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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整理分析《黄帝内经》及后世诸家医籍中的阳气学术思想,结合肩周炎的临床表现及中医

学病因病机,探析人体肩部在生理及病理变化下与阳气的相关性,提出临床上肩周炎可从“阳”论治,并以中

医阳气理论为基础探讨针灸治疗肩周炎的思路及应用,以期为临床肩周炎的治疗提供理论参考,更好发挥

中医针灸技术治疗肩周炎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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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周炎,中医学称之为“五十肩”“冻结肩”“漏肩

风”等,主要表现为肩关节疼痛及活动不便。 西医学认

为该病是因肩关节周围肌腱、腱鞘、滑囊和关节囊等软

组织慢性炎症粘连,限制肩关节活动所致[1] 。 《阴阳十

一脉灸经》载:“肩似脱,臑似折”,《针灸资生经》则首

次提出 “肩痹” 之名; 《医林改错》 载: “凡肩痛、臂

痛,……或周身疼痛,总名曰痹症”,《素问·痹论》载:
“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把肩部痛划归痹病。
《黄帝内经太素》载:“感寒、湿、风三种之气所生诸病,
皆曰筋痹”,与临床上肩周炎所受外感风寒湿邪气之病

因相符,故肩周炎亦可归为“经筋痹”范畴。
阳气学说是 《 黄帝内经》 重要的学术思想之

一[2] ,经后世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及郑钦安等温阳

学派及逐渐兴起的扶阳学派医家的不断研究发展,已
成为一种讲究整体观念、扶正祛邪的中医治病观。 随

着阳气学说的发展,中医学对肩周炎的病因病机的认

识更为充分,将阳气理论应用于肩周炎的针灸治疗是

一种新的提升。
1　 阳气理论的渊源

　 　 《内经》中多有论述阴阳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但更强调阳的主导作用[3] 。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指出了

阴阳平衡的生理状态,另外《素问·生气通天论》通

篇论述阳气的重要性,如“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

则折寿而不彰……阳因而上,卫外者也”,表明了生

命中阳气之重要性,另外在该篇中还提到了阳气可

“精则养神,柔则养筋”,表明阳气具有濡养筋经、温
养形神的生理功能。 《内经》亦强调“凡阴阳之要,阳
秘乃固”,认为阳不外张则邪不外淫,阳密则精不内

绝,因此阴平阳秘之中归重于阳[4] 。 可见,《内经》注

重阳气培护在阴阳平衡及抵御外邪等方面的重要性。
从《内经》中关于阳气固护相关的篇幅中可以看出,
阳气充足与否对人体的生长发育、运动等正常机体功

能及生命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世医家对《内经》 阳气理论多有延承和发展。

张仲景在其著作及治病实践中多体现重阳思想,如在

《伤寒论》中有提到阳气是六经辨证中的关键,其“扶

阳气”则是《伤寒论》的核心内容[5] 。 王冰将“失其所

则不彰”注为“日不明则天暗暝昧”。 张景岳亦继承

和发挥了《内经》重阳思想[6] ,提出了“阳非有余”“人

体虚多实少”等理论,重视阳气在治病中的作用,临
证多施以温补之方,其“尚阳”思想在《类经》《类经图

翼》及《景岳全书》等著作中多有体现。 另外在华佗

《中藏经》、李中梓《内经知要》及石寿棠《医原》等医

籍亦多有强调固护阳气的论述,郑钦安及卢铸之等扶

阳派主张倡导继承和发展《内经》及张仲景之重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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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如《医理真传》曰:“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
气无滞,阳气不足,稍有阻滞,百病丛生”,指出阳气

可温煦推动精血津液的正常输布运行,若阳化气不足

则会导致阴过于成形,致使疾病发生。 著名医家祝味

菊先生亦推崇扶阳学术思想,力主“阳为生之本”,称
“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认为人体免疫力、抵抗力

