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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全息理论，通过经络、脏腑辨证，以养元通络为法，选取同源点进行针刺，不但能够提升患者的疗

效，还可以改善患肢的运动功能，从而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为临床治疗中风后偏瘫提供了一种新的针灸

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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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holographic theory, through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eridians and organs, and using the Yan-
gyuan Tongluo as the method, the homologous point is selected for acupuncture,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patients, but also improve the motor function of the affected limb,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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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provide a new acupuncture treatment idea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hemiplegia after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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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风，是中医病名，西医称其为脑卒中、卒中等，是一种急性发作的脑血管疾病。而偏瘫是中风后

最常见的并发症，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造成严重影响，情况严重者甚至无法生活自理，为家庭和社会

带来沉重的负担。中风的病机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中风患者大部分以气虚血瘀证型为主[1]，这些患

者因元气受损，经络受阻而致口角歪斜、言语不利、肢体感觉、运动障碍等症状遗留或恢复不完全，故

在临床上可以在治标的同时采取养元通络的方法进行治本。针灸作为中医常用的外治法之一，在临床上

对于治疗中风患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源点针刺法是湖北中医药大学的彭锐教授根据多年临床经

验以养元通络[2]为法形成的一种针刺治疗手段，现就针刺同源点在治疗中风后偏瘫中的运用探讨如下。 

2. 中风病与元气的关系 

中风病，历代医家多主张是由于阴阳失调，气血逆乱而产生的风、火、痰、瘀、虚，上犯于脑，导

致脑脉痹阻或血溢于脑脉之外。其中“元气亏虚”为发病之本[3]，萧京的《轩岐救正论》中言：“六气

之入，未有不先于元气虚弱，以致卫气不能卫外，而任邪气侵卫，营气不能营内，而任邪气攻内也。”

他认为元气亏虚，护卫肌表，防御外邪入侵的功能减弱是引起六淫致病的关键。脑为人之巅，元气充足

则得以上充而养之，若元气亏虚，上气不足，则致脑髓失养，如《内经》中言：“故上气不足，脑为之

不满，耳为之苦倾，目为之眩。”、“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元气亏虚，上气不足，脑失所养，亦

为诸邪侵袭，而发为中风。 
中风虽病位在脑，亦与心、肝、脾、肾密切相关，中风病的发病机理为血络不通或因脉络不摄致血

溢外出[4]，故下面将简要叙述元气与脏腑经络之间的关系。 

3. 元气与脏腑经络的关系 

元气由先天之精化生的先天之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通过三焦而流行输布至全身脏腑经络，

脏腑经络的功能活动依赖于元气的推动作用，而元气的推行布散亦离不开脏腑经络的正常功能发挥。《难

经·六十六难》说：“三焦者，元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元气化于肾精，根于命

门，以三焦为通路，循行全身，内而五脏六腑，外而肌肤腠理，无处不到，发挥其生理功能，成为人体

最根本、最重要的气[5]。脏腑之气和经络之气是全身之气的一个部分，一身之气分布到某一脏腑或某一

经络，即成为某一脏腑或某一经络之气。 

3.1. 元气与脏腑的关系 

元气是先天之气，是一身之本，能抵御外邪入侵、主宰人体的生长发育、调控脏腑功能活动。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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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气亏虚，则出现脏腑功能失常；反之，脏腑功能失调，也会导致元气的耗伤和亏损。 
肾藏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亦是元气之根。《素问·六节藏象论》云：“肾者，主蛰，封藏之本，

精之处也。”藏于肾中的精可以化生元气，精为气化生的本源，精足则人体之气得以充盛，从而布达全

身，促进脏腑组织的生理活动。同时在精的滋养作用下，脏腑功能强健，也就促进了气的生成。所以肾

精充足则气旺，肾精亏虚则气衰。 
肺是元气生成的主要来源之一，《素问·五脏生成论》言：“诸气者，皆属于肺。”肺肾为气机的

升降之本，元气的运行依赖于肾气的推动以及肺气的宣发肃降功能。所以肺既可以推动元气的运行，又

能促进元气的生成。 
脾主运化，通过运化为人体生命活动提供精微物质，被称为后天之本，是机体的气血生化之源。如

《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曰：“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气充盈，

