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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文献学的方法，通过考证古代医籍，对火疗法的源流做了初步的梳理，并将其归纳为炙、鴌、熏、熨、温针、烧针、
灸、烙等８种方法；从文字学研究和字面意义上解释了火疗八法的含义，并分述其操作方法、探讨其作用机制和适应症候，
进而分析了各疗法的发展进程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对火疗八法的作用特点和相互间关系的分析有助于火法的传承与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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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长达几十万年的用火经验中，人们不仅
仅意识到火能照明、取暖、驱逐野兽、烤炙食物，还可

以用来医治身体的疾患；如受到寒冷、潮湿的气候影

响时，古人就会采取生火取暖的办法来驱除寒湿，这

一火热烘烤的方法，即为《五十二病方》中所说的

“炙法”，这也代表着中医火法的开端。火法，又称

火疗法，是指利用火的温热特性，借助一定的物质载

体作用于人体肌表，达到祛除寒邪、缓解疼痛、疏通

经络等目的。在古人用火遗址中烤灼石器（烧石）

的发现，即为熨法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如《三国

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所载乌丸人“有病，知

以艾灸，或烧石自熨、烧地卧上”［１］，这种“烧石自

熨”的方法即为熨法的雏形。

１　火法的源流
据现存的文献考证，最早记载使用火法防治疾

病的当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一

书，书中首提“炙、熏、熨、灸”等４种疗法，以“炙法”
为例，其中直接用火烤炙患处者十一处，用火烤炙他

物再以烤炙之物进行治疗的有八处［２］，同时出土的

《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中亦有大

量关于灸法的描述。在《黄帝内经》中有“灸、熨、

鴌”等３种方法的记载，如《灵枢·病传》：“余受九
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

熨、刺、鴌、饮药之一者。”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

论》中亦记载了“温针、烧针、灸、熨、熏”等 ５种疗
法，其中运用最多的是灸法；更重要的是《伤寒杂病

论》中有３０余条论述“火逆证”的形成机制、病机变
化及治疗方法，而“火逆证”正是误用火疗法产生的

变证，这说明火疗法的应用在东汉是颇为盛行的［３］。

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中亦有“烧铁烙治瘭疽”的

记载。

通过对这些在中医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

响的文献考证，我们认为，火法在先秦至两汉时期就

已基本形成，而后世的发展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创

新，其简便廉验的特性，使得火法在中医学的早期阶

段应用的颇为广泛。因此以《五十二病方》《黄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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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伤寒杂病论》和唐代的《千金要方》等四部典籍

