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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慢捻转进针法是一种历史悠久、疗效良好的进针

方法。最早在5灵枢#官能6中就有关于缓慢捻转进针的

记载: /微旋而徐推之0。明#徐凤5金针赋6/下针贵迟0、
清#廖润鸿5针灸集成6/徐徐纳针已过皮肤0等都对后世

缓慢进针法有很大影响。现代针灸大师承淡安、陆瘦燕、

王乐亭等进针都有轻轻用力、缓慢刺入的特点。陈尚杰

等对不同进针法所致的感传进行临床研究
[ 1]

,得出了 /慢

速捻转进针法所致感传明显优于快速进针法0的结论。

兹就缓慢捻转进针法与针刺效应的关系作如下探讨。

1 缓慢捻转进针法取得良好针刺效应的原因

111 取穴准确  /形神合一0/两神合一0 5灵枢#九针

十二原6云: /持针之道,坚者为宝,正指直刺,无针左右,

神在秋毫,属意病者0。缓慢捻转进针的全过程都离不开

/神0:从揣穴开始医者就心无杂念, 持针更是 /手如握

虎0,待针尖准确无偏地触及穴位皮肤,医患达到 /两神合

一0之刻,医者方全神贯注进针。运用快速进针法时,患

者往往在医生入针后方才有所意识,难以 /两神合一0。

医者多专注于进针的速度,而较难同时兼顾入针部位的

精确性。

112 充分发挥皮部的功能,增强针感  皮肤是 /卫气之
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 针石缘可去之0。在古代就有浅

刺皮部的 /刺卫0/半刺0/毛刺0及艾灸、热熨、药物贴敷等

疗法。缓慢进针,初刺皮部,患者可感觉到一种轻微麻胀

感或痒感,即 /皮肤感0。此种感觉易于循经脉线扩散或

由穴位处向外辐射,是皮部络脉之气被激发的表现,同时

利于深层得气,使浅、深 2个不同层面均能获得针感,更好

地疏通经络。现代生理实验证明,单一的皮下刺激能改

变刺激部位的代谢,提高其兴奋性,刺激通过外感受器及

传入神经兴奋大脑皮层相应位点,建立起条件反射,使大

量的无关刺激具有某种 /信号 0意义,在非条件反射即深

层刺激来到之前作好应激准备,以便能更精确和完善地

作出反应,加强刺激反应的效果。

113 易于掌握针刺深度, 求得最佳得气点,使 /气至病
所0 明代杨继洲云: /百病所起,皆起于荣卫,然后淫于

皮肉筋脉,是以刺法中但举荣卫,盖取荣卫逆顺,则皮骨

筋肉之治在其中矣。以此思之,至于部分有深浅之不同,

却要下针无过不及为妙。0从现代解剖学看,各个腧穴的

神经、血管、肌肉、肌腱等组织分布不尽相同,针感和针刺

深度当然有所差异。谢浩然提出, 经络存在于 /分肉之

间0/筋膜间隙0浅表组织中,从 /循经取穴0的准确程度

看,不一定是针刺越深疗效越好。运用缓慢捻转进针法,

由浅及深,可以很好地控制进针的深浅层次,容易观察到

天、人、地三部不同的针刺效应,找到最佳的针感点,并分

别在三部得气,使经气累积,有效信息得以叠加、放大,易

于产生沿经感传,使 /气至病所0。而快速进针时,毫针迅

速透过浅部而刺到深部组织,引起较为强烈的生理反应。

巴甫洛夫认为,某些神经细胞的兴奋,导致了其他神经细

胞的抑制。由此可认为深部神经血管的强烈反应,对浅

部组织中显性经络感传的出现是一种抑制,从而影响了

经络特异性的充分显示及最佳得气点的选择。

114 安全,不易刺中神经血管 针刺也是一种创伤疗法,

针感并非越强越好。采用缓慢捻转进针,在针尖接近血

管或神经时,即产生较强的针感,经气已至, /慎守勿失,

勿变更也0( 5素问#针解篇6),此时停止进针,可避免过

多地刺伤组织,以保护精气不受损伤。例如针刺环跳穴,

缓慢捻转将针插入一定深度,患者会产生胀痹感,觉得有

一股暖流向足跟涌去, 此时如继续进针,则会产生触电

感,坐骨神经已被触及。

2 缓慢捻转进针法在临床运用中影响针刺效应的问题

211 /疼痛0问题  现代神经解剖学示, 痛觉的产生

与刺激的强度和时间相关。在同样的刺激强度下, 延

长刺激时间可使痛觉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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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刺激强度,

是指能引起疼痛的刺激强度。而刺激的强度与刺激种

类的多少并不一定成正比。

缓慢捻转进针虽然在插入过程中多加了一种旋

转,但它强调的是手法的轻柔, 插入的速度要慢, 捻转

频率要慢 (约 20r /m in) ,幅度要小 (最好小于 15b), 其

产生的是很轻微的, 类似蚊虫叮咬的易于忍受的 /皮

肤感0。延长这种刺激的作用时间, 并不见得会产生

疼痛,反而可以增强经络的得气感应。如果说快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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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法是在 /重 0刺激的基础上求 /快 0, 以 /快 0而达到
/无痛0的话,那么缓慢捻转进针法的可贵之处就在于

