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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工作和生活环境时

刻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与之相应，人类疾病谱也在

变异，各种因社会、心理或行为因素所致疾病急剧增

多，愈来愈多的人关注心身性疾病。随着中医学体质

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体质是形神

合一的载体，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可调性。而针灸调

理体质其实质就是针对机体形和神的偏颇状态的改善

或修正，更突出的是对神的调治作用。针灸调神可能

是据机体所处的时空条件，通过调理经络、气血、脏

腑的虚实，整合机体的阴阳来实现的。
1 针灸调体先调神

体质是形和神的载体，健康的体质状态是形与神

俱，形神合一。形是神的物质基础，神是形的功能状

态，二者出现偏颇则需形神兼调，心身同治。如《类

经·十九卷·针刺类》言：“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

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孙思邈认

为：“夫身为神气之窟宅，神气若存，身康力健，神

气若散，身乃死焉。”因此说调神治形是体质调理的

基本法则。而病理性体质是形和神出现偏颇，呈现出

亚健康或疾病的身心不调的状态，是需调体治病、治

未病的体质状态。
针灸调理体质状态治病、治未病，其实质就是针

对机体形和神的偏颇状态的改善或修正，更突出的是

对神的调治作用。如《灵枢·本神》曰：“凡刺之法，

先必本于神”；《素问·宝命全形论》言：“凡刺之

真，必先治神”；《灵枢·官能》谓：“用针之要，无

忘其神”。可见针灸调体先调神，更强调神对形的主

导与驾驭作用，这也是针灸先贤对后世针灸研究者的

告诫，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欲治病需先治神，欲治

未病先养神，以治神为医家要务，此乃针灸之道。
2 针灸调神与气血

气血的从与顺是形神和谐的物质和基础，是体质

状态健康的的保障。血气已和，五脏安定，神气方

定。如《素问·八正神明》言：“养神者，必知形之

肥瘦，营卫血气之盛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

养。”血气者，奉生而周于性命，其虚实、逆从皆和

神的得失密切相关。血气苟能若一，则形神统一，恶

有乱者乎；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气血有余可

致五志逆乱，不足可致七情失常。可见气从以顺、血

脉荣和是形神统一的前提，是体质得调的基础。
针灸调体治病、治未病的奥妙之一在于调气血，

通过调气血的升降出入，可以调整人体的形神而达到

摄生、却病、缓病和愈疾的目的。如《素问·调经论》
所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素问·至真要大

论》曰：“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气血

和利，神安志坚，体质状态稳定，稳乃健。可见针灸

调体最根本的思维就是调气和血，使其和利，令神能

使。如《灵枢·小针解》谓：“……上守神者，守人

之血气有余不足，可补泻也……粗守关者，守四肢而

不知血气正邪之往来也。上守机者，知守气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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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往来者，知气之逆顺盛虚也。要与之期者，知气之

可取之时也。”张介宾注道：“医必以神，乃见无形，

病必以神，血气乃行，故针以治神为首务。”
3 针灸调神与阴阳

阴阳和合是形神相携的根本所在，是体质和谐的

内在原因。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凡阴阳之

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

而和之，是谓圣度。”阴阳之道本贵和平，方能阳生

阴长则神可安居；阴阳的失济与神失或神乱互为因

果。如《灵枢·行针》言：“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

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暴怒伤阴，暴喜

伤阳”。故追求并促进阴阳相和，维系体质的形神统

一是中医药治病调体的最终目标。
针灸调体的要旨在于整合并维系阴阳动态平衡，

针对阴阳升降出入失衡的倾向性而调治。体质内在阴

阳的失衡是疾病易感的根本原因，故疾病的调治其实

质就是对基于体质内在阴阳失济状态的促平调态势的

调整而使病愈体复。如《景岳全书》云：“凡诊病施

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

焉有差？”《医门棒喝》谓：“治病之要，首当察人

体质之阴阳强弱，而后方能调之使安。”改善和纠正

体质的偏颇，唤醒并调动或增强机体的阴阳自稳能

力，推动机体阴阳自我调节，形成新的有序稳定功能

活动，达到机体形神相对和谐的目的。针灸调神可能

是通过促进阴阳的自和能力而维持体质形神的和谐状

态。可知针灸调神的要点在于调节并促使人体阴阳既

济状态，使气与形合，形神相亲，调神全形，使形神

统一，才可达到“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心身健康

状态。
4 针灸调神与脏腑

脏腑各从其欲是形神相亲的保障，五脏之神和七

情的正常与否是其明证。如《灵枢·卫气》曰：“神

生于五脏，舍于五脏”； 《素 问·宣 明 五 气》 云 ：

“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

《素问·天元纪大论》谓：“人有五脏，化五气，以

生喜怒思忧恐”。五脏安和是构成体质形神和谐状态

的关键，脏腑失和致神不安，神不定使脏腑病。如

《素问·平人绝谷》云：“五脏安定，血脉和则精神乃

居”； 《黄帝内经太素》 云：“神伤则五脏皆伤”；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怒伤肝……喜伤心……
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可见脏腑生克制化、