为主要参考依据，可将古代火疗法归纳为炙、鴌、熏、

熨、灸、温针、烧针、烙等８种方法。
２　火疗八法的含义
２１　炙法　炙，１）从字义来看，《说文解字段注》
曰：“炕火曰炙，正义云：炕，举也，谓以物贯之而举于

火上以炙之”“肉加于火上曰燔，贯肉加于火曰

炙。”［４］以此揣测“炙”即烘烤之意；２）从字形分析，
“炙”的释义似与“ ”字的含义一致，康殷先生在

《文字源流浅说·医术》中对“ ”的释义为：“ 象

人股，在股周围多处用微火灸灼，字形明确，绝非火

焚人股。”康殷先生的分析不无道理，但释灸未必可

信，这似与他不懂中医学有关，若释“ ”为“炙”则

似乎更为恰当［２］。在我国汉语方言体系中，今赣语

亦谓烤火为“炙火”。据以上分析，炙法即今之烘烤

疗法。

炙法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五十二病方》中，如

《五十二病方· （癃）》第十七治方：“燔陈刍若陈

薪，令病者北（背）火炙之，两人为靡（磨）其尻，

（癃）已。”［５］《理瀹骈文》：“水泻不止，艾一斤坐身

下，微火烘脚，泻自止。”烘烤疗法实际上在历代典籍

中记载不多，只散见于民间单方验方或口头相传中，

但根据人类用火的历史，可以推测烘烤疗法是最早

的火疗法，在古人学会使用火以后便已产生，现今也

仍在运用，并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生活经验。

２２　鴌法　火焰燃烧偶尔爆发蹦出来的火星落在
古人身上，烧灼体表的某个部位，却减轻了某种疾病

的疼痛，古人便记住这个灼伤的部位和这种烧灼的

方法，当疼痛再次发作时，病者点燃枝条试探性的烧

灼那个部位，久而久之，零星点滴的经验积累便渐渐

渐发展为鴌法［６］。

鴌：古同“?”，《说文》：“?，烧也，从火”，鴌法

首见于《黄帝内经》，《灵枢·病传》：“余受九针于夫

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

鴌、饮药之一者。”《灵枢·论痛》：“其于针石火鴌之

痛何如。”甲骨文的“鴌”字，指以草束火柱取其温

热，驱寒治病［７］。又《千金要方》有：“众蛇毒……以

火头称疮孔大小?之。”由此可以推测，鴌法不同于

炙法，炙与火相离，鴌与火相著，鴌法即指将患处直

接置于火焰上烧灼，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一种火疗

法。但自隋唐以下，鴌（烧）法已鲜见于历代典籍

中，这应当与鴌法自身的缺陷，灸法的发展和成熟密

切相关，也可以认为鴌法已完全被灸法所取代。

２３　熏法　熏法主要包括烟熏法、熏洗法和熏蒸

法，其中熏洗和熏蒸两法属水火共制范畴，虽与火相

关，但其更多的是对草药煎液的利用，不属火疗范

畴，在这里着重探讨烟熏法。

烟熏疗法，是利用药物燃烧的烟气，熏灸患部或

特定的部位，借助药力加热的作用，达到治疗疾病的

方法。熏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庄

子·让王》篇中极有“越人熏之以艾”的记载。在汉

代《五十二病方》中有用艾与柳蕈点燃取烟，熏治

“朐痒”的记述，后世的烟熏法即由此发展而来。

《伤寒杂病论》中就有“蚀于肛者，雄黄熏之”以治疗

狐惑病。唐·孙思邈有用全身熏法治疗妇人患癣，

宋代《圣济总录》中有用“筒熏法”进行急救，唐宋时

期并已出现专门用于烟熏疗法做的成药；清·吴尚

先与赵学敏分别在《理瀹骈文》与《串雅外编》中对

烟熏疗法的适应证做了详细的介绍。

烟熏疗法具有开窍救急、杀虫止痒、止咳化痰、

通络止痛、透疹拔毒、醒脑提神等作用，根据病情、适

应部位及治疗要求大致可分为桶熏法、筒熏法、药捻

子熏法、钵熏法、壶熏法、室熏法和药烟法等７种［８］。

２４　熨法　熨法，是指利用能吸收和释放热力的器
物（如石块，陶瓷，砖瓦等）或将某些药物（如食盐、

麦麸、葱姜晚蚕砂、附子粉等）加热后，趁热置于人体

某部位做来回往返或旋转的移动，通过热力和药物

的作用刺激人体肤表之脉络，达到疏通气血、化瘀散

结，消肿止痛的目的。熨法与烘烤疗法出现的年代

相近，在古人类用火遗址中发现的烧石和砾石的存

在即为佐证。据现存史料记载，西汉《史记·扁鹊仓

公列传》中写道：“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剂

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灵枢·寿夭刚

柔》有“刺大人者以药熨之”之说，又有“桂心渍酒以

熨寒痹”之法。唐·孙思邈有用熨法治疗颠仆欲死，

一切伤损，瘀血凝滞，气绝欲死者。宋代《南阳活人

书》用阴阳熨法（冷热熨法）治疗二便不通者；清·

叶天士有用平胃散炒熨治疗痢疾者；外治大家吴尚

先对熨法的运用颇有独到之处，吴氏提倡用药熨疗

法替代推拿、艾灼、烧针诸法，提出熨法熨脐是治疗

中焦疾病的第一捷法，此当属对熨法的最高肯定［８］。

２５　灸法　灸法，是用艾绒或其他药物点燃，置于
或接近于体表的穴位，通过烧灼、温熨、借助灸火的

热力与药力，透过皮肤肌肉，温通气血，疏通经络，调

整脏腑功能，从而达到祛病保健的目的。灸法中使

用艾叶的时间现已很难考证，早在《孟子·离娄篇》

中有“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晚

至梁·陶弘景《名医别录》：“艾叶：味苦，微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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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主灸百病。”那么由此可以推断，最晚在魏晋时

