饥点、肺。

1. 2. 1. 3 肠燥便结 体穴: 曲池、天枢、支沟; 耳

穴:大肠、肺、三焦。

1. 2. 1. 4 湿困脾胃 体穴: 中脘、水道、脾俞; 耳

穴:脾、三焦。

1. 2. 1. 5 脾虚湿阻 体穴:太白、三阴交、阴陵泉、

脾俞;耳穴:脾、三焦。

1. 2. 1. 6 心肺气虚 体穴: 神门、太渊、肺俞; 耳

穴:心、肺。

1. 2. 1. 7 脾肾气虚 体穴: 脾俞、肾俞、太白; 耳

穴:肾、脾。

1. 2. 2 临证加减 食欲亢进体穴加内庭, 耳穴加

饥点;易饥饿加足三里(重泻) ;嗜睡体穴加脾俞、血

海(均用梅花针叩刺) ;下肢水肿体穴加水分, 耳穴

加三焦; 自幼肥胖体穴加肾俞、三阴交, 耳穴加肾;

产后肥胖体穴加曲泉、石门,耳穴加屏间;月经不调

体穴加地机、血海,耳穴加屏间。

1. 2. 3 针刺方法 体针在得气后实证用提插捻转

泻法,虚证行提插捻转补法, 虚寒证针后加灸。由

于肥胖患者皮脂较厚, 某些穴位需用 3寸以上毫

针。实证患者刺激量宜大, 手法较重。每次留针

30 min,隔日1 次, 15次为 1个疗程。耳穴贴压磁

珠, 嘱患者于进餐前30 min自行按压 5min,酸痛为

度, 5日更换 1次,两耳交替进行。

1. 3 疗效标准 参照 1991 年全国中西医结合肥

胖病研究学术会议制定的单纯性肥胖病疗效评定

标准[ 1]。近期临床痊愈:体重下降已达到标准体重

或超重范围内。显效: 体重下降> 5 kg。有效: 体

重下降> 3 kg。无效:体重下降 ∀ 3 kg。

2 结 果

2. 1 疗效 本组 35 例, 近期临床痊愈 14 例, 占

40. 0%; 显效 6 例, 占 17. 14% ; 有效 9 例, 占

25. 71%; 无 效 6 例, 占 17. 14%。总有 效 率

82. 86%。

2. 2 治疗前后肥胖指标的变化 见表1。

表 1 35 例治疗前后肥胖指标的变化 x # s

n 治疗前 治疗后

体重(kg) 35 74. 98 # 12. 35 70. 78 # 11. 13*

肥胖度( % ) 35 35. 56 # 16. 05 28. 04 # 14. 60*

体重指数 35 29. 05 # 3. 53 27. 44 # 3. 22*

与治疗前比较, * P < 0. 01

由表 1可见,治疗前后比较, 患者各项肥胖指

标均有明显下降,经统计学处理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P < 0. 01)。

3 讨 论

∃素问%奇病论&云: ∋ 此肥美之所发也, 此人必

数食甘美而多肥也, 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

(()∃脾胃论&曰: ∋脾胃俱旺, 则能食而肥。脾胃

俱虚, 则不能食而瘦, 或少食而肥, 虽肥而四肢不

举。)∃傅青主女科&言: ∋妇人有身体肥胖((乃脾

土之内病也。)张景岳说: ∋肥人多有气虚之证。)朱

丹溪说: ∋肥白人多湿。)肥胖症多属本虚标实证, 肥

胖早期以实证为主,后期以虚证为主。本虚以气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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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多,也可兼有阳虚或阴虚。标实以实热、痰浊、水

湿为主,亦可兼有气滞、血瘀。病位多在中焦脾胃,

其次为肝、肺、肾。可见肥胖症的病因病机比较复

杂, 临床表现也多种多样。因此, 我们采用辨证取

穴,临证加减,灵活应用的方法治疗单纯性肥胖症,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针灸治疗前后患者的肥