和修复能力等皆与阳气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古今医家多重视预防和消减损阳的相

关不利因素,强调固护阳气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重要

性。 结合《内经》及后世医家对阳气的阐释,可推出

阳气是一身之气中具有温热、兴奋特性的部分,是人

体内具有温煦、推动、兴奋、升腾、发散等作用和趋向

的极细微物质和能量[7] 。
2　 阳气理论指导下的肩周炎病因分析

　 　 肩周炎总归本虚标实之证,《千金翼方》载:“人

年五十以上,阳气日衰,损与日至……人至晚年,阳气

衰,故手足不暖”,其“年五十”阳气减弱与肩周炎发

病规律时间相符,提示肩周炎发病与阳气两者之间密

切相关。 阳气是人体活动重要的物质基础,而肩背是

人体阳气最盛的地方之一,所有的阳经在肩背汇合,
它是阳气聚集与运行的通道,因此肩背结构和功能的

正常依赖于阳气的充盛。
2. 1　 阳气亏虚,运化不足,不养而痛　 阳气对人体脏

腑、肌肉筋骨的阴阳协调与平衡具有决定性作用[8] 。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

筋”,提示肩部经筋柔韧有力、活动自如离不开阳气

的温煦和荣养功能,后张景岳注其曰:“筋之运动便

利,阳气之柔和也”,说明阳气与肩部经筋活动的联

系密切。 血与津液的运行离不开阳气的推动,“阳化

气,阴成形”,阳气流通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阳气流

通可温养脏腑,并推动气血运行。 阳气能推动血液正

常运行,而肩部筋骨经筋的正常活动需要气血的濡

养[9] 。 《灵枢·本脏》载:“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
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如此可使肩部筋骨

经筋“骨正筋柔,气血以流”,呈现活动自如、关节滑

利的正常状态。 另外,阳气亦能推动津液正常运行以

滋润皮肤、脏腑、九窍、关节。 可见阳气能够推动气血

津液正常运行,发挥温利滋润作用。 肝体阴而用阳,
肝阳之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虚衰,从而影响人体肩

部经筋正常运动。 综上,肩部经筋的正常功能与阳气

充足的温煦和荣养功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2. 2　 阴邪侵袭,气血瘀滞不畅,不通则痛　 阳气亏虚

容易导致局部经脉气血不通,不通则痛。 中医学认

为,阳化气,故气属阳,年老积劳者多伴有阳虚,阳虚

推动无力是气血停滞及痰瘀内阻的主要原因,所谓水

无热不沸,冰无热不化,瘀无热不流,气无热不行,因
此,阳气的充盛是气血通畅的基础。 《素问·生气通

天论》曰:“阳因而上,卫外者也”,阳气充足则可以御

邪于外,使得邪气难以侵袭,阳气虚衰则邪气容易趁

虚而入肩部经筋。 风、寒、湿三邪合至,袭扰经络,以
致肩部经脉气血运行不畅,不通则痛。 风为百病之

长,常兼寒湿等邪气合而伤人,易袭阳位及阳经。 寒

邪具有寒冷、凝结的特点,易损体内阳气,寒邪停于肩

关节局部,阻碍阳气的化生与运行,失其温煦,易使经

脉气血运行不畅,以致经脉不通,引起患者四肢疼痛

及活动受限。 《温热论·论湿邪》曰:“湿胜则阳微”,
湿邪过重易损伤阳气,而阳气不足亦致“湿盛”,二者

互为因果。 湿邪性黏滞,易阻滞气机, “ 气为血之

帅”,气能行血功能下降则易发生周身气血瘀滞,四
肢沉重酸痛。 《灵枢·经筋》曰:“经筋之病,寒则反

折筋急”,《伤寒六书》又言“拘急者……阳虚而有此

证”,说明阳气不足,筋脉得不到温养则会出现肢体

疼痛、活动受限。
综上所述,肩周炎发病之根本,不外乎内外二因。

内因者,积劳日久,阳气鼓动无力,推动乏力则气血不

行,不荣则痛。 外因者,阳气不足,卫外不固,阴邪侵

袭,气血凝滞不行,不通则痛。
3　 针灸疗法对肩周炎的作用

　 　 现代医学治疗肩周炎多采用药物治疗、物理治

疗、手术治疗[10] ,但疗效有限,且毒副作用明显。 针

灸是中医的特色治疗方法,其治疗肩周炎具有操作简

易、起效较快、毒副作用小、复发率低等特点[11] 。 目

前临床上治疗肩周炎的针灸治法方式众多,主要有腹

针、浮针、毫火针、苍龟探穴电针法、缪刺针法、腕踝针

等,但尚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某种治法优于其他

治法[12] 。 阳气作为人体一身运行之根本,贯穿病程

的始终,著名扶阳学派卢崇汉先生所提出的“阳主阴

从”观点认为阳气是人体生命能够生存的关键[13] 。
从人体阳气与肩周炎关系的角度上来看,运用中医阳

气学说来探讨针灸治疗肩周炎有着重要意义。
4　 从中医阳气学说探讨针灸治疗肩周炎

　 　 阳虚不养而痛,周身筋骨肌肉之中,唯以肩颈最

为明显,归结其因,与人身经络分布有很大关系,肩部

为手三阳经所主之地,两肩中间大椎穴更是周身阳经

交汇之穴,是人体一身阳气深聚之所在,是故阳气虚

衰之时,肩颈必先出现不养而痛之症;而阳气郁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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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生肩部气滞血瘀,经脉阻滞,不通而痛。 因此,肩
周炎病因病机总属“阳虚为本,阳郁为标”,不通则

