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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诸葛亮智取
汉中，曹阿瞒兵退斜谷”中写道：魏蜀大战，
曹操带伤归寨，原来被魏延射中人中，折却
门牙两个，急令医士调治。这里的人中为
人体常用穴位。

人中穴，即水沟穴，上唇上方正中的凹
痕，位于鼻柱下，属于督脉，在人中沟的上
1/3与中1/3交点处；在口轮匝肌中，有上唇
动脉、静脉分布，有眶下神经支及面神经颊
支；具有醒神开窍、调和阴阳、镇静安神、解
痉通脉等功效，历来被作为急救首选之要
穴应用于临床；主治昏迷、晕厥、暑病、癫
狂、痫证、急慢惊风、鼻塞、鼻出血、风水面
肿、牙痛、牙关紧闭、黄疸、消渴、霍乱、瘟
疫、脊骨强痛、闪挫腰痛等。

人中穴为醒脑开窍的重要穴位，其最
突出而明确的功效就是救治危急，在特殊
情况下对人体起保护作用。危急之时刺激
人中穴可醒神开窍、调和阴阳、镇静安神、
解痉通脉，出现中暑、中风、昏迷、惊风、晕
厥、休克、一氧化碳中毒，以及全身麻醉过
程中出现的呼吸停止，都可选用人中穴作
为急救首选要穴而应用于临床。

人中穴的人，指本穴位在头面天地人
三部中的人部；中，指本穴位处在头面前正
中线；人中之名指本穴位位于鼻唇沟的中
部。

人中穴是一个重要的急救穴位。当人
中风、中暑、中毒、过敏以及手术麻醉过程
中出现昏迷、呼吸停止、血压下降、休克时，用食指、中指两指端
置于拇指面，以增强拇指的指力，用拇指端按于唇沟的中上处
顶推，行强刺激，以每分钟20~40次为宜，可使患者很快苏醒。

现代医学研究对人中穴的急救作用做了科学解释：
一、刺激人中穴，可以使血压升高。在危急情况下，血压升

高可以保证机体各个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维持生命活力，而
节律性、连续弱性或强性刺激人中穴，都能使血压升高。

二、刺激人中穴，可影响人的呼吸活动，有利于节律性呼吸
活动的运行。

在人中穴施以针刺或用手指切掐刺激，对重症昏迷患者
也可起到促醒作用；为挽救生命争取时间，是一种简便易行、
效果明显的中医急救方法。运用人中穴救治昏厥急证，是简
单易掌握的应急性急救措施，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实为救命
之法宝。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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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流注学说的主要内容

子午流注是古代中医学家发
现的医学规律，即每天12个时辰
对应人体12条经脉，时辰在变，对
应的人体经脉也有盛衰之变。子
午中的“子”指子时（23∶00~1∶00），

“午”指午时（11∶00~13∶00）。就
一年来说，“子”是一年中农历十
一月，为冬至节所在；“午”为农历
五月，为夏至节所在。子午代表
十二地支，具有时辰、阴阳、方位
等含义。流注中的“流”指气血、
津液、营养等在人体内的流动，

“注”指注入营养、氧气、养分等。
流注即十二经脉气血运行的过
程。

子午流注学说的核心内容
是：在一天之内，气血在不同的时
辰流经到不同经络，血气应时而
至为盛，血气过时而去为衰，这就
造成不同的经络在不同的时辰值
班当令，如果养生治疗与人体气
血周流的情况相配合，就会有好
的效果。

子时气血流注于足少阳胆
经，此时人体阳气下降，是休养的
时期；丑时气血流注于足厥阴肝
经，肝脏发挥解毒、造血的功能，
人体在这个时候需要休息，让“血
归于肝”；寅时气血流注于手太阴
肺经，肺气调节和输布血液运行
全身，这个时候是阳气的开端，是
人体气血由静到动的转化过程，
气血不足或体虚的人这个时候容
易早醒；卯时气血流注于手阳明