期，灸法所用的材料确为艾叶无疑。在１９７３年长沙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

灸经》是现存最早记载灸疗的医学文献。《灵枢·

官能》：“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说明灸法可以弥补

针法的不足。《伤寒杂病论》中有灸法治疗“下吐

利”的记载，又《金匮玉函经·证治总例》中有“点灸

法”“用灸之法”“壮数”和“灸之生熟”之论。两晋至

唐宋是灸疗法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

大量的灸疗专著，如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

敦煌残卷《新集备急灸经》、敦煌遗书《灸法图》和

《灸经明堂》，唐·崔知悌《骨蒸病灸方》，宋代的《备

急灸法》《灸膏肓俞穴法》《明堂灸经》等。在这一时

期出现的医书专著中亦有大量关于灸法的论述，如

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大量收集了前人及当时

简便有效的灸方，首创隔物灸疗，包括隔盐灸、隔蒜

灸、川椒灸等；唐·孙思邈的《千金方》较前者增加

了多种隔物灸疗法，如隔豆豉饼灸、隔泥饼灸、隔附

片灸及隔商路饼灸等。明清时期是灸疗法发展的成

熟时期，集中表现在灸法论著的大量增多，施灸方法

的不断创新、灸疗器械的引用和局麻灸法的应用；清

末受西方医学的冲击和统治者的歧视，灸疗法一度

冷落，但由于其简便易行，经济适用的特点，民间仍

大为流行［９］。

２６　温针法　温针法，是指用毫针针刺穴位后，在
针柄上裹以艾绒并点燃，使针温热以刺激穴位的治

疗方法，又称温针灸，针柄灸。温针法始见于东汉·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伤寒篇中言温针者有４
条，如第１１９条：“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在
《备急千金要方·孔穴主对法篇》亦有：“然灸之大

法，但其孔穴与针无忌即下白针，若温针讫，乃灸

之。”明·杨继洲的《针灸大成》一书对此法叙述甚

详：“其法针穴上，以香白芷作圆饼，套针上，以艾灸

之，多以取效。”温针法已不单纯是简单的针刺法，而

是针法与灸法的结合，适用于既需要留针而又适宜

用艾灸的病证，临床多用于治疗风寒湿痹和一些虚

寒性疾病［１０］。

２７　烧针法　烧针法，是将针置于火上烧红，立即
刺入相关穴位或者部位，旋即抽出，再以手按压针

孔，又称针、燔针、火针。烧针在《黄帝内经》中称

为燔针，其针法称为刺［１１］，如《灵枢·寿夭刚柔》

云：“刺布衣者，以火之。”《灵枢·官针》云：“刺

者，刺燔针则取痹也。”《伤寒杂病论》中有“烧针令

其汗”，以及误用烧针法引起“火逆”证的记载，补充

了《黄帝内经》中火针疗法的禁忌内容。晋《针灸甲

乙经》强调了其适应征为痹症和寒邪所致的病证，而

且重申火针治病必须考虑体质因素。唐《千金方》

首先将火针应用于外科，治疗疮疡疾患，也开创了火

针治疗热证的先河，宋《针灸资生经》将火针疗法创

造性地应用到治疗内脏疾患，且首次记载了火针治

疗内脏疾患和腰痛的病例。明代的《针灸大成》和

《针灸聚英》从火针的加热方法、针刺手法、适应证

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以《针灸聚英》的论述最

为系统和全面，这标志着火针疗法的成熟和完

善［１２］。近代贺普仁的《针具针法》一书对少针法有

较详细的论述，参考价值很大。

２８　烙法　烙法，又称火烙疗法，是用烧热的金属
器械，烙烫病变局部组织，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关于烙法的文献记载，在晋《小品方》中有：“治有饮