痛,不荣则痛。 阳气通则气血达、筋脉畅,阳气足则气

血旺、筋脉得养,故治疗当以通阳、温阳之法应之[14] 。
针灸可在肩关节局部及全身远部相配合以温阳

治疗。 一方面,肩部为手三阳及手三阴经脉循行所过

之聚集之地,手太阳小肠经循行于肩后部,所谓“太

阳”,阳气茂盛是也,小肠五行属火、属阳,故小肠经

是阳气较盛之处,故欲改变颈肩疼痛不适诸症,须通

达小肠经脉气血,取升阳之法;手阳明大肠经循行于

肩前部,为多气多血之经,上行的阳气最盛,阳气充盛

而使臂能活动自如;手少阳三焦经循行于肩外侧部,
《灵枢·根结》曰:“少阳为枢”,该经可对全身的阳气

起转枢、调节作用,亦可温煦肩部;而手三阴之手太阴

肺经、手少阴心经及手厥阴心包经,与手三阳之大肠

经、小肠经及三焦经,分别对应着阴阳表里关系,且循

行所过,主治所及,取之亦可配合肩部阳气通达、气血

调和。 另一方面,中医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某一局部病

理变化与全身脏腑、气血、阴阳的盛衰相关,故可通过

远部取穴等方式振奋人体一身之阳气,以激发局部生

理功能。 《素问·调经论》言“血气者,喜温而恶寒,
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通过艾灸、火针等温

热刺激之法作用于人体,提高人体阳热之气,温阳除

痹,温通气血运行,充实全身阳气,祛瘀散寒,适用于

肩部寒证、阴证及阳气损伤;亦或选取合适穴位以毫

针针刺,或施以温补手法,使四肢关节阳气流通,气血

畅达,邪去正安,则肩痹可治。
4. 1　 外以辅法,温阳除郁

4. 1. 1　 针刺法 　 针刺法中应用最多的是温针及火

针。 温针又名烧针柄、温针灸及针柄灸,具有温通之

性,可温通经络、温补脏腑、扶阳驱寒、行气调血;火针

又名燔针,《灵枢·官针》载其适应于寒、痹、经筋及

骨病之症,《针灸聚英》提到“用火针以外发其邪”,故
火针下之则可结合针刺与温热之用,激发经气、促进

血气运行,达到温通经络、风祛、寒散、湿除之用,临床

上多局部选取肩髃、肩髎、肩前、肩贞、阿是穴等穴位。
肩髃、肩髎、肩贞分属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阳三焦经、
手太阳小肠经,称为肩三针,均为局部取穴,临床上常

组合使用作为肩痹常用针刺选穴,取三经阳气之运,
可疏通肩部经络气血,活血散寒止痛;阿是穴即痛点

取穴,具有较高的就近治疗价值。
 

诸穴配合温针灸或

火针,可充分发挥温经散寒、通络止痛的功能。 陈迎

春等[15] 运用火针治疗寒湿痹阻型肩周炎,与普通针

刺对照,治疗 10
 

d,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疼痛改善程

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不同针刺补泻手法亦可影响体内之阳气与病邪

之去留,针刺可通过操作手法补充体内阳气,即将机

体外部阳气调引至内,可逐渐充实内部之阳气,因此

热感得以产生。 例如烧山火针刺补法可引经通气、益
阳补虚,《针灸大成·三衢杨氏补泻》言:“烧山火能

除寒,三进一退热涌涌”,说明烧山火手法操作可用

于祛寒。 《针灸问对》载:“令天气入,地气出”,即引

导外部之阳气到达内部以驱散藏于体内寒冷之气之

义,故行烧山火手法可培补人体局部阳气,祛风散寒

除湿,机体阳气逐渐隆盛,寒去则疾愈。 彭建明等[16]