大肠经，大肠经最旺，有利于排
泄，将体内的毒素和垃圾排泄出
去，为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辰时
气血流注于足阳明胃经，胃经最
旺，消化吸收能力最强，是吃早餐
的时间；巳时气血流注于足太阴
脾经，脾是气血生化之源，此时是
人体气血最旺的时候；午时气血
流注于手少阴心经，此时阴气上
升，不宜剧烈运动，有心脏病的要
预防心脏病的复发；未时气血流
注于手太阳小肠经，小肠经把水
液归膀胱，糟粕送大肠，精华输送
于脾，这时候人体血液中营养成
分最多，喝杯水有利于保护血管；
申时气血流注于足太阳膀胱经，
膀胱经最旺，膀胱经是人体最大
的排毒通道，此时是人体排毒、泻
火的好时机；酉时气血流注于足
少阴肾经，此时进入贮藏精华的
阶段，这个时候要再喝一杯水，更
有利于保护肾和膀胱；戌时气血
流注于手厥阴心包经，心包是心
的保护组织，这时不宜过饱，宜散
步，保持心情愉悦，准备休息；亥
时气血流注于手少阳三焦经，三
焦有主持诸气、疏通水道的作用，
此时是孕育新生命的好时期，人
体应进入睡眠状态。

何若愚的针灸思想简述

金代人何若愚在继承发扬
《黄帝内经》《难经》中有关天人相
应、气血流注、按时盛衰等理论基
础上，提出子午流注针法。子午
流注针法是根据年、月、日、时等

时间的变化产生的十二经脉的气
血盛衰情况，按时选穴进行针灸
治疗的方法。何若愚人称南唐何
公，善针灸，生卒年月及具体籍贯
不详，著有《流注指微论》3 卷，后
又摘取其精华写成《流注指微针
赋》。《流注指微论》现已散佚，《流
注指微针赋》因收录在《子午流注
针经》而得以保存。

何若愚的针灸思想主要表现
在以下方面：

一是提出子午流注针法，按
时进行针灸。何若愚将气血流
注、气血盛衰与阴阳五行、五脏六
腑、五腧穴结合起来，提出按时取
穴的子午流注针法，以及其取穴
原则和具体针法，常用的有纳子
法、纳甲法、养子时刻法等。

二是接气通经，根据经脉长
度确定针刺时间。接气通经是根
据各经脉的不同长度，按呼吸次
数规定运用针刺手法所需要的时
间，从而使整条经脉气血流通、上
下连接。《流注指微赋》中“接气通
经，长短依法”，其法依照《黄帝内
经·灵枢·脉度》所记载的经脉长
度，结合《黄帝内经·灵枢·五十
营》“呼吸定息，气行六寸”的说
法，定出各经的呼吸次数。

三是补生泻成，根据经脉气
血确定针刺深浅。何若愚认为，
针刺的补泻应当根据经络气血的
深浅来确定。补生泻成是指以针
刺浅深结合生成数区分补泻，补
时用生数，泻时用成数。补法
0.1~0.5寸（同身寸），用一、二、三、

四、五生数；泻法 0.6~1 寸，用六、
七、八、九、十成数。由于阴阳经
的浅深不同，所用的补泻浅深标
准也不同。

四是根据虚实肥瘦、男女四
时确定针刺深浅。何若愚在针刺
时特别注意时令及患者的体质、
年龄等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针
刺手法。“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不
虚不实，以经调之”“故肥人刺深，
瘦人刺浅，以与本脏所属部分齐
平为期，所以无过不及之伤也”

“春气在毫毛，夏气在皮肤，秋气
在分肉，冬气在筋骨。经云：春夏
刺浅，秋冬刺深，各以其时为则；
又肥人宜深刺之，瘦人宜浅刺之”

“男子左泻右补，女子右泻左补，
转 针 迎 随 ，补 泻 之 道 ，明 于 此
矣”……这些针刺方法对后人产
生了很大影响。

《子午流注针经》简介

《子午流注针经》是现存最早
的子午流注针灸专著，旧题为“何
若愚撰，阎明广注”，其实是金代
中期人阎明广所著。原来，阎明
广十分推崇何若愚的学术思想，
将何若愚的《流注指微针赋》置
于《子午流注针经》之首并详加
注释。在注释《流注指微针赋》
时，阎明广运用大量《黄帝内经》

《难经》的经典原文，作为子午流
注针法的理论渊源，对子午流注
理论原则进行了总的诠释和论
述；其余部分则是阎明广采集诸
家关于子午流注针法的论述编

次而成。
《子午流注针经》首卷有流注

指微针赋、经络井荥说及平人气
象论经遂周环图；中卷为井荥
俞经合部分图、五子建元日时
歌；末卷为针经井荥歌诀及五
行造化。全书附插图 28 幅，系
统论述了子午流注的理论和临
床应用。