亢害承制各从其欲，各得其愿，则能各司其职，形神

统一。
针灸调体维稳求衡的原则就是要顺应脏腑升降出

入的气化规律、维持亢害承制的自稳机制，使形有所

彰，神有所舍。临证审察患者的神气则可知脏腑之虚

实寒热、气血之盛衰逆从，以决定针刺的补泻。如

《灵枢·本神》云：“是故用针者，察观病人之态，以

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伤，针不可以治

之也”；《素问·调经论》曰：“神有余，则泻其小络

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无中其大经，神气乃平。神不

足者，视其虚络，按而致之，刺而利之，无出其血，

无泄其气，以通其经，神气乃平”。可知针灸调神是

对五脏神和七情功能的动态整合效应，终致神调而形

调，形神相合，则病自除，体自康健。
5 针灸调神与四时

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思想是中医学整体观的体

现，四时规律是机体调节和适应以维持形神稳态的参

照，要求我们调体治病、治未病要尊重并利用四时规

律和顺应机体因时之序的生理特性。如《素问·四气

调神大论》谓：“故阴阳四时者……逆之则灾害生，

从之则苛疾不起”；《素问·脏气法时论》称：“合人

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四时阴阳升降出入变化之气

对机体气血、阴阳、脏腑的影响，体现在机体形神状

态对四时变化的调节和适应。如《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曰：春“在志为怒”、夏“在志为喜”、秋“在志

为忧”、冬“在志为恐”。可知，机体形神随着四时规

律而有所变化，并自调或人为干预而与之适应。
针灸调体要法天则地而顺天应时，随机体的形神

特点变化而因势利导，而针灸体质顺应四时规律的干

预，可调动或增强机体的调节和适应能力，才能更好

求得形神健康和谐。如 《素问·宝命全形论》 曰：

“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

影，道无鬼神，独往独来”； 《素问·五常政大论》
道：“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

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
针灸调神，合于四时之序与气血、阴阳、脏腑的升降

出入变化规律，才能求得体质稳态的最大可调空间，

而服天气通神明，使形神统一。
6 针灸调神与人事

人处于天地之间、气交之中，需上配天以养头、
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才能形与神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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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是常见的以血细胞减

少为特征的血液系统疾病。中医学将本病归属于血证

的范畴辨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

2008 年召开专门“常见血液病中医命名规范化研讨

会”，依据病位、病情将 MDS 中医学病名命名为

“髓毒劳”：“髓”代表病位，“毒劳”代表病情与病

性[1]。故可见本病为“毒”、“劳”相兼的邪实正虚、
虚实夹杂证，且正邪之间会随着病情的不断进展存在

相互消长的关系，即邪愈实而正愈虚，正愈虚而邪愈

盛。在病因发面，本病多是由于素体禀赋虚弱，又因

后天饮食、七情、劳倦所伤，甚或外界毒物化学物质

的接触，导致气血运行失常，气血耗伤，伤及五脏，

健康长寿。人处于社会大环境中，受各种因素的影

响，机体的形和神随之变化，而变化了的形和神又可

能影响周遭环境的变化，之中神受的影响最大。作为

医者应充分利用人事而治病患之神，用之恰到好处，

可胜于药力。如《东医宝鉴》道：“欲治其疾，先调

其心，以正其心，乃资于道，使病者尽去心中疑虑思

想，一切妄念，一切不平……能如是则药未到口病已

忘矣。”或移精变气以情胜情，或祝由而已。可见中

医学的人事而治之法，使形神随社会环境变化而调节

并与之适应，可达到形神焕发的状态。
针灸调神需治医者之神和患者之神，以己之神调

病患之神，二神相合，则针效倍增，如《金针梅花诗

钞》云：“用针者人也。医者之精神治，则造化通，

料事明，决断果，使之临危则不乱，卒遇大恐而不能

惊。病者之精神治，则思虑除，气血完，使之信针不

移，信医不惑，则取效必宏，事半而功倍也。”神不

定，不易守气血、阴阳、脏腑升降出入之气，则不宜

针灸。因此，在整个针灸调治过程中，始终做到守神

并随应而动，那么，针灸调神为先，形神兼调，方可

促使和维护机体体质和谐状态。
总之，整体的观念、动态的思维是针灸调体治

病、治未病的临床思路。因体质的形神状态具有一定

程度的可调性、可变性，二者的协调才能使疾病得

愈、体质得调。针灸调神治形、维护体质的健康状

态，可以提高生命体验的良好程度，而调神对生命体

验的的感受有着良好的调节。因此，从调体先调神思

维的内涵来认识针灸效应规律，对针灸调体治病、治

未病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责任编辑：黎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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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脾肾亏虚、瘀毒内蕴论治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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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属中医学血证、髓毒劳范畴，为“毒”、“劳”相兼的邪实正虚、虚实夹杂
证。其病机可归纳为脾肾亏虚、瘀毒内蕴，且发病过程中脾肾亏虚贯穿始终。临床辨治以虚实辨证为首辨；脏
腑辨证为基础；瘀毒辨证为指导。总以健脾补肾、化生气血为根本治法，再根据辨证，以治脾为主或治肾为主
入手。

［关键词］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髓毒劳；脾；肾；瘀毒
［中图分类号］ R5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4） 02-0015-03

15· ·

C M Y 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