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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艾灸防疫主要是通过艾灸消毒空气和提升人体正气的作用来达到防疫的目的,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本文

通过总结分析艾灸治未病和防疫病的相关历史文献,以及艾灸防疫作用机制的现代研究文献,提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具体施灸穴位为神阙、气海、关元、中脘、肺俞、大椎;操作方法为依次悬灸,每穴灸 5~ 10
 

min,灸后饮用 100~ 150
 

ml 温开水,每
天 1 次;并总结了 5 条注意事项,以期为艾灸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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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广泛应用的抗生素和合理

科学的防疫措施已有效控制了人类大部分传染病,但对于

一些目前未知的新型病毒性疾病,西医学尚无有效的抗病

毒方法和药物。 中医学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在疫病的

防治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中医疫病的

独特防治思路与理论体系,对现代传染病的防治也具有理

论指导和实际应用的重要价值[1] 。 艾灸在中国古代疫病

的防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中医防治疫病的传统方法和

手段。 2019 年 12 月以来,全球陆续发现了多例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患者。 《中国针灸学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

干预的指导意见》 [2] 指出,艾灸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的重要防治手段。 本文通过对艾灸治未病和防疫病的相

关历史文献,以及艾灸防疫作用机制的现代研究文献进行

分析,提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具体施灸穴位、操作

方法及注意事项,以期为艾灸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

防提供参考。
1　 艾灸防疫的历史

1. 1　 疫病的基本概念 　 疫病是感染疫疠之气而致的具有

强烈传染性和流行性的一类疾病,属于外感热病的范畴。
《说文解字》载:“疫,民皆疾也”,《素问·刺法论》载:“五疫

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症状相似”,《诸病源候论》 中:
“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

人”,《温疫论》云:“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疫,众人

均等之谓也”。 此次全球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较

强的传染性,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等途径进行

人与人的传播,患病年龄最小者仅有数月,而老年患者亦不

少见,具有广泛流行性。 且患者症状相似,主要表现为发

热、干咳、乏力、身痛、脘痞呕恶、腹泻便秘等,重者可出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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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COPD)稳定期的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的肺功能,提高

其生存质量,减少急性发作。 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参蛤益肺

胶囊对改善 COPD 大鼠肺组织病理有一定的作用,通过降低

肺组织中肺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 8(IL-8)的

表达,减少炎症细胞趋化、聚集,对 COPD 气道炎症有抑制

作用[6] 。

3　 小　 　 结

　 　 综上,肺玄府遍及肺系,与呼吸系统和皮肤组织的结

构、生理、病理特性相匹配,为脏腑微观结构的应用提供了

形态学依据,临床开通肺之玄府郁闭、畅达气血津液运行在

治疗肺系疾病中至关重要,为指导临床诊治开拓了思路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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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窘迫甚至休克[3] 。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的《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诊疗方案(第 6 版)》 [4] 中明确指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中医学“疫病”范畴,病因是感染“疫疠

之气”。
1. 2　 中医预防疫病的主要思想 　 中医预防疫病最具特色

的一点是提倡未病先防。 未病先防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重

要内容,是中医学强调的预防思想。 《素问·四气调神大

论》载:“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是

古人未病先防思想的明确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医家对

于疾病预防的重视。 其中,保养正气是未病先防的重要措

施。 正气是指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素问·刺法论》提到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疫病的发生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致病因子和人体正气的盛衰。 强盛的正气可以防止病邪入

侵。 《温疫论》对此也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本气充足,邪不

能入,《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因本气亏虚,呼吸之

间,外邪因而乘之。”由此说明,疫病是否发生,不仅取决于

导致疫病的致病因子毒性的强弱,还取决于人体正气盛衰。
人体的正气是内因,其在预防外邪侵袭、避免疫病发生的过

程中占有主导地位。 叶天士也认为温热病邪能否致病与人

体正气的强弱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他提出调养正气可预

防温病。 因此,中医预防疫病的主要思想是强调通过调节

情志、体育锻炼、作息规律、服食药物、施用针灸等预防措施

来提升人体正气、增强机体抗病能力[5] ,从而起到未病先防

的作用,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1. 3　 艾灸防疫的记载　 运用艾灸预防疫病的历史悠久,是
中医预防疫病的重要措施。 艾灸防疫主要有两个途径,即
利用艾烟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艾灸保健穴位提升人体正