酒醉吐，牙后涌血射出，不能禁者，方取小钉，烧令

赤，正注血孔上，一注即断。”又“疗眼肤肉生覆瞳子

者方：取针烧令赤，灼著肤上，不过三烁缩也”。这里

的“烁”即指烙法。晋代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

“凡里有脓毒，诸药贴不破者，宜用熟铜针于油火上

燎透，先用墨笔点却当头，后以铜针浅浅针入，随针

而出脓者，顺也。”这种烧钉止血和燎针祛脓的方法

虽未云“烙”，但其本质却暗含“烙法”的含义。唐

《千金方》有以烧铁烙治瘭疽，《外台秘要》有烧桑刀

烙治蛇咬伤的记载；明代的火烙疗法已用于治疗眼

部疾患，如《本草纲目》：“烧铜匙柄熨烙眼弦内，去

风退赤甚妙。”清代已出现火烙疗法的简图，如高文

晋的《外科图说》；烙法此时已用于治疗口腔疾患，

如赵濂的《医门补要》有记载以烙铁烙治“舌下累累

疙瘩”及“舌根当中生肉?如樱桃”者［７］；近代《中医

大辞典·外科骨伤五官科分册》有载以烙法治疗乳

蛾、喉瘤等喉科疾患者。

３　火疗八法的作用特点和相互关系
３１　炙、鴌、熏、熨与灸法　炙是烘烤之意，鴌为烧
灼之法。炙与火相离，鴌与火相著；炙法的作用缓

和，与火保持一定的距离，易于控制，不易损伤局部

皮肤；鴌法是直接烧灼患处，刺激强烈，不易控制，容

易造成局部损伤和感染。

熏法，是借助火的燃烧将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发

挥出来，作用于患处。熨法则是对火温热特性的运

用，起到类似“恒温”的作用；如器物熨，通过对石头

瓦块的加热再作用于人体，石头瓦块在加热后可以

暂时保存温度，反复的熨烫患处即可达到类似“恒

温”的效果；药物熨则是将某些药物炒热后再放置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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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药物在炒热后不仅借助火的热力发挥出有效成

分，而且药物作为媒介来说本身就具有存储温度的

作用，从器物到药物的改变，这不仅是方法的改进，

更体现在古人对火法运用的思考和进步。

《素问·异法方宜论》：“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

鴌。故灸鴌者，亦从北方来。”文中的“灸鴌”二字，

后世医家多注解为艾火灼烧，如王冰、马莳等人。基

于人们自身的认知经验可知，“灸鴌”治病，起初只

取其温热以驱寒，并不限于什么特定的草；鴌法是用

火灼烧患处，燃烧的材料可能为树叶、树皮、树枝及

杂草等，况且早期的灸法有无使用艾叶也实难考证，

故王冰、马莳等人的注解也未必可信，至于将“鴌”

和“灸”视为同一种火疗法就更有牵强附会之嫌。

灸法，是用艾绒或其他药物点燃，置于或接近于

体表的穴位，通过烧灼、温熨、借助灸火的热力与药

力，透过皮肤肌肉，以温通气血，疏通经络，调整脏腑

功能。现今意义上的灸法实际上是对炙、鴌、熏、熨

等火疗法的综合运用，是对以上四法的继承和发展。

如艾柱灸中的瘢痕灸，就是将艾柱置于体表燃烧、灸

灼的一种方法，这实际上是对鴌法（烧灼法）的运

用；艾条灸中的温和灸，是将艾条一段点燃，对准施

灸部位，距０５～１０寸进行熏灸，使患者局部有疼
痛而无灼痛的方法［１３］，这种灸疗法当属炙法和熏法

的结合；而太乙针灸和雷火针灸两法更是对熨法的

发展。也可以说灸法是一种综合疗法，灸法的出现

也打破了火疗法单一的模式。

３２　熨、烧针与烙法　由于受科技条件的限制，古
时候的熨法所采用的材料多为石头、陶瓷、瓦块等，

大多形状不一、质地不均、易于损坏，在实际的应用

中并不方便。直至金属工具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

现状，烧针所采用的针具较之石头、瓦块等更为精

细，操作更趋简便，尤其是更适合微小部位的操作。

烙法与烧针法相似，其选用的物质载体同样为

金属器械，形状较针具宽厚，而有的烙法所选用的工

具即为金属针具。烙法与烧针法的区别，主要表现

在两者作用于机体的部位不同，烙法作用于体表，肌

肤表层，烧针法则要穿透皮肤表层，作用于肌肉、纤

维层。

３３　温针与灸法、烧针法　根据对温针法的定义可
知，温针法实际上就是针刺和灸法的结合运用，适用

于既需要留针，又需施灸的疾病。现代的针灸学将

温针法归纳到灸法中，称为温针灸。

温针与烧针法，两者同属针刺疗法的一种，也都

借助了火的温热特性，但操作方法和适应症候则差

异较大。然而亦有部分医家将温针与烧针法等同，

如明·方有执《伤寒论条辨·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中》：“温针者，针用必先烧其温以去其寒性也。”清