阎明广很重视补泻的运用，
对于呼吸补泻，除了遵循《黄帝
内经》中呼吸补泻的规则外，还
认为要调整好呼吸节律，因呼吸
能使阴阳之气流行经历五脏六
腑。他认为，在针刺时，应做到
呼吸平稳有节，以防阴阳交错，
针昏闭血，气滞不行。对于子母
补泻，他认为，若本经有病可用

“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方
法，若他邪相乘，阴阳偏胜，则宜
先补其不足，后泻其有余。阎明
广还提出了“阴中有阳，阳中有
阴，刚柔相配，相生注穴”的开穴
方法，丰富了子午流注开穴方法
的内容。

《子午流注针经》是一部关
于子午流注针法较早的著作，能
够注意到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
气血运行的影响，这是其积极的
一方面；但在强调气血流注的同
时，他只是按不同时间固定地选
取穴位，这又有悖于中医辨证论
治的观点，显得过于简单和机
械。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
康委员会））

■读书时间

与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一路
之隔，坐落着一座独栋的三层小
楼，小楼的窗外围着铝合金防护
栏，乍一看，与一般家用住宅并无
二致。这里是郑州市第八人民医
院慈善惠民病房，所收治的是重
症、多伴有躯体疾病的贫困及“三
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
法定抚养义务人）流浪精神疾病
患者。这里的医务人员不仅是患
者身心疾病的治疗师，更是患者
生活起居的“贴身管家”。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主治医
师赵绍锋就是这些医务人员中的
一员，寸头、圆脸，戴一副黑框眼
镜，眉眼之间透露着亲切忠厚之
感。20多年前，他带着父辈“不忘
初心、坚守底线”的心愿选择了医
学；如今，他愈发感慨精神专业的
魅力，让他甘愿用自己的肩膀，扛
起精神疾病患者临时之家的一片
天。

“只要患者康复，
所有委屈都值了”

和大多数精神科医生一样，
赵绍锋也经历了由害怕到适应，
由理解到共情的过程。刚开始接
触精神疾病患者的时候，他每年
至少要换两副新眼镜，脸上、胳膊

上时常带着瘀血。然而在他眼
中，精神疾病患者又是单纯、可爱
的，只要拿出真心与他们相处，他
们会无条件地信任你。

至今，让赵绍锋印象深刻的
是慈善惠民病房曾经收治的3名
因酗酒导致精神障碍的患者：李
家三兄弟。

李家三兄弟家在农村，老大、
老三没有固定职业，闲来没事就
喝酒度日。老二早年外出打工
时，常跟着工友喝酒，喝醉之后时
常与人发生冲突。久而久之，兄
弟三人酒量越来越大，一顿不喝
就浑身难受，曾一度自残、伤人。
几个月前，老大出现幻听、妄想，
总怀疑有人要追杀自己而四处躲
藏；老二、老三也有类似症状，夜
不能寐，无故怀疑妻子有外遇，夫
妻关系破裂。

李家三兄弟有个大姐李女
士，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儿。眼看
几个弟弟变得六亲不认，李女士
心如刀绞，无奈之下，就带他们来
到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治疗。赵
绍锋结合三兄弟的情况，为他们
制定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经过
营养支持、护肝治疗、抗精神药物
加系统的戒酒治疗，三兄弟陆续

恢复正常。
“酒精依赖所致精神障碍是

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除精神症
状外，往往伴有躯体症状和体
征。”赵绍锋说，这类人群一般长
期饮酒，酒不离手；随着时间的推
移，酒量逐渐下降，易喝醉；常伴
有消瘦、营养不良、肝功能损害、
神经功能损害等多系统损害；如
果突然停止饮酒，会出现躯体不
适、大汗、焦虑、幻觉等。

赵绍锋提醒，一旦形成对酒
精的躯体及心理依赖而无法戒断
时，应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坚持
科学戒酒，切勿自行戒酒，这样易
引起不良戒断反应，严重者会导
致震颤、谵妄而危及生命。
让流浪精神疾病患者不再孤单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年
龄，也说不清家在何方，只有在问
到他们想不想家时，他们才会使
劲儿地点头。在慈善惠民病房，
这样的“三无”流浪精神疾病患者
成了令人心酸的存在。

