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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原始点疗法是台湾中医师张钊汉在阿是穴理论基础上创立的一套比较成熟的中医外治法体系。它全面总结了全
身各处症状相对应的阿是穴探寻位置，以激发人体自愈力为核心目的，以症状之有无和体力之强弱为核心标准，以按摩原

始点和补充内外热源为核心方法。该疗法具有鲜明的“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是继阿是穴之后在经络腧穴基础之上

的又一次创新，值得继续研究和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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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点疗法由台湾中医师张钊汉于２００６年正
式提出，经过其在临床实践与公益推广中的不断改

进，现已发展成为一套比较成熟的中医外治法体系，

帮助大量患者解除了病痛，在台湾、大陆以及海外华

人华侨中均有一定的影响力。本文基于最新版《原

始点医学》［１］和张医师的公益演讲录像，收集整理了

近年来国内关于该疗法公开发表的主要文献，对其

进行综述。

１　分类综述
１１　原始点疗法的理论
１１１　原始点疗法的理论基础———阿是穴理论　
据唐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灸例第六》记载，

“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掐）其上，若里

（果）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快成（或）痛处，即云

阿是。灸刺皆验，故曰阿是穴也”，由此第一次提出

“阿是穴”概念。元朝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

经》曰：“不定穴，又名天应穴。但疼痛便针，针则

卧，针出血无妨，可少灸”。明代楼英《医学纲目·

痛痹》曰：“但于痛处针，不拘经穴，须避筋骨，穴名

天应穴”，故“阿是穴”又有“天应穴”“不定穴”之称

谓。张树剑［２］认为阿是穴的本质是取穴法，陈德

成［３］等认为压痛点和激痛点是阿是穴的表现形式，

谢丁一［４］等认为阿是之法是根据患者腧穴不同状态

对外界刺激产生的特殊感应，从而找到腧穴的精准

则位置，应该成为临床腧穴精准定位的普适性取穴

方法。阿是穴取穴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在患处附近或

较远处探寻敏感的压痛点作为针灸推拿等处理的部

位，其疗效常明显优于常规穴位［５］。阿是穴不受具

体名称和固定位置所限，不属于经穴或奇穴，只按压

痛点取穴［６］，通过医患双方互动确立，是针对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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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症状的个性化治疗部位，尤其适用于各种痛

症［７］，原始点同样具有上述特点。

１１２　原始点疗法的理论创新———阿是穴理论突
破性的进展　孙思邈创立的阿是穴理论是在经络腧
穴理论基础上的创新，弥补了十四经穴和经外奇穴

的不足，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８］。但阿是穴的具

体位置探寻困难，在每一位患者身上均不相同，甚至

对于同一患者也会随着病情的变化而变化，故千百

年来在临床实践中未能充分发挥疗效。李虎［９］认为

阿是穴广泛出现于各种筋伤范畴疾病中，临床上如

能准确定位，则能获得显著的疗效，减少甚至避免使

用各种止痛药物的不良反应。原始点正是针对阿是

穴理论的不足，在其基础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主

要的创新之处在于总结了全身各处症状相对应的阿

是穴的具体探寻位置。张钊汉医师创立原始点疗法

的灵感，来源于为其饱受疼痛折磨的乳腺癌末期的

夫人进行推拿时的发现。２００３年的某一天，张医师
为其夫人进行按摩，按到臀部某处时夫人反应强烈，

诉胀痛（得气感）明显，虽然该处原本并无丝毫的疼

痛，亦非经穴或奇穴所在。然而，对该处按摩了两三

天之后，其原本疼痛难忍的腹股沟区症状却消失了。

张医师由此意识到，要缓解身体某处的疼痛，在该患

处按摩可能并无太大效果，但在某个原本并无症状

但一经按推则出现强烈疼痛（或“得气”）反应的部

位进行按摩等处理，则可能会产生显著的疗效，虽然

该处可能并非任何经穴所在。“原始点”一词即由

此得来，意为“疼痛的起源处”，这也符合通过激发

阿是穴以引气至病所，帮助改善该处气血运行的止

痛原理［１０］。随后，张钊汉医师本着“以人为本，以病

为师”的理念，经过１０余年在患者身上反复摸索，终
于将全身各处的症状与其相对应的“原始点”的探

寻部位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总结，由此创作出了《原始

点位置及其涵盖范围示意图》，这是中医史上首次专

为理筋按摩手法绘制的人体操作图［１１］，从图中我们

可以发现每一处原始点的探寻部位均位于骨旁，大

多呈直线分布，且基本不与十四经穴或者经外奇穴

重合。

１２　原始点疗法的核心目的———激发人体的自愈
力　原始点疗法崇尚《黄帝内经》所讲的“正气存
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理念，以及