气,同时也能够辨证施灸治疗已感染的疫病[6] 。 早在春秋

时代,《庄子》就已有“越人熏之以艾”的记录,可见在当时

民间就已有用艾叶烟熏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方法。 葛洪《肘

后备急方》中“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记载“断温病令不相

染……以艾灸病人床四角,各一壮” 的熏艾预防传染病之

法。 因艾叶芳香辟秽,故可用作瘟疫时期的室内消毒,以
防止疫病的蔓延。 范汪在《范东阳杂病方》 中最早提出防

疫保健灸,用灸法防治霍乱可使人“终无死忧” ,并把这种

防病的灸法称为“逆灸” [7] 。 唐代医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

要方》和《千金翼方》 中首次提出用灸法预防风疾和传染

病:“凡入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
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 王焘认为艾灸因其温阳

补气、扶正祛邪、祛湿化浊之效,行化脓灸至灸疮溃破,犹
如“开门驱贼” ,有驱邪外出、抗菌消毒的作用[8] 。 宋代窦

材在《扁鹊心书·住世之法》中认为灸法是最重要的预防

保健法,艾灸关元穴有预防保健和既病防传的作用。 高武

于《针灸聚英》 曰: “ 无病而先针灸曰逆,逆,未至而迎之

也” ,即在身体健康、尚未出现病证时,采用艾灸的方法,可
激发经气,提高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从而预防疾病。 张

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记载了艾灸治疗杨梅疮的方法:“以

蒜捣烂涂敷患处,却用豆豉饼灸……凡有肿硬或作痛亦用

蒜灸,及敷冲和膏,内服补药,并效。”清代林庆铭在《时疫

辨》中记载了采用艾灸治疗“阴寒霍乱之症” ,百发百中[9] 。
赵宏等[10] 使用艾灸治疗非典型性肺炎恢复期患者,可明显

改善患者低热、胸闷、乏力、头身酸痛、胸腹胀痛、纳呆、便
秘等症状。

综上可见,艾灸不仅可以通过空气消毒以防控疫毒传

播,还能通过艾灸保健穴位以扶正祛邪。 除此之外,艾灸扶

正温阳、化湿祛邪、调理肺脾的治疗作用也契合本次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风寒湿热、正气亏虚”的病机特点。
2　 艾灸防疫的作用机制

　 　 艾烟芳香辟秽,可抗菌、抗病毒,用于疫病期间的空气

消毒。 艾烟是艾绒燃烧后的产物,艾绒的主要有效成分为

挥发油,研究显示艾绒中含量较高的成分有刺柏脑、石竹

素、桉叶油醇、石竹烯、侧柏酮、菊槐酮、龙脑等[11] 。 艾绒的

年份越久,有效成分比例越高,易挥发成分含量会相对较

少。 而艾绒挥发油中难挥发成分,如刺柏脑、石竹素、石竹

烯等,会在艾绒燃烧的过程中以艾烟为载体扩散到空气中。
有研究采用艾条烟熏对血液科病房进行空气消毒,并监测

血液科病房的物体表面和空气中的细菌,结果表明艾条熏

蒸能够杀灭革兰氏阴性杆菌、葡萄球菌和真菌,具有明确的

空气消毒作用[12] 。 有研究分别采用艾烟和紫外线消毒对外

科病房进行空气消毒 30
 

min,比较消毒后空气中的细菌数,
结果表明艾烟消毒具有与紫外线消毒同样的效果[13] 。 亦有

研究使用艾条熏蒸和动态空气消毒机对病房进行空气消

毒,并调查 2 种消毒方式对流感发病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艾

条熏蒸空气消毒比动态空气消毒机有更好的降低流感发病

率的效果,对流感预防效果更明显[14] 。 有研究单独使用艾

叶烟熏的方法,观察艾烟的抗病毒作用,结果表明艾叶对腺

病毒、鼻病毒、流感病毒和副流感病毒均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15] 。
艾灸通过温热刺激和穴位的作用,能够扶助人体正气,