《医宗金鉴》有：“烧针即温针也。”在《伤寒论》五版

教材中亦有“烧针又称温针”［１４］之说。我们认为，此

三家之说欠妥，温针与烧针法是２种不同的火疗方
法，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４　讨论
现代的火疗法与古时已大为不同，古时的炙法

已很少应用，鴌法则完全被灸法所取代，熏法与熨法

仅见于偏远的山区，尚有极少数民间医生在使用这

２种火法，温针、烧针、灸法则形成了独立的针灸体
系，烙法尚应用于医治口腔、咽喉及某些皮肤外科疾

患。现代民间所指的“火疗”实为火龙疗法，是通过

在人体上燃烧大火，并辅之以药液，对人体的肌表进

行加热治疗，从而达到祛病、健身、养生等作用的一

种中医外治法。现代的“火疗”是“灸法”“熏蒸法”

与现代医学“透皮吸收技术”相结合的综合疗法［１５］，

举凡虚寒性疾病、外感风寒湿邪以及跌打损伤导致

气血经脉痹阻的疾病都可以采用此法。

火疗法源于古人对用火实践的探索，与疾病斗

争经验的积累，并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医学的

进步而不断成熟，渐趋完善乃至融合。科技的日新

月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同样也带动了医学的变

革，“火力”时代已经远去，火疗法在临床中的应用

也渐渐成为历史，现已进入“电疗”时代，但对现代

医学治疗手段的研究不难发现火疗法的身影，如：古

时的炙（烘烤）、鴌（烧灼）法与现代的烤电、放疗法；

古时的熏法与今日的雾化吸入法；古时的熨法与今

日的熨帖法、磁疗法；古时的烧针、温针法与今日的

电针法；古时的艾灸法与今日的电灸法；古时的烙法

与今日的电刀烧灼法等。探本溯源才能做到继承和

发展，乃至创新；对古代火疗法历史源流的回顾，不

仅是对于明确火疗法的源流、分类、操作方法的演变

与应用，还是对中医外治法的丰富，以及对现代医学

技术的启示与应用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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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联第十届中医儿科国际学术交流大会

世界中联儿科专业委员会换届改选会议

通　　知

　　经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批准，世界中联第十届中医儿
科国际学术交流大会将于 ２０１８年 ７月在新加坡（７２１－
７２３）、马来西亚（７２４－７２８）召开。会议由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儿科专业委员会、新加坡中医研究院联合主办。

世界中联儿科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任期已届满，本

次会议期间将同时召开儿科专业委员会换届改选会议，产生

第三届理事会。本次改选工作将按照世界中联专业委员会

章程要求，在海内外中医儿科同行中广泛发动，按条件遴选

产生新一届理事会。通知如下：

一、大会主题

中西医儿科团结合作，为各国儿童健康服务

二、会议内容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医儿科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举办世界中联第十届中医儿科

国际学术交流大会召开世界中联儿科专业委员会换届改选

会议

三、征文内容

１著名中医西医儿科专家学科前沿学术报告
２儿科热点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成果报告
３外治疗法推拿疗法针灸疗法儿科临床应用
４面向国际的循证性中医临床诊疗指南研究

５中医儿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经验交流
四、征文要求

见《儿科通讯》７８期。
五、会议日程

７月２１日报到，２０：００－２１：３０儿科专业委员会换届改
选会

７月２２－２３日第十届中医儿科国际学术交流大会新加
坡学术交流、访问

７月２４－２７日第十届中医儿科国际学术交流大会马来
西亚学术交流、访问

７月２８日返程
六、会议费用

注册费：新加坡代表每人１５０新元；中国及其他国家地
区代表每人：３００新元，或人民币１５００元。差旅正联系旅行
社办理。以上两项费用交付办法待通知。往返机票自购。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戴启刚（中国）：８６－１８１１２９３８８０５
ＳａｌｌｙＫｏｈ（新加坡）：６５－９７９７３０９６，联系邮箱：ｓｚｌｅｋ＠

１２６ｃｏｍ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儿科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７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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