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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具是进行针灸治疗的基础，针具的发展一直同针灸理论相辅相成。从砭石到九针再到当今诸多改进的

针具，针具在不断进行革新。在革新过程中针具最适合的治疗方法是否也随之变化？本文回顾了从石器

时代到现代针具的发展，以及各种针具对应的最适合的针灸疗法。从针具发展的原因，指导针具进行操

作的针灸指导思想的角度，就针灸临床中针具与其相适应的疗法对应关系进行思考，并对相关问题进行

探讨。希望从这些问题的思考中能探求现代针具能有更好的针灸治疗方法，提高针灸治病的针对性与临

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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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upuncture tool is the basis for acupuncture trea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cupuncture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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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always been complementary to the theory of acupuncture. From needle stone to nine needles 
to many improved needles today, needles are constantly innovating. Has the most suitable treat-
ment method chang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correspon-
dence between acupuncture tool and its corresponding therapy i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discusses related issues. It is hoped that from thinking of these problems, we can find better 
method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with modern acupuncture tools, and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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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具是针灸疗法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实现针灸疗法的物质基础。如果离开了针具，针灸

医生就无法完成针灸治疗。在针灸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针具随着针灸理论一同发展，针具的发展促进新针

灸理论及疗法的出现，如砭石的出现开创了针刺技术治疗疾病的先河[1]，九针等多形制针具推动了针刺

技术多元化发展[1]；而新的针刺理论及疗法也会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针具，如《黄帝内经》九针理论及

刺法是特种针具形成发展的基础，相关软组织损伤理论的发展又促进了特种针具的出现[2]。尤其是在现

代，各种针灸流派百家争鸣，各种新型的针具也不断涌现。 
针具的发展都伴随着理论及疗法的改进，每一种针具都有其最适合的针刺疗法。针灸临床不仅仅要

根据疾病的具体病因，病情，病位以及患者体质等来选择治疗方法，还应根据针具的不同来选择最佳的

治疗方法。让不同的针具各司其职，各尽其用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针灸的疗效。 

2. 古代针具的发展 

砭石是针具的早期雏形是较为公认的一种看法[3] [4] [5] [6]。《说文解字》载：“砭，以石刺病也。”

砭石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主要用于刺破痈肿及刺脉[1] [5]。《素问·异法方宜论》对砭石有这样的描述：

“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工艺的发展，陶针，骨针

相继出现，并且都有考据挖掘或者相关文献的记载作为佐证[7]。 
从考古发掘的文物来看，由于当时的冶炼技术的发展，夏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以青铜为主要材料的

金属针具。这时期金属针具虽为九针的雏形，但是其作用还和砭石相同，相当于“金属砭石”。秦汉时

期，金属针具得到较快的发展。此时中国钢铁的冶炼工艺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为针具的改进提供了技术

支持[8]。材质上开始出现了金、银、钢针等；形态上更加小巧，锋利，同时针身与针柄开始分离；功能

上与夏商周时期的“金属砭石”大不相同，更加接近现在针具的作用。随着金属针具的发展，九针体系

也在此时形成。《灵枢·九针十二原》对这九针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一曰镵针，长一寸六分；二曰圆

针，长一寸六分；三曰鍉针，长三寸半；四曰锋针，长一寸六分；五曰铍针，长四寸，广二分半；六曰

圆利针，长一寸六分；七曰毫针，长三寸六分；八曰长针，长七寸；九曰大针，长四寸。”九针的形成

为后世针具与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唐宋时期医家大多重药轻针，导致了传世的金属针具的种类与数量

有限[9]，无法直观比较此时期针具的变化。但从文史资料来看，此时期针具材料开始出现钢铁材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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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手法有了较大突破，特别是出现了捻转手法[10]。这得益于针具外形的设计改良以及制作工艺的成熟。

明清时期的针具材料和形式更加多样。采用宋元时期发明的坩埚炼铁法并结合“百炼钢”和“灌钢”技

术，使针具的制作更为精细，尤其是此时针柄出现了金属丝缠绕而成或是金属丝卷成圆孔的设计，与现

在的针具颇为相似[11] [12] [13]。 
九针体系出现之后就为后世的针具发展提供了具体的方向，后世的针具大多以九针为指导，在其基

础上根据地域流行不同在形式和尺寸上稍有不同。后世的针灸理论体系也大都是在《内经》基础上进行

发展。 

3. 近现代针具的发展 

金属针具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青睐一直沿用至今，这期间针具制作逐渐精细。民国时期我国针