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艾叶燃烧时的温度可使人体皮肤细胞

产生烧灼,从而产生炎性反应,激活和催化人体的自身免疫

系统,进而激发机体的免疫功能,产生全身的免疫效应[16] 。
艾灸的光辐射效应表明,艾燃烧会产生近红外辐射,促使人

体生成大量线粒体三磷酸腺苷( ATP),提供体内细胞的新

陈代谢、免疫功能所需要的能量[17] 。 相关研究发现艾灸关

元和足三里可以明显升高血清白细胞介素( IL) -2 的水平,
降低 IL-6 的水平,对增强和改善老年人的免疫功能有一定

作用[18]
 

。 同样,艾灸足三里可对红细胞受体花环率受体结

合循环免疫复合的能力起到增强的作用,并促进体外周血

淋巴细胞酯酶的活性,提高机体偏低的免疫球蛋白 A 和免

疫球蛋白 G,进而起到增强体质、防治疾病的作用[19]
 

。 另

外,艾灸作用于穴位可以激活经穴的 ATP,沿着经络的分布

产生能量间的连锁反应,激发经络之气,从而发挥经脉的功

能,更好地体现行气活血、 调和阴阳、 扶助正气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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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20]
 

。
 

综上,艾灸不仅可以通过艾烟空气消毒以防控疫毒传

播,还能通过艾灸保健穴扶正祛邪,是中医治未病的具体干

预手段之一[21] 。 运用艾灸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能提高

身体抵抗病毒入侵的能力,即使在疾病的恢复期,强盛的正

气也能提高人体的恢复能力,促进病体尽快恢复。
3　 艾灸防疫的具体方案

3. 1　 选穴与具体操作　 充分点燃艾条的一端,靠近皮肤穴

位使皮肤表面充分受热,维持在皮肤上方约 2~ 3
 

cm,依次悬

灸神阙、气海、关元、中脘、肺俞、大椎。 每穴灸 5 ~ 10
 

min,以
皮肤表面微微发红为度,每天 1 次。 灸后饮用 100 ~ 150

 

ml
温开水。 在施灸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也可选用暖水袋、暖
宝宝、热盐包等在上述穴位处进行热敷。 施灸注意事项:
1)高热、烦渴等实热炽盛患者不宜自行施灸;2)保持房间温

暖,避免感寒;3)老年患者或局部感觉减退的患者切勿过量

施灸,谨防烫伤;4) 施灸过程中,应避免艾火烧伤衣物、被
褥;艾灸结束后彻底熄灭艾条,防止发生火灾;5)孕妇避免

艾灸下腹部穴位。
3. 2　 选穴分析　 神阙为任脉上的要穴,通过督脉与一身阳

气相通,艾灸神阙具有扶正祛邪、回阳益气的作用,可提高

机体免疫功能。 《神灸经纶》曰:“凡卒中风者,此穴最佳。”
关元为小肠募穴,是人体阴阳交会之地、元气聚集之所,可
补益元气。 《扁鹊心书》云:“每夏秋之交,即灼关元千壮,久
久不畏寒暑。 人至三十,可三年一灸脐下三百壮;五十,可
二年一灸脐下三百壮;六十,可一年一灸脐下三百壮;令人

长生不老。”气海穴可大补元气,总调下焦气机。 《针灸资生

经》曰:“气海者,元气之海也。 人以元气为本,元气不伤,虽
疾不害;一伤元气,无疾而死矣。”中脘又称“胃脘”,是胃之

募穴和六腑之会穴,艾灸中脘可振发脾阳。 本病病位在肺,
艾灸肺俞补肺卫正气,大椎振奋阳气,正气生则风寒外邪

去,从而有效防治外感疾病。 诸穴合用,先后天之气互相培

补,调畅脾胃气机,增益肺气,扶正祛邪,提升人体免疫力,
从而达到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目的[22] 。
4　 小　 　 结

　 　 未病先防的治未病思想是中医预防疫病的首要步骤,
而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肯定了艾灸在防疫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 同时,现代研究也表明艾灸能够抗菌抗病毒,提高人体

