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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灸，又称冷灸或发泡灸，其以中医传统“天人相应”学

说及时间疗法学说为理论基础，采用刺激性的药物特定贴敷在

穴位皮肤表面，借助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作用，使局部皮肤红赤

充血，甚至起疱、化脓，从而激发经气，疏通经络，调理气

血，平衡阴阳，最终达到治病、防病的目的。近年来，天灸疗

法逐渐受到热捧，全国上下掀起“天灸”热潮，表明了人们对

健康的关注度逐年上升。纵观近代天灸研究对象，多从疾病入

手。疾病的背景是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天灸的

临床研究需要的是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病”为中心。从

天灸人群的研究入手，通过研究人群疾病背景，挖掘健康影响

因素，从个性化特征规律中寻求人群的共性规律。
1 借助现代物联网技术，建立天灸人群的健康管理电子档案

健康管理电子档案是记载个人基本信息、生活习惯、饮食

运动、疾病史、家族史、实验室检测等健康相关信息的个人电

子信息档案，是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第一步。健康管理电子档

案涵盖了各个健康相关因素，贯穿居民整个生命过程，可实现

健康信息的多渠道、动态收集，满足居民自我保健与健康管

理、健康决策的资源需要，有助于居民、医疗机构之间信息共

享，方便医生对常见疾病的普查、预防和治疗[1]。
近年来，健康观念的改变及物联网的飞速发展，为穿戴式

健康智能设备开辟了新市场。穿戴式健康智能设备的开发满足

了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且携带方便，操作简单，使人们在家中

真正实现对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监测。虽然穿戴式健康智能设备

层出不穷，花样繁多，但是在实际应用上仍处于探索阶段，且

设备检测生理参数单一，使用者缺乏专业医学知识背景、读取

参数能力有限，无法结合自身情况对健康数据进行自我分析，

导致穿戴式健康智能设备无法真正发挥其重要作用。在健康电

子管理档案基础上，运用物联网技术，结合穿戴式健康智能设

备，对天灸人群的健康影响因素进行客观、量化检测，不仅有

利于医生对天灸患者实施远程院外健康监测，及早发现，及时

治疗，更好的实施天灸个体化诊疗方案，达到未病先防，已病

防变，瘥后防复；更能从大数据中挖掘在不同时间、空间点上

健康数据的变化规律，寻求个性群中的共性规律，逐步实现健

康大数据时代。
2 实施个体化诊疗方案，从个体化信息群中寻求共性规律

个体化治疗是指突出个体化特征的临床诊断与治疗方法，

是中医整体观与辨证论治理论的体现[2]。天灸疗法作为中医传

统特色疗法之一，是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结合患者的体质、
年龄、疾病、证候等，选择不同的穴位与方药。然而，天灸的

临床研究不能拘泥于个性化信息，应当在个性化信息群中寻求

共性规律，扩大天灸适应症，以期为更多人提供更好的天灸保

健服务。
3 打破时间限制性，选择最优时间窗

天灸疗法主要是通过时间、经穴、药物刺激之共同作用以

达到疗效。三伏天灸及三九天灸是天灸疗法的最突出的两种，

具有显著的时间代表性，是传统医学中“天人相应”及“春夏

养阳，秋冬养阴”理论的主要体现，但并不能限制天灸就一定

是在这两个时间段进行。临床研究证实，日常天灸与三伏天灸

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及支气管哮喘方面，二者均有效，虽三

伏天灸疗效较日常天灸疗效要好，但二者在统计学上无显著

差异[3～4]。另外，研究也表明，在哮喘发作期进行穴位贴敷疗

法，其疗效明显优于口服氨茶碱[5]。说明在疾病急性期进行

“天灸”治疗也能达到良好疗效。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天灸疗法，

有助于疾病的防治，充分体现了“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的“治未病”学术思想。
因此，在时间窗的选择上，无需限制于三伏天或三九天，可以