具的用材及规格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形状也偏粗大。到了 1953 年，在承淡安先生的不懈努力下，针具开

始有统一的生产标准，并应用不锈钢作为针具的材料。加上对消毒技术的改进，才出现了现今临床上较

为柔韧，纤细的一次性无菌针灸针[5] [14]。20 世纪 80 年代，师怀堂先生根据自身临床实践经验结合现

代科学技术，对《黄帝内经》中所载九针进行改造创新，研发出了一套“新九针”，包括镵针、铍针、

锋钩针、三棱针、火针、梅花针、磁圆梅针、鍉针、圆利针、毫针。“新九针”在针具的材料，性能，

形状等方面都有改进，具有更加安全有效，便于操作，易于掌握等特点[15]。 
随着各家针灸流派的发展，各种新针具层出不穷。一次性浮针针具、四川李氏杵针、针刀、以及用

于腹针和平衡针疗法的改良针具都是针具不断发展的证明[16]，其中不少针具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这

些针具大都在不锈钢针具的基础上对外形，结构，功能进行改进，使针具更贴合发明者自身的临床特色

疗法，颇有专针专用的意思。 

4. 针刺疗法 

4.1. 砭石疗法 

作为针具早期的雏形，砭石主要充当了当时外科手术器械的角色。人们通过对石器进行打磨，将其

制作成不同的形状，有石刀，石镰，石锤等。这些形状各异的砭石被用来切割赘瘤，刺破脓肿，对体表

疼痛部位进行按摩敲打等[17]。除了《素问·异法方宜论》之外《灵枢·玉版》中：“故其已成脓血者，

其为贬石铍锋之所取也。”《难经·二十八难》中：“其受邪气，畜(蓄)则肿热，贬射之也。”另一方面，

砭石也同样被用来热敷，《五十二病方》就有用砭石热敷以治痔疾的记载[7]，显然后者属于熨法的范畴。

相较而言，砭石作为外科手术器械的应用更符合针具发展的形式，也与今后的九针有更紧密的联系。 

4.2. 九针与新九针疗法 

作为古代针灸理论的核心和现代针灸发展的基石，九针在针灸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如前文所述，

九针在其形态上各不相同，成为后世针具发展的基础。从秦汉至明清的针具都不越九针体系。九针之所

以形制多样是为了让不同的针具能更有针对性的治疗特定的疾病。如《灵枢·官针篇》所述：“凡刺之

要，官针最妙。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针灸治疗的疾

病并非是单一的，每种疾病根据病因，病位，病程以及患者身体状况不同又需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病

在皮肤无常处者，取以镵针于病所，肤白勿取。……病在五脏固居者，取以锋针，泻于井荥分俞，取以

四时。”《灵枢·官针篇》中详细的描述了九针每种针具适合的病位，症状，治疗方法。同样《灵枢·官

针篇》中还描述了相对应于九针的九刺“一曰俞刺”“二曰远道刺”“三曰经刺”“四曰络刺”“五曰

分刺”“六曰大泻刺”“七曰毛刺”“八曰巨刺”“九曰焠刺”。九刺与九针虽并未一一对应，但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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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不同的针具当有不同治疗方法的思想。 
新九针是在九针的基础上对针具进行改良(包括镵针、鍉针、圆利针、铍针、毫针、锋勾针)和创新(包

括火针、磁圆梅针、梅花针)，每种针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镵针用于切割皮肤或静脉；鍉针用于按压或

热烙病变局部；圆利针用于深刺；铍针用于烙割或切开病变组织；锋勾针用于点刺放血，勾割皮下组织；

火针多用于加热点刺；磁圆梅针用于叩刺经脉，腧穴及病变局部；梅花针用于叩击浅表组织[15]。 

4.3. 近现代针具疗法 

与九针和新九针类似，近现代发展的诸多新兴针具都有各自独特的治疗方法。如符仲华老师所研发

的浮针治疗方法就不同于传统针刺手法。浮针采用患肌周围进针，向患处浅刺同时进行扫散操作[18]。同

样的还有朱汉章老师研发的针刀，其操作主要是对软组织进行松解和切割[19]；岐黄针融合了九针中大针

与员利针特点，其操作有自己独特的特点[20]；经过改良的腹针与平衡针，其操作均以独特的施术部位为

特色[16] [21]。 

5. 针具与疗法关系的思考 

简单回顾针具与其相适应的针灸疗法的发展之后，有这么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如果所有疾病，所有操作都采用同一种针具完成，那么会不会对临床的疗效有所影响？ 
从针具与疗法的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每一种针具都有自己最适合的一种治疗方法[22]。各种针具因