希波克拉底主张的“我们每个人体内的自愈力是获

得好转的最大力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ｅａｌ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ｗｉｔｈｉｎ
ｅａｃｈｏｆｕｓｉ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ｆｏｒｃｅｉｎｇｅｔｔｉｎｇｗｅｌｌ）”。许珊
等［１２］认为，在现代医学对抗性治疗“大行其道”的环

境下，对自愈力的重视和研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

义。中医针灸推拿治疗的基本作用，正是以“疏通经

络”“行气活血”“调整脏腑”“调和阴阳”“扶正祛

邪”等为主［１３１４］。代飞等［１５］认为针灸之所以能够发

挥防病治病作用，就是充分利用人体的“自愈机

制”，使人体潜在的自愈力得以激发，最终使内外失

调、阴阳失衡状态调整为“阴平阳秘”。王蕊等认

为，针灸在于通过激发人体经气，从而充分调动人体

的自愈力防治疾病。原始点疗法创始人张钊汉医师

发现，当前民众过于依赖外在的医疗，而轻视自身的

自愈力，求诸于外的思想过多，求诸于内的理念缺

失［１］。原始点疗法的核心目的正是在于通过按推原

始点而激发出强烈的得气反应，最大程度上调动起

组织器官的良性运作，使其所涵盖范围的机体区域

增强修复力和自愈力，再辅之以内外热源（即温敷及

服用参汤、姜汤等温热性药食），从而达到治病求本

和预防保健的目的。

１３　原始点疗法的核心标准———症状之有无和体
力之强弱　原始点疗法认为，判断治疗效果的核心
标准不是检查、检验结果的恢复正常与否，而是以疼

痛为代表的“症”的不适感是否缓解和以“体伤”为

代表的“状”的组织受损的修复程度，以及体力（即

身体素质、免疫力、自愈力等）的增强。在临床上，常

常出现检查、检验结果和临床表现脱节的现象，如各

项指标异常，但患者毫无症状体征，或患者已经出现

明显的临床表现，但检查或检验结果却显示正常。

胡星新［１６］总结了临床症状体征与影像学检查分离

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机制研究进展，目前认为

该现象可能由多种因素综合导致，有待临床、基础进

一步研究。肖静等［１７］研究６０例过敏性鼻炎患儿后
发现，患儿血液指标与病情程度及鼻塞症状无相关

性，只与ＶＡＳ评分具有正相关。原始点疗法认为，
产生这样的矛盾现象可能是检查、检验指标的异常

与临床表现同属于“果”而非“因”，两者间并无因果

关系。因此原始点疗法坚持将症状的消失和体力的

恢复而非各种检查、检验指标的趋于正常作为疗效

判断的核心标准，非常符合《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准》里“疗效评定”标准中的“症状及体征消失”或

“症状及体征改善”的“治愈标准”或“好转标

准”［１８］。

１４　原始点疗法的核心方法———按推原始点和补
充内外热源

１４１　按推原始点
１４１１　原始点的探寻方法　如《原始点位置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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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范围示意图》所示，无论身体哪一处出现疼痛或

其他的不适症状（如酸、麻、胀等），均可找到其对应

的原始点探寻部位。沿着探寻部位的线路依次按

推，同时询问患者是否感到疼痛，出现明显疼痛的位

点即为该患者此刻的原始点。

１４１２　原始点的按推原则　１）安全性原则：按推
力量应由轻而重，以患者感到明显疼痛但又能够承

受为宜；２）有效性原则：尽量找准、找全所有原始点，
一个不漏地进行按推；３）经济性原则：医者以最省
时、省力的方式进行按推，见效即止。

１４１３　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使用手指、指间关
节、手肘或按摩工具对找出的原始点依次进行按推，

每个原始点每次仅需按推数秒，并重复两三次即可，

重点按推压痛感最强烈的原始点位置。

１４２　补充内外热源　根据原始点理论，按推原始
点在激发自愈力的同时也会消耗体能，因此按推完

毕须及时补充内外热源以供机体自身修复所需，尤

其对于体力虚弱的患者更为重要。外热源以温敷为

主，既可温敷按推完毕的原始点，亦可同时温敷患

处，即患者原本疼痛的部位，温敷工具可用暖暖包、

微波炉加热的红豆袋等，如患处有皮损则可使用传

统艾灸、ＴＤＰ等。内热源以服用姜汤或参汤等温热
性药食为主，具体剂量依病情轻重和患者身体状况

而定。

１４３　按推无效的情况与处理方法　按推原始点
仍然可能遇到没有明显疗效的情况，根据原始点理

论，可判定疼痛完全来源于患处，即“本处体伤”，而

非其他部位（原始点）的气血和组织运转不畅所致。

此时应以温敷患处和服用内热源为主，按推激发其

对应的原始点为辅。

１５　原始点疗法的鲜明特色———简、便、验、廉
１５１　简———原始点提供了至为简要的临床治疗
操作方案　张医师总结出的原始点探寻部位相比经
络理论来说简要了很多，内外热源也仅仅为“温敷”