“看了挺难受的，想发自内心
地去帮助，即使代替不了他们的
家人，也要倾尽所能去关爱、去安
慰。”赵绍锋说。

每天，赵绍锋会和护理人员

一起照顾患者的吃喝拉撒，时刻
警惕他们的不良情绪，甚至与他
们“斗智斗勇”。“对待这些患者，
得永远提着一口气，有些患者不
吃饭，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喂他们，
而有的患者对饥饱没有感觉，要
让他们吃但又不能让他们多吃。”
赵绍锋说。

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民
警送来一名“三无”流浪男子。当
时，该男子光着身子，披着一件破
旧大衣，蓬头垢面，目光呆滞，口
齿不清。民警说，见到该男子时，
他正躺在路旁的花坛边，盖着麻
布片。

赵绍锋接诊后，先是与护理
人员一起帮男子洗澡、清理头发、
换衣服，当清理头发时发现男子

头上长满了虱子和寄生虫，于是
为其理发，反复清洗消毒，又进行
了全身检查，确诊是寄生虫感
染。采用药物治疗20多天后，男
子躯体症状得到了控制。随后，
医务人员根据男子的只言片语，
联系当地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几
经周折，终于帮他找到了家。

帮助流浪精神疾病患者寻亲，
是慈善惠民病房的一项重要工
作。赵绍锋告诉记者，对于基本能
配合的患者，可通过耐心沟通，辨
别患者的口音、言语内容，大致确
定他们是哪里人；而对于无法确定
信息的患者，他们会通过网络、微
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发布寻亲启
事，尽最大可能让每一个流浪患者
重回家庭。

赵绍锋：让孤寂的心灵不再无处安放
本报记者 王 婷 通讯员 席 娜

子午流注学说与《子午流注针经》
□□黄新生黄新生

天人相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对《黄帝内经》《难经》等经典医学著作产生了

深刻影响。《黄帝内经·灵枢》等医学典籍认为，人体气血在经脉中循行时，随着时间的不同而

有盛衰开阖的变化，因而主张以十二经的五腧穴为基础，配合天干、地支变化来决定某天某时

治病应取的穴位，进而产生了子午流注学说。

天气逐渐转冷，秋季肃
杀之气影响着人体的健康。
门诊上慢性鼻炎、畏风自汗、
风寒感冒、秋燥咳嗽、咳喘气
短的患者骤升，其中中老年
人居多。

《黄帝内经》曰：秋三月，
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
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
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
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
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生之
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
泄，奉藏者少。

“ 秋 季 进 补 ，冬 令 打
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主任医师、首届“全
国名中医”崔公让教授指出，
秋季，是养生的关键时刻。
人体应当适时进补，且以补
肺气为要，要让身体与秋天
的天气相适应。肺气虚弱，
会使人体免疫力减弱，不适
应转寒的天气而生病。饮
食上补以滋阴润燥为主，可
食用乌鸡、猪肺、龟肉、燕
窝、银耳、蜂蜜、芝麻、核桃、
藕、秋梨等。这些食物与补
气的中药相配伍，则功效更
佳。

崔公让在此给大家推荐
一款黄芪枸杞乌鸡汤，具有
补肺益气的功效，可以帮助
人体改善咳喘气短、声音低
怯、自汗畏风、易感外邪、气
短乏力、面白神疲、舌淡苔
白、脉弱等肺气虚的症状。

黄芪枸杞乌鸡汤用料简
单。取乌鸡1只，洗净切块，
将水烧开，焯去血水。将乌
鸡放入陶瓷盅内，取黄芪15
克，枸杞15克，香菇6枚，大
枣3枚，高良姜3片，葱3段，
将配料洗净后一起放入。加
入适量的清水没过乌鸡，小
火慢煲两个半小时，出锅时
撒点盐和鸡精调味即可。