通过烧山火针法治疗肩周炎,取得良好治疗效果。 另

外从阳气理论下,可取特殊针刺手法并扩大针刺面积

从而疏导阳气治疗肩周炎, 或取关刺治疗经筋

病症[17] 。
4. 1. 2　 艾灸法　 艾灸具有温经通脉、散寒止痛的功

效,主要包括温和灸及热敏灸等。 《景岳全书》 载:
“以艾治者,当随其急处而灸之,盖经脉既虚,须借艾

火之温以行其气,气行则血行,故筋可舒而歪可正

也”,可以借艾灸的灸火热力以行气温阳,濡养经筋,
则经筋痹可得以治疗。 研究发现,艾草施灸时会产生

抗氧化物质,当灸热与毫针同达深层肌部时,局部组

织温度得以增加后会扩张血管,改善循环减轻疼

痛[18] 。 艾灸可取大椎、颈夹脊穴、后溪等穴,可升发

阳气、行气血,如大椎穴为“三阳” “督脉”之会,全身

阳气于此交会,故灸大椎为开阳气总开关也,通调诸

经气血。 于温和灸言,除了上述诸穴外,临床上还多

采用肩井、曲池、手三里、外关穴,此四穴皆为肩臂筋

骨运动着力之处,可缓解疲劳、松解脉络。 相较于温

和灸,热敏灸温经止痛的功效更为突出[19] 。 热敏灸

疗法基于艾灸温法,利用艾之热性悬灸热敏态穴位,
施以透热、扩热、传热和经气传导等,可促进阳气传

导,亦可用于温养四肢经筋。 冯赵慧子等[20] 以热敏

灸疗法治疗风寒湿型肩关节周围炎,治疗后肩关节疼

痛程度、功能及活动度显著改善。
4. 1. 3　 扶阳罐　 扶阳罐集温阳、通阳、养阳、护阳于

一体,可宣通、强盛人体之阳气。 《素问·血气形志》
载:“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 扶阳罐结合了刮痧开

腠理祛邪出及温灸透热刺激于病所之效,提升人体阳

热之气,全面调整和疏通经络和穴位,引导输布营卫

之气,鼓动经脉气血,温煦濡养皮毛、脏腑组织及振奋

畅通经络,有效宣通经络,温补亏损之阳气。 扶阳罐

·901·　 　 　 　 第 6 期　 　 　 　 　 　 　 　 　 倪玉山,王　 迅:基于阳气学说探讨肩周炎的针灸治疗思路



温灸可取关元、归来、命门及肾俞等穴,通过调理阳气

被郁及阳气虚损,达到温通经络、祛风散寒、消瘀散结

的作用。 舒姣姣[21]以针刺结合扶阳罐温刮法治疗风

寒湿型肩周炎,取得良好治疗效果。
4. 2　 内以经穴,针引扶阳　 人体经络系统是个脏腑

形体官窍互相联络并可上下内外沟通的整体,因而刺

激某些特别的经穴可补阳扶正,调理全身,如督脉、膀
胱经、足三里、关元等。 中医学认为“背为阳,腹为

阴”,故可取督脉、足太阳膀胱经及夹脊穴等振奋人

体阳气之经穴来治疗肩周炎[22] 。 督脉为 “阳脉之

海”,与手足三阳经及阳维脉相交会,主一身之阳,
《黄帝内经灵枢集注》曰:“五脏之俞,本于太阳,而应

于督脉”,《十四经发挥》 进一步解释:“督之为言都

也,行背部之中行,为阳脉之都纲……以人之脉络,周
流于诸阳之分,譬犹水也,而督脉则为之督纲,故曰阳

脉之海”。 背部是人体阳气运行的最大通道,统摄一

身之阳。 督脉总督全身气血运行,而经筋主司运动,
与阳气盛衰密切相关,督脉阳气通达,脏腑、经络功能

才能协调[23] ,故临床可通过刺激督脉上身柱、至阳等

穴补气助阳。 足太阳经为一身之巨阳,与督脉同上入

络脑,头部为诸阳之会,督脉之别与足太阳经相通,依
照六经传变,太阳为一身之藩篱,外感风寒湿邪,首当

其冲,均会损伤机体阳气,故针刺刺激太阳经有关穴

位具有必要性,如天柱穴乃汇聚太阳经背部诸穴阳热

之气传入项部的经穴,可化气温阳治疗肩背病。 夹脊

穴因其夹脊贯脊而行的位置特点,又处于督脉经与膀

胱经之间,亦可起到沟通调动周身阳气之效[24] ,且上

部夹脊穴本就具有治疗邻近上肢疾病的作用,故临床

夹脊穴可用于肩周炎的治疗。 此外,百会、足三里、气
海及关元等穴通过艾灸或针刺补法亦可温通经穴,可
在一定程度上温暖五脏六腑,补充身体阳气,抵御外

邪,对改善全身阳气状态从而治疗肩周炎亦有裨益。
5　 结　 　 语

　 　 综上所述,阳气理论是我国中医学重要的学术思

想,古代多有医家尤其重视阳气对生命活动的重要影

响,提倡“阳气为本”的学术思想且运用于疾病的诊

治。 在肩周炎的病程中,最大的矛盾就是阳气,即生

理状态下阳主阴从的关系遭到了破坏,这是疾病发生

的关键点。 因此,在肩周炎的针灸治疗中,应重视阳

气对肩周炎的发生、发展的影响,强调阳密固阴,临证

时不忘固护阳气,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谓之诊

治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扶阳气而散

诸邪,治疗肩部诸症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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