其 /轻而缓 0。因为 /轻 0, 所以同样能无痛; 因为

/缓0,使柔和之力得以累加, 伴随着针感的逐渐增强,

针已进至适当的深度。尽管理论上讲, 快速进针和缓

慢捻转进针两者殊途同归,均能达到无痛,但临床操作

时疼痛是常见的问题。究其原因, 一部分是手法不熟

练所造成的:缓慢捻转进针时若捻转频率过快,幅度过

大,刺激过重,就会疼痛;快速进针时如果进针发力前

针尖与皮肤的距离过近,针尖在穿皮的瞬间速度尚未

加速达到最快,就会疼痛。另外,押手未起到压实穴位

以缓冲针尖冲击的作用,或者针尖太钝,或者酒精未挥

发就匆匆将针刺入穴内等,均可导致疼痛的产生。

为了消除疼痛,以达到更好的针刺效应,有的医生

进针时故意与患者聊天,分散患者注意力;有的在穴位

周围找 /无痛点 0进针。笔者认为, 这是不可取的。

5灵枢#本神 6: /凡刺之法, 必先本于神0。 5素问#针

解篇6: /必正其神, 欲瞻病人目, 制其神, 令气易行

也 0。古人针刺, 需引导患者心定神凝, 意守病所, 使

两神合一, 以神至而气至。入针时的聊天, 不但 /疼

痛 0给移走了,医患之 /神0也给移走了,针感求之不来

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寻找痛阈最大的 /无痛点 0进
针,与 5内经 6中 /以痛为腧 0的理论似有相悖, 不敢

苟同。

212 指力要求问题  广义的 /指力 0是对整个针刺过

程中手指操作技巧的总称,包括持针方法、进针时的用

力方向、针刺角度、行针力度和频率及手指力量的大小

及耐力等。狭义的 /指力0是指进针时手指的作用力。

由于飞针等快速进针法在进针前针尖需与皮肤保持一

定距离,进针时指力所做的功有一部分要在毫针刺入

皮肤前被消耗掉,故指力需足够大才能保证毫针透皮。

而缓慢捻转进针法直接将针置于穴位皮肤上, 只需轻

巧的指力稍加捻转下压即可使插入。故缓慢捻转进针

法更适合初学者使用。

213 患者的配合问题  相当部分患者在未真正了解

缓慢捻转进针法前, 就被 /缓慢 0/捻转 0所吓倒, 产生

抵触情绪,以致在针刺过程中不能很好地配合医生,使

针刺效应不能达到预期结果。

3 增强缓慢捻转进针法的针刺效应的临床小技巧

5灵枢#九针十二原6: /为刺之要, 气至而有效。0
要想求得针感,努力练就一套纯熟的针法固然重要,然

而一些小细节也需注意: 1)针灸前和患者解释缓慢捻

转进针法的过程和针下的感觉,让其心理有所准备,尤

其是有情志障碍的患者,需用认真关切的态度感染他

们,营造可信赖的情境, 可播放轻音乐, 使患者在轻松

愉快的气氛中接受治疗。2)最好采用针柄较粗的毫针

如盘龙针,以便于在小幅捻转中能更好地控制捻转角

度。3)切忌酒精未挥发就匆匆将针刺入穴内。4)针刺

时先针相对不痛的穴位, 最后针敏感的穴位。这样有

利于减轻患者的恐惧感, 取得患者的信任。反之患者

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变得紧张敏感,甚至发生晕针。5)

充分发挥押手的作用。5标幽赋6言: /左手重而多按,

欲令气散0。研究表明 [ 3]
, 针刺时产生的刺痛是由较

细的 A (D)纤维传导的;而针刺前的循、扪、按、压产生

的触压觉主要是由较粗的 A ( B )、A ( C)纤维传导的,

且上行传导速度远快于 A ( D)纤维。根据闸门控制学

说,非疼痛信号能抑制或易化在脊髓和三叉神经核中

疼痛信号所兴奋的神经元。因此,针刺前的循、扪、按、

压,兴奋粗纤维 A ( B )、A ( C) ,可抑制纤维 A ( D)对刺

痛的传导, 从而达到无痛或减痛的目的。6)在皮肤层

的捻转操作要尽可能轻巧且幅度尽可能要小, 下压指

力要均衡适当, 不可急躁。7)井穴等痛觉十分敏感的

部位酌情使用。

综上所述,缓慢捻转进针法是一种具有良好针刺

效应的进针手法,尽管目前在临床的运用中仍存在一

些问题,但是相信经过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缓慢捻转

进针法一定能更好地发挥出其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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