其形状，功能不同，所治疗的疾病，刺激的层次都有所不同。而现在针灸临床使用的针灸针多为毫针的

原因可能与道光皇帝废止针灸有关。历代太医院都非常重视针灸，甚至在嘉庆二年(1797 年)太医院改科

后针灸仍然是其中一科。但道光二年(1822 年)，道光帝下令：“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

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著永远停止。”[23]这场浩劫使得之后的针灸医生可使用的针具数锐

减。现在针灸医生多用毫针治疗临床上遇到的所有疾病，不管病位深浅，病情轻重，患者体质等因素，

这势必会导致针灸疗效的下降。针灸器具的标准化并不等同于针灸器具的单一化[24]。在生产力和生产技

术相对较低的古代都不辞辛苦打造如此繁多的针具，现代的针灸医生若只使用一种针具治疗疾病岂不是

本末倒置？ 
第二，现在针灸医生治疗疾病所使用的手法都是源于对《灵枢》记载的针刺手法的总结和发展，而

《灵枢》中的针灸理论是与九针互为根基的[7]，那么适用于九针的这些针刺方法及理论是否也同样适用

于现在经过改良的针灸针呢？ 
各个时代针具的变化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具制作材料上的改变，另一方面是针

具的形态功能上的改变。前者主要是由当时的冶炼技术和生产技术决定的。而后者主要是由当时指导治

疗的针灸理论所决定的，包括医者对疾病的认识和对针具的理解等。当人们的治疗工具从砭石变为九针

时，刺法从刺血转变到了调气阶段。针具形制与尺寸的发展也导致其适应症与功能作用的扩大。针具的

形制与尺寸经过历代医家的改良，其作用从一开始的放血，刺脓逐渐转变为调和气血，疏通经络；适应

症也从痈疡脓肿慢慢扩大到内外妇儿各科的各种病症[1]。此后的针刺十四法，十二字手法等都是对《内

经》中手法的总结和改进。但其理论根基认为《内经》中的针刺理论，所以针具除了材质，在形态功能

上并无实质性突破。到了现代，随着医者对人体认识的加深以及受西方医学的影响，各种不同功能的新

针具才不断涌现。针具与针灸理论总是同时发展，有时是针具先出发，有时是理论早起步，在针具现代

化发展的今天应该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针灸理论来指导针具的治疗。 
第三，相较于古代的九针，现在针灸医生使用的毫针针身更细，光洁度更高，韧性更好，刺入时的

疼痛更小，那有没有最适合如今毫针的针刺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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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具的发展和针灸理论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现在的一次性无菌针灸针跟古代九针相比更加纤细，

更加坚韧，刺入感觉更小。这些特点就决定了现代针灸针适应的疗法应与古代的针灸疗法有所不同。解

剖针灸学派[25]的理论在骨伤，疼痛等方面大行其道，意味着筋膜学，解剖学等可以为当今针具的治疗提

供指导。而且九针中 66.7％针具针刺深度不超过八分(《内经》中 1 寸约 2~2.3 cm)，《内经》刺法中 50%
属于浅刺，仅 11.1%属于深刺[26]，我们应该更多的把目光更多聚焦在浅层的组织如皮肤，筋膜等上。病

位浅的疾病应选细针，浅刺；气血虚弱者应选用细长针[24]。根据以上观点并结合笔者在临床上对疼痛疾

病的治疗经验，当今临床常用的针灸针最适合的治疗方法可能为浅刺，平刺。 
综上，针具的变革推动了针刺技术的发展，代表了不同时期医家对疾病的治疗需求。希望今后的针

具变革能不断推动针灸今后的发展，为针灸临床提供更广阔的方法和思路，使针灸疗效不断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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