根据疾病的病程发展、季节气候的改变及体质的变化等情况进

行药物贴敷，以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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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灸人群的“后医疗服务”
现代医学对疾病的了解，不仅仅是疾病本身，还包括影响

疾病的各个因素，即机体生理病理背景，包括气候、地域、体

质、年龄、衣食住行、生活、工作压力等方面的改变。而对于

机体生理病理背景的改变，仅仅是院内治疗，因时间限制，无

法实时有效的反应患者健康状况的变化。长期的病情观察还需

要对病人实施“后医疗服务”，进行持续有效的随访工作。但

“后医疗服务”模式现正处于起步阶段，随访工作通过电话、
上门等方式，仅限于病人症状的自诉，缺乏了客观数据，无法

客观的指导治疗。
借助天灸人群健康 A P P 或微信健康自评平台可实现疾病

症状、体质变化、生活质量变化的自我评价。应用物联网平

台，采用穿戴式健康设备对心电、血糖、血压、睡眠等健康生

理参数进行实时监控，并将数据传输至健康数据库中，对数据

进行整合分析。相比于传统的电话及上门随访，该随访的优点

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方便天灸人群在家中对自己健康进项

实时监控，有助于了解自身健康状况，无须前往医院，减少医

疗资源的耗费；通过健康互动平台，实现对天灸人群的天灸知

识宣教、健康答疑等，加强医患间的沟通，有利于改善医患关

系；通过医疗健康数据的相互传输，实现医疗信息的共享化，

医者可通过对院外健康数据的整合分析，了解天灸人群的健康

状况，实现远程院外监测，并能持久有效地反映天灸疗效。
5 制定天灸研究规范

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人们的关注从单纯的疾病

治疗逐渐转移到疾病的预防、保健、养生等方面。天灸疗法作

为“治未病”思想的体现，在疾病防治及养生保健方面起到重

要作用，且具有副作用少、应用广泛的优点，逐渐受到了人们

青睐，在全国各地流行起来。由于成本低廉，收益高，无论正

规医院、社康还是保健场所、美容院，均开展天灸疗法，一些

机构对于天灸人群的选择更是“来者不拒”“逢人都贴”。而

且很多保健机构、美容场所并未持有中医执业资格，贴药人员

缺乏专业医学知识背景，实施天灸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一些

患者为了方便，选择网上购药，根据网上提供的药物、穴位处

方，自行贴敷。这种种因素导致了“满城皆天灸”的“鱼龙混

杂”现象，大大的阻碍了天灸的发展，因此，对天灸实施规范

化管理是必须。天灸管理规范：对实施天灸的医疗机构、实施

人员、药物、收费标准进行规范化管理；天灸操作规范：从适

应症、禁忌症、药物的配伍、穴位的选择、贴敷时间，治疗时

间点等方面进行规范操作；对天灸人群进行宣教，杜绝盲目跟

风现象，使天灸疗法真正的“深入人心”。
6 结语

2000 多年来的临床实践表明，天灸在治疗多个系统疾病

上疗效肯定。近年来，随着现代健康观念的改变，天灸人群逐

渐扩大。但在天灸研究上，均是从“疾病”入手，只注重于疗

效验证及机制探讨方面，而忽视了疾病背景因素的研究。健康

信息学的发展及物联网的普及，为天灸的实施和研究提供了新

视角。建立天灸人群健康电子管理档案，有助于天灸人群研究

的规范化。在此基础上，结合穿戴式健康智能设备，利用物联

网技术，对天灸人群的健康基本参数进行实时、远程监测，对

生活方式、体质、气候变化等疾病背景因素进行监控，及时了

解天灸人群的健康状况，为天灸人群实施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真正实现天灸的“治未病”中心思想。以“天灸人群”为出发

点，逐渐扩展到其他健康人群，建立完善的人群健康电子管理

档案，实现健康大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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