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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脂血症是指脂肪代谢或者转运异常使得血浆中总胆

固醇(TC)、三酰甘油( TG)、低密度脂蛋白( LDL-C)及高密

度脂蛋白(HDL-C)其中一种或几种高于正常水平的血脂代

谢紊乱性疾病。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高脂血症是以动脉粥

样硬化为病变基础的心脑血管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1] 。
血脂异常属于中医学“痰浊” “血瘀” “眩晕”等范畴[2] ,主要

是由饮食失度、劳逸失节、情志内伤及衰老等原因导致。 中

医学认为该病属于本虚标实之证,其病位主要在心、肝、脾、
肾,脾失健运、化生痰湿是病机的关键。 痰浊存于经脉使血

脉壅塞不通而产生血瘀,痰瘀互结,脉道胶滞,导致疾病的

发生[3] 。
西医治疗高脂血症,疗效颇佳,但存在导致高血糖、肌

毒性和肝肾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的风险。 中医药降脂有着

疗效肯定、毒副作用小、疗法依从性高等独特的优势。 有学

者提出,脂代谢紊乱等代谢性疾病与中医学之三焦气化理

论有着密切的关系[4-6] ,本文拟对从三焦气化理论探讨针灸

调治高脂血症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拓展临床针灸治

疗高脂血症的思路和方法。
1　 三焦气化理论

1. 1　 三焦的概念 　 三焦为六腑之一,《素问·五脏别论》
云:“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
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 《灵

枢·本输》曰:“三焦者,中渎之腑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
孤之腑也。”张景岳注曰:“三焦者曰中渎之腑,是孤之腑,分
明确有一腑,盖居脏腑之外,躯壳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

腑也” [7] 。 《难经》 云:“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

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

腑”。 三焦按部位分上焦、中焦、下焦。 《灵枢·营卫生会》:
“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这些都是对三焦生理功

能的形象描述和高度概括。
三焦的“焦” 字,从火、从水并从气,为古人之“水、火、

气”互化、互变之原生态科学观的反应,“三焦”概念源于先

秦养生、练气之“三咎”观、“橐龠”观,中医之三焦,虽为六腑

之一,但不是指单一器官,而是由一系列器官组成的主管人

体气、血、津、液化生传变的复杂代谢系统[8] 。
1. 2　 三焦气化的源流和内涵　 “气化”一词首见于《素问·
灵兰秘典论》:“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

矣”,至明代在“命门学说” “水气互化”的热潮中,赵献可认

识到小便的生成和排泄过程不仅同肾与膀胱的功能有关,
更是一个涉及肺、脾、肾多脏关乎上、中、下三焦的复杂过

程,故首先明确三焦气化之说[9] ;张锡纯在此基础上提出人

身之气化当以三焦部位为总纲,“人之一身,皆气所撑悬也。
此气在下焦为元气,在中焦为中气,在上焦为大气” [10] 。

三焦气化不仅包含二便、汗液等代谢废物的形成与排

泄,也包括气、血、津、液、精等精微物质的生化、敷布、调节

和互化,是一个涉及上、中、下三焦包括五脏六腑功能的复

杂生理过程。 三焦气化为诸气化生之源,是精、气、神互化

的关键;上焦气化关乎宗气,与心肺相关;中焦气化关乎营

气、卫气,与脾胃相关;下焦气化关乎元气,与肾的关系密

切[11] 。 三焦是气、血、津、液上下运行、内外出入的通道,能
通行元气,使之通运全身,以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三

焦又是气、血、津、液等人体必需的精微物质化生的场所,为
脏腑功能活动提供场地。 它既依赖于五脏六腑,又不为脏

腑所包括,也不是简单的五脏六腑的算术总和,而是其他脏

腑功能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新的功能的概括[12] 。 三焦气化理

论包含了气、阴阳、五行、五脏、十二经脉等中医学经典概

念、三阴三阳枢机模式、五行五脏轴转亢害承制模式,为中

医学理论之主纲[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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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脂血症与三焦病变