和“服用姜汤、参汤等温热性药食”，易学、易记，简

约、实用，便于临床操作。

１５２　便———原始点显著降低了手法操作的难度
　中医外治法往往对于针灸推拿等操作的具体手法
有着极高的要求，比如强调通过针刺角度、方向、深

浅等的把握和“提插捻转”“青龙摆尾”“白虎摇头”

等各种促使得气的方法来产生“针感”［１９］，通过多年

严格训练来达到“持久、有力、均匀、柔和、深透”和

“稳、准、巧、快”的“基本要求”［２０］，通过“易筋经”

“少林内功”“推拿器械练功”等达到“内外兼

修”［２１］，等等。然而，不少技巧和功力的训练会对医

者带来伤害，如“一指禅推法”等耗费指力和体力的

训练及操作，久而久之往往引起关节疼痛、畸形等后

果。原始点疗法明确提出手法治疗首重“位置”，其

次才是操作技巧。由于原始点特有的敏感性，只要

位置准确，则无论使用手指、手掌、手肘乃至其他按

摩工具，仅需较轻的按推力量和较短的操作时间，就

能达到超越常规经络穴位的“得气”效果，使手法治

疗从“重技巧”转变为“重部位”，在保证疗效的前提

下显著降低了对施术者技巧的要求和身体的伤害，

让更多医者乐于接受。

１５３　验———原始点提供了立体式、综合性的治疗
效果　身体各处的各种不适症状，均有其对应的原
始点探寻位置，只需在该位置找出原始点进行按推，

相对应部位的不适症状即可得到缓解，而不必细分

该症状的具体位点，也不必细究引起该症状的具体

病种或者中医证型。也就是说，与经络穴位单线式

的传导、各有偏重的疗效不同，原始点拥有立体式的

传导和综合性的治疗效果，能够涵盖其对应部位的

任一具体位点的各种症状。因此，使用原始点疗法

就不必再针对不同部位、病种和中医证型进行复杂

的循经配穴、取穴等操作。原始点疗法近年来也引

起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目前的应用集中在以痛症

为主的骨伤科和内科疾病的治疗方面［２２］。贾敏

等［２３］运用颈痛穴配合原始点按摩法治疗落枕 ４７
例，疗效显著；许婧等［２４］应用原始点埋线配合正骨

手法治疗腰腿痛８１例，发现疗效优于常规针灸治疗
的对照组；何晓田等［２５］运用针刺原始点配合推拿治

疗腰椎间盘突出症６４例，发现疗效优于常规针刺配
合推拿治疗的对照组。宋占德［２６］针灸原始点治疗

１３６例中风后遗症患者，发现疗效优于行常规针灸
治疗的对照组；熊小芳等［２７］采用降逆制酸散联合原

始点疗法治疗３０例寒热错杂型反流性食管炎患者，
发现疗效优于使用雷贝拉唑钠肠溶片和枸橼酸莫沙

必利胶囊治疗的对照组；黄统强等［２８］发现针灸配合

原始点疗法可改善患者面部残疾，缓解面部神经麻

痹，提升治疗周围性面瘫的疗效。

１５４　廉———原始点大量节省了医者的时间体力
消耗和患者的医疗开支　原始点疗法由于操作简
要，轻取即得气反应明显，因此能大量节省医者的时

间和体力消耗，从而显著提升以针灸推拿为主要治

疗方法的中医科室的临床工作效率。同时，其显著

的疗效和低廉的治疗成本也能大量节省患者的医疗

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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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始点位置及其涵盖范围示意图

２　小结
经过张钊汉医师及世界各地众多的使用者十余

年的不断实践和修正，原始点疗法已经发展成为一

套比较成熟的中医外治法体系。它全面总结了全身

各处症状相对应的阿是穴探寻位置，以激发人体自

愈力为核心目的，以症状之有无和体力之强弱为核

心标准，以按推原始点和补充内外热源为核心方法，

具有鲜明的“简、便、验、廉”的中医特色［２９］。

３　讨论
原始点疗法既符合阿是穴“痛无定处”的客观

规律及其“以痛为腧”的取穴方式，又为临床迅速、

全面、准确地找出每一位患者实时的阿是穴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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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方法，是继“阿是穴”之后在经络腧穴基础之上

的又一次创新。原始点疗法为充分挖掘中医阿是穴

的宝贵价值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实践方法，目前

国内对其认知和研究不足，临床应用较少，值得今后

继续研究和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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