胖指标也有明显下降,说明患者肥胖程度的减轻与

针灸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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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关 穴) 辨 析

刘红菊(甘肃中医学院 99级研究生 兰州 730000)

提起四关穴, 针灸界同仁一定会想到四关穴

∗ ∗ ∗ 合谷、太冲,但笔者并不以为然。∋四关)一词

首见于∃灵枢%九针十二原&∋ ((五脏有六腑,六腑

有十二原,十二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脏,五脏有

疾, 当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 五脏之所以禀三百

六十五节气味也。五脏有疾, 应出十二原, 明知其

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也(()再接下文指明各
原穴名称: ∋ ((阳中之少阴, 肺也,其原出于太渊,

太渊二, ((膏之原,出于鸠尾,鸠尾一。) [ 1]四关与

原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原气源于肾间动气,

通过三焦运行于脏腑,乃十二经之根本, 由于原穴

是脏腑原气所留止之处,故脏腑发生病变时, 就会

相应地反映到原穴上来。再来考察十二原穴之定

位皆在四肢以下腕踝关节附近,所谓∋关)指起转折
关联作用的部分, 引申为两骨连接处。杨上善∃太

素%诸原所生&注说: ∋四关,四支也。)即四肢, ∋十二

原出于四关)就可以理解为十二原穴通行于四肢关

节附近。但四关又如何被误解为太冲、合谷呢?

窦汉卿∃标幽赋&云: ∋拘挛闭塞, 遣八邪而去

矣;寒热痹痛,开四关而矣。)今人解释∋八邪)指五

指缝间的经外奇穴八邪, ∋四关)指太冲、合谷四穴。

∃针灸玉龙经&解释∋八邪)为∋八风之邪); ∋四关者,

两手足刺之而已, 正所谓六十六穴之也。)明%徐凤

∃针灸大全&注曰: ∋四关者,+五脏有六腑,六腑有十

二原,十二原出于四关, ∗ ∗ ∗ 太冲、合谷是也。) [ 2]
明

%杨继洲∃针灸大成&注曰: ∋ 拘挛者, 筋脉之拘束。

闭塞者,气血之不通。八邪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

言疾有挛闭, 必驱散八风之邪也。寒者, 身作颤而

发寒也。热者, 身作潮而发热也。四关者,六腑有

十二原,出于四关,太冲、合谷是也。) [ 3]杨继洲所言

与徐风相同。据此得出合谷、太冲为四关穴, 那么

杨继洲是否是此意呢? 再阅∃针灸大成&下文: ∋故

太乙移宫之日,主八风之邪, 令人寒热疼痛,若能开

四关者,两手两足, 刺之而已。) [ 3]
可见杨继洲之意

为:由于八风之邪而致寒热疼痛,应阵刺两手两足

部位的穴位, 这才是所谓开四关。太冲、合谷仅为

举例来说明取十二原穴治疗。为何单举这二穴为

例呢? 笔者以为:太冲为肝经之原穴, 位于踝以下,

合谷为大肠经之原穴,位于腕以下,上下各取一穴,

具有代表性。

再来分析∃标幽赋&原文是讲阵刺要领,本句是

结局,其前文未见具体穴名, 当然不会在最后特举

经外奇穴∋八邪)和经穴合谷、太冲[ 2]。对杨继洲与

徐凤所言不可以偏概全, 应贯通上下文来全面分

析。清%李学川∃针灸逢源&注曰: ∋手足拘挛, 气血

不通之症先追散八风之邪,寒痹热痹痛风之类, 针

两肘两膝之穴。) [ 4]这种理解思路也是正确的。吴

昆∃针方六集&对四关解释明了: ∋四关乃十二经别
达之路, 为阴阳表里交通险塞之地,在于四末,如往

来之关隘,故曰四关。)[ 2]至此,我们可以说太冲、合

谷相配只是上下配穴或原- 原配穴,不能称其为特

定意义的四关穴, 而且四关穴一名乃后人误解形

成, 应予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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