2. 1　 肥脂、膏脂、脂凝、脂结与三焦气化 　 中医学并无“高

脂血症”“血脂”等病名。 《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其民华

食而脂肥”,这里的“脂”指存于皮下等部位的“肥脂”。 《灵

枢·卫气失常》云:“人有脂、有膏、有肉…… 肉坚,皮满者

脂。 肉不坚,皮缓者膏。 皮肉不相离者肉。”《灵枢·五癃

津液别》曰:“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
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人体的“膏脂”由水谷化生而出,为
人体津液中的精华部分,经三焦气化布散于全身脏腑百骸,
发挥其正常功能。 膏脂之稀者为膏,其流动性强,多分布于

脉管内,随经脉流通全身;膏脂之稠者为脂,多分布于周身

各处[5] 。 膏脂参与周身脏腑气化功能或转化为“肥脂”来储

存。 膏脂精微是营气的一部分,在正常气化状态下是气,过
多则壅塞动滞,气化不利,凝结而成为脂凝或脂结。 有学者

提出经脉中的脂凝及脂结是心脑血管疾病早期病理及致病

因素之一,而痰湿、瘀血多出现在疾病中、晚期,特别是在脏

腑功能失常后,故脂凝、脂结与痰湿、瘀血等致病因素有着

本质的区别[13] 。 膏脂作为人体津液的精华,其布散受制于

三焦气化,三焦气化失常,人体内的膏脂代谢就会紊乱,容
易形成脂凝或脂结的病理状态,进而形成痰湿,甚至瘀血,
阻滞人体的气化功能,而致百病丛生。
2. 2　 三焦气化与脂代谢紊乱　 三焦通过对气、血、津、液的

气化作用联系并协调五脏六腑的功能,三焦气化是全身脏

腑气化功能的综合体现[14] 。 只有三焦气化功能正常,气、
血、津、液化生有源及其升降出入的通道畅达,才能维持人

体上下内外的正常生理功能[15] 。 三焦气化失常,气血津液

化生不足及升降出入的通道不畅,内生风、火、湿、热诸邪及

痰、瘀、浊毒等病理产物,从而导致代谢紊乱。
高脂血症属代谢综合征的范畴,是一种慢性、全身弥漫

性疾病,对全身多种脏腑都造成持续、广泛的损害,不是单

一脏器或两个、三个脏器的病变,而是内外上下三焦的多脏

器病变。 这和现代医学的“慢性低度系统炎性”相似,即由

代谢异常(如高脂血症)引起,表现为人体内的炎性因子长

期处于较高水平、炎性信号持续激活,形成慢性、全身性的

“代谢炎症” [16] 。 故王智明提出,三焦学说与脂肪组织及其

内分泌功能相似,参与体内的糖、脂、能量的代谢[17] 。 因此,
以三焦气化理论为论治依据,以三焦气化失调,气、血、津、
液代谢失常为高脂血症主要病机,以调治全身三焦气化功

能作为治疗高脂血症的主要治则,为中医药治疗脂代谢紊

乱等代谢障碍综合征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
3　 针灸治疗高脂血症的现状

　 　 目前针灸治疗高脂血症的方法主要包括体针、电针、温
针灸、针扣、穴位埋线、耳针、灸法等单一疗法以及针药并

用、体针配合刺络拔罐等综合疗法;针灸治疗高脂血症的取

穴多以特定穴为主,使用频次较多的依次是丰隆、足三里、
三阴交、内关和天枢,使用频次较高的经脉依次是足阳明胃

经、足太阴脾经、任脉、足太阳膀胱经和手厥阴心包经[18-19] 。
针灸治疗高脂血症的处方特点[18] :一是根据高脂血症的病

机关键为痰湿,而从脾论治,以调节中焦脾胃功能为核心,
以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用经频次最多,远近结合取穴;
二是根据高脂血症属本虚标实,标实为痰饮为瘀血,本虚则