免疫功能。 面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来势凶猛的疫情,
如何提高免疫力,降低感染风险,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环节。
运用艾灸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体现了中医预防医学思

想的新实践、新应用,有望降低发病率,提高疗效,缩短病

程,减少后遗症。 同时艾灸疗法价格低廉,简便易行,是非

常适合普通群众居家预防和保健的方法。 在目前疫情严峻

的情况下,运用艾灸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减轻国家与

国民的医疗压力,宣传中医药知识,树立全民的健康观念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宋乃光 . 中医疫病学之研究( 上) [ J] . 北京中医,2006,25

(1) :51-52.
[2] 　 中国针灸学会 . 中国针灸学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干预的

指导意见[J]. 中国针灸,2020,40(2):111.
[3] 　 仝小林,李修洋,赵林华,等 . 从“寒湿疫”角度探讨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COVID - 19) 的中医药防治策略[ J] . 中医杂志,

2020,61(6):465-470,553.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第

6 版)[EB / OL]. (2020-02-19) [2020- 04- 25]. http: / / www.
nhc. gov. cn / yzygj / s7653p / 202002 / 8334a8326dd94d329df351d7
da8aefc2. shtml.

[5] 　 王文远. 古代中国防疫思想与方法及其现代应用研究[ D]. 南

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11.
[6] 　 林永青,赵百孝 . 艾灸防治疫疾的历史与现状[ J] . 辽宁中医

杂志,2010,37(S1):279-280.
[7] 　 尹红博,吴富东 . 古代针灸养生保健文献整理述略[ J] . 山东

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7(3):234-235.
[8] 　 兰蕾,常小荣,石佳,等 . 艾灸的作用机理研究进展[J] . 中华

中医药学刊,2011,29(12):2616-2620.

[9] 　 戴俊荣. 明清疫病文献针灸防治资料整理与研究[ D] . 福州:
福建中医药大学,2015.

[10] 　 赵宏,李以松,刘兵,等. 艾灸治疗 SARS 恢复期 9
 

例临床观

察[J]. 中国针灸,2003,23(9):66-67.
[11] 　 靳然,于密密,赵百孝,等 . 不同年份蕲艾叶及不同比例艾绒

化学成分研究[J] . 中国针灸,2010,30(5):389-392.
[12] 　 胡晓蓉,何静松 . 艾条熏蒸消毒血液科病房[J] . 中国中西医

结合杂志,2008,28(7):660-661.

[13] 　 吴爱须,李彦平,吴爱华,等 . 外科病房空气消毒方法的比较

研究[J] . 河北医药,2010,32(13):1818-1819.

[14] 　 李瑞红,蒋雪松 . 艾条熏蒸空气消毒预防流感的临床观

察[J].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1,21(8):1606-1607.
[15] 　 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气管炎组 . 苍术艾叶香

预防感冒及空气消毒效果的观察[ J] . 中华医学杂志,1975,
55(9):624-626.

[16] 　 唐照亮,宋小鸽,章复清,等 . 艾灸抗炎免疫作用机制的实验

研究[J] .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3,22(2):31-35.
[17] 　 杨华元,胡追成 . 艾灸的生物物理特性[ J] . 中国针灸,2009,

29(11):897-899.
[18] 　 谢甦,李丽红 . 艾灸关元、足三里对衰老小鼠免疫功能影响

的试验研究[J] .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2003,25(2):44.

[19] 　 张伟杰,敖有光,刘东霞 . 艾灸对 HCC 癌前病变大鼠 p53 基

因影响的实验研究[J] . 黑龙江中医药,2008,37(3):28-30.

[20] 　 杨华元,肖元春 . 艾灸疗法的理化特性研究[ J] . 亚洲医学,
2001,12(10):25-27.

[21] 　 韩兴军,张冠群 . “治未病”与灸法研究简况[ J] . 实用中医内

科杂志,2017,31(8):69-71.
[22] 　 石学敏. 针灸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132-135.

(收稿日期:2020-03-12)

·501·　 　 　 　 第 12 期　 　 　 　 　 　 　 　 帅柔纤,武平:从艾灸防治疫病角度浅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