乌鸡
性味：甘，平。
归经：入肺、肝、肾。
功效：补肝肾，益气血，

退虚热。用于虚劳羸瘦，骨
蒸痨热，消渴，遗精，久泻，久
痢，崩中，带下等。

黄芪
性味：甘，温。
归经：入肺、脾。
功效：益气补中。用于

气虚乏力，食少便溏等。
枸杞

性味：甘，平。
归经：入肝、肾。
功效：滋补肝肾，益精明

目。用于虚劳精亏，腰膝酸
痛，眩晕耳鸣，内热消渴，血
虚萎黄，目昏不明等。

香菇
性味：甘、平。
归经：入肝、胃。
功效：益气不饥，治风破

血，化痰理气，益胃助食。
崔公让提醒，黄芪枸杞

乌鸡汤适合肺气虚之人，要
注意进补适量，切忌滥补。

相传，东汉末年的一个金秋
时节，华佗带着他的徒弟在镇上
的一家客栈饮酒。此时正值菊黄
蟹肥，邻桌的几个年轻人正在比
赛谁吃的螃蟹多。华佗见他们桌
上满是蟹壳，便上前劝说：“蟹不
能多吃，多吃会生病的，弄不好还
会丢掉性命。”此时正在兴头上的
年轻人听了很不高兴，便讥讽华
佗：“老头儿，是不是嘴馋了？掰
一块给你吃吧！”见此，华佗只能
摇摇头。无奈之下，华佗又走到
客栈老板跟前，告诉客栈老板这
些年轻人这样吃下去会出事的。
客栈老板也听不进去，不耐烦地
说道：“别坏了我们的生意，这事
跟你没有关系。”

当天晚上，华佗和徒弟也投
宿在这家客栈。半夜时分，只听
屋外传来阵阵喊叫声，华佗便和
徒弟出门观看，原来是白天比赛

吃蟹的几个年轻人正捂着肚子在
地上打滚。华佗说道：“我给你们
看看，这是中了蟹毒。”听了华佗
的话，年轻人赶紧赔不是。华佗
告诉年轻人，自己出门采些药草
马上就回来。到了客栈外不远的
洼地里，华佗采了一些紫色的草
回来，让客栈老板把这些药草煎
汤给年轻人服下。一会儿，这几
个年轻人的肚子就不痛啦。

回到房间，徒弟就问华佗：
“师傅，您怎么知道这紫色的草能
治蟹毒呢？”华佗说：“你还记得上
次采药时看到水獭吃紫色草的情

景吗？水獭抓住一条大鱼吃下去
后肚子撑得像鼓一样，难受得一
会儿下水，一会儿上岸，后来吃了
一些紫色的草就没事儿了。我想
紫色的草是温性的，鱼是凉性的，
蟹也是凉性的，紫色的草能够解
鱼毒，同样也能够解蟹毒。因此，
我就把紫色的草采来给这几个年
轻人服用。”徒弟听后，对师傅很
是佩服。

由于这种草的颜色是紫色
的，鱼蟹中毒者，吃了感觉腹中舒
服，华佗就给此草起了个名字叫
紫舒。由于读音相近的缘故，紫

舒又被后人读成紫苏。于是，紫
苏这味药就在民间流传下来。

紫苏为唇形科植物紫苏的全
草，我国南北各地均产，夏秋季节
采收，除去杂质，晒干生用。

《本草纲目》记载：“行气宽
中，消痰利肺，活血，温中，止痛，
定喘，安胎。”中医认为，紫苏味
辛，性温，归肺、脾经，具有解表散
寒、行气宽中、解鱼蟹毒之功效。
紫苏辛散性温，发汗解表散寒之
力较为缓和，轻症可以单用，重症
须与其他发散风寒药合用。若治
疗化痰止咳，紫苏常与香附、陈皮

等配伍；若治疗咳喘痰多，紫苏常
与杏仁、桔梗等配伍；若治疗脾胃
气滞、胸闷呕吐，紫苏常与砂仁、
丁香等配伍；若理气安胎，紫苏常
与陈皮、砂仁等配伍；若清胃止
呕，紫苏常与黄连、芦根等配伍。

此外，紫苏还能解鱼蟹毒，对
于进食鱼蟹中毒而导致腹痛吐泻
者，能和中解毒。可单用紫苏煎
汤服用，或与生姜、陈皮、藿香等
配伍。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紫苏含
挥发油，解热作用缓和，可促进消
化液分泌，增进胃肠蠕动；能减
少支气管分泌，缓解支气管痉
挛。紫苏对大肠杆菌、痢疾杆
菌、葡萄球菌均有抑制作用，能
缩短血凝时间、血浆复钙时间和
凝血活酶时间；紫苏油可使血糖
上升。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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