在于脏腑功能阴阳失调,因此多取用募穴或背俞穴,体现了

调治脏腑虚实、辨证取穴、前后配穴的特点;三是临床针灸

治疗高脂血症使用频率最高的腧穴为丰隆,有研究报道单

用丰隆穴即有明显的降脂疗效[20-23] 。 张宝珍等[24] 对针灸

丰隆治疗高脂血症临床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的 Meta 分析结果

表明,针灸(电针、穴位埋线、穴位注射、艾灸)丰隆穴治疗高

血脂症与药物(血脂康、普伐他汀、阿托伐他汀、辛伐他汀)
治疗相比,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降低 TC 和升高

HDL-C 方面有优势,不良反应亦少。
近年的研究表明,针灸治疗高脂血症是安全、有效的。

如刘迈兰等[25] 对针灸治疗高脂血症 RCT 进行的 Meta 分析

结果表明,针灸与西药(包括普伐他汀、辛伐他汀、洛伐他

汀、非诺贝特)相比,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针灸疗法在

改善高脂血症患者 LDL-C、TG、HDL-C 方面优于西药组。
马占强等[26] 的研究表明,针灸疗法与他汀类药物治疗高脂

血症的疗效相当,不良反应轻微且短暂,证明针灸疗法是有

效且安全的,利于血脂的改善。
代谢障碍综合征的形成,与五脏六腑的功能以及全身

三焦气化的功能状态密切相关。 三焦气化功能正常,气血

津液才能正常化生及布散,若三焦气化失司,使机体的“受

气-出气” [8] 功能障碍,则会产生一种或数种“内毒”,此类

“内毒”既是三焦气化失常的病理产物,又作为新的致病因

素,壅滞周身经络血脉,进一步损害三焦气化功能,影响机

体代谢,从而形成代谢综合征[6] 。 所以,针灸治疗高脂血症

从脾论治[27] 、从肝论治[28] 、从肝脾论治[29] 、从脾肾论治[30] 、
从痰湿从瘀论治[31-33] 等观点,都只是对三焦气化失常当中

某一个或几个环节的个别侧重,三焦气化失常才是高脂血

症的主要病理机制。
4　 从三焦气化理论治疗高脂血症的研究概况

　 　 傅杰英教授[34] 提出针灸治疗代谢综合征要调理体质兼

以治病,治病的同时要时刻顾护体质,痰湿体质是代谢综合

征发病的核心体质,避免只治病不调理体质,治病却伤体的

情况发生;针灸治疗高脂血症等代谢综合征的原则:一要鼓

下焦之元气,灸取任督之神阙、气海、关元、中极、肾俞、命门

等腧穴;二者三焦为元气之别使,主通行元气,沟通人体上

下内外左右,调畅全身气化,维持机体正常的水液代谢平

衡,若三焦气化功能失常,导致或加重气血津液精的代谢失

衡,则致痰浊、瘀血、水邪等病理产物留滞而为病,因此,通
畅三焦思想对代谢综合征的调治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调理

三焦,在上取内关、膻中、中府,以助上焦如雾之功能;“中焦

如沤”,脾胃为气机升降的枢纽,取中脘、天枢、大横、带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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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畅脾胃运化;在下取水分、水道、阴陵泉以助“下焦如

渎”之功能,并将女子月经排泄归入“下焦如渎”的范围中,
女子月经病针取气海、归来、三阴交以调畅下焦气机[35] 。 三

要调食欲、调神志,穴取足三里、上下巨虚、鱼际、神门等。
王少锦等[36] 将 76

 

例代谢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针药组和西

药组,针药组为针刺加常规西药,针刺采用“温通三焦” 针

法,穴取膻中、中脘、天枢、关元、支沟、足三里、脾俞、肝俞、
肾俞,结果 2 组治疗前后 TG、TC、LDL-C、HDL-C、空腹血糖

(FBG)、餐后 2h 血糖(2hPG),中医证候积分等变化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且针药组优于西药组,说明“温通三焦”针法

在西药治疗前提下,可以明显改善患者临床诸症,调节糖脂

代谢。
韩景献教授多年致力于研究针灸治疗多种老年病,认

为三焦以气化将五脏六腑联系为一个整体,三焦与心主相

通,代心统领脏腑功能活动;三焦是调节气、血、津、液、精的

生化之源和升降出入的通道;三焦气化是生命活动之本[37] 。
其率先提出“三焦气化失常-衰老”相关学说,认为三焦气化

失常是针灸调治老年病的关键病机[10] ,主张从三焦气化角

度延缓衰老、调治多种老年病,创立“三焦针法”以“益气调

血、扶本培元”,取膻中、中脘、气海分别调理上、中、下三焦,
配外关以通利三焦,足三里补益脾胃,血海调营和血,临床

应用于痴呆、帕金森等多种难治性老年病,取得了肯定的疗

效。 其研究“三焦针法”对快速老化痴呆鼠 SAMP10 血脂代

谢的影响,证明 “三焦针法” 能提高 SAMP10 小鼠的 TC、
HDL-C 含量,使其趋于正常,但不能调节 TG、VLDL-C 等指

标;说明“三焦针法”对 SAMP10 小鼠血脂代谢有特异性、整
体性的良性调节,这些研究为三焦气化理论从动物实验层

面调节脂代谢紊乱,提供了有力的证据[38] 。
5　 小　 　 结

　 　 目前对三焦气化的临床研究越来越深入,应用三焦气

化理论治疗高脂血症等代谢综合征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39] 、月经病[40] 、失眠症[41] 、老年痴呆[42] 、 前列腺增生

症[43] 等均取得了一定疗效,为中医药治疗临床难治性疾病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三焦气化理论虽然在《内经》就已

成形,但其细节、理论尚未完善,三焦体系与三焦气化理论

仍有待继续研究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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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单纯性肥胖的临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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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胖症是指营养物质摄入过多、机体代谢改变而导致

体内脂肪堆积和体质量明显超标的慢性疾病。 随着人们的

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人口日益增多,其发生率

逐年上升且趋于年轻化。 2015 年美国内分泌学会发布的关

于肥胖的现状和调查数据显示:肥胖已在全球大规模流行

并成为危害公众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1-2] 。 肥胖不仅对人

们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更是诱发糖尿病、脂质异常血

症、癌症等疾病的高危因素
 [3] 。 西医对于肥胖症的治疗主

要以行为、饮食、运动为主,必要时辅以药物或手术治疗,但
加强运动、控制饮食受到个人主观意识影响,因难以长期坚

持或不能忍受使其效果难以保证[4] 。 针灸作为中医学传统

治疗方法,具有绿色、简便、价廉、效佳的特点,因此被广泛

运用于临床治疗肥胖症。 本文将近年来针灸治疗单纯性肥

胖的临床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体针疗法

　 　 Shen
 

Kejian 等[5] 对 33
 

例腹型肥胖伴多囊卵巢综合征

患者进行弹拨针刺治疗,其在中脘、气海、关元等穴位施以

补法,天枢、水分、带脉等穴位施以平补平泻法,对患者体质

量、空腹胰岛素、空腹血糖、血清卵泡刺激素等指标进行前

后检测,结果显示,治疗后患者体质量指数( BMI)明显降低

(P<0. 01),卵巢体积明显缩小(P<0. 01),血清瘦素、黄体生

成素和睾酮水平明显降低(P< 0. 05,P< 0. 01),表明腹针可

以有效减轻腹型肥胖患者的体质量和缩小卵巢体积并改善

临床症状。 Huang
 

Didi 等[6] 对 264
 

例重度肥胖伴高脂血症

患者(其中男性组 106
 

例,女性组 158
 

例)进行针刺干预,治
疗后,2 组的肥胖指数(体质量、肥胖度、BMI、体脂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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