则脾胃功能正常，可以正常运化水谷精微，化生元气；“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

由生也。”若脾气受损，则运化功能失调，元气失去充养，机体无力抗邪，各类疾病将趁虚而入。 
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言：“盖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而萌芽于肝。”

[6]肝主持气化，为全身气化之总司，肝气升发，促进元气布散全身，若肝气郁结，气机不畅，则元气无

法正常通过三焦运行至全身。 
心主血脉，《素问平人气象论》中云“心藏血脉之气”，元气充足，则血能在心的作用下正常生成、

运行，反之同理，只有心的生血、行血功能正常，才能保证元气的充沛和正常输布。心藏神，神由精气

化生，元气充盈，神即安定，元气不足，则心神不安。 
元气与脏腑之间关系密切，元气盛则脏腑功能旺盛，元气虚则脏腑功能衰退。元气是五脏的根本，

为了保持健康，应注意养护各脏腑的元气，使五脏六腑正常发挥功能，保证气血的通畅运行。 

3.2. 元气与经络的关系 

《难经·八难》曰：“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原”

即元气，其输布以三焦为主要的运行通道，推动运行至人体的五脏六腑，作为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

力，故称其为“十二经之根本”。 
《医林改错》言：“元气即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景岳全书》亦言“凡

人之气血，犹源泉也，盛则流畅，少则瘀滞，故气血不虚则不滞，虚则无有不滞者。”气为血之帅，元

气虚损则血流瘀滞，导致经络阻塞不通，应当补益元气使之充沛，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经络得到疏通。 
《难经·六十六难》曰：“原者，三焦之尊号也，故所止辄为原。五脏六腑之有疾者，皆取其原也。”

十二原穴均分布在四肢的腕踝关节附近，是脏腑元气经过和留止的腧穴。刺激原穴可以通达三焦原气，

促进调整脏腑经络的功能[7]，使经络通畅，脏腑功能正常，气血生化有源，元气能够正常滋养、输布全

身，充分发挥其固护正气、祛除外邪的作用。 

4. 同源点针刺法治疗中风后偏瘫 

同源点针刺疗法[8]，是彭教授根据“养元通络”的理论，结合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一种治

疗方法。“养元”对防治疾病至关重要，疏通经络则是养护元气、祛经络和脏腑之毒外出的重要手段。

《金匮要略》中提到“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当脏腑的元气充足，运行通畅，则人体健康平和。

“养元”与“通络”相辅相成，二者结合能有效地提高疾病的防治效果。 
“养元通络”的理论是以养护元气为核心，以脏腑为中心，辨证调养各脏腑之气，肾虚补肾之元气，

肝虚补肝之元气，脾虚补脾之元气，激发各脏腑正气，此为“养元”；再调护脏腑所对应的经络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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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经络，此为“通络”，二者结合，共凑扶正祛邪，内外兼治之功。当身体发生病变，在人体经络系

统的特定部位会发生相应的病理变化，逐渐出现压痛、条索、结节等异常反应点，经络异常反应点的出

现和消失对应疾病的产生和痊愈。这些疾病相关经络上的异常反应点即为外周同源点，而疾病相关经络

的同名背腧穴其同节段的夹脊穴即为中枢同源点。同源点能反映疾病状态，协助疾病诊断，通过刺激同

源点又能治疗疾病。同源点针刺疗法就是在养元通络思想指导下，通过针刺中枢同源点养元固本，针刺

外周同源点通络祛邪，达到养元通络、治疗疾病的目的。 
在进行中风后偏瘫的诊疗时，通过患者的症状和四诊初步辨证，确定病变脏腑，然后进行提捏、循

按等经络诊查手法，确定病变经络，中风后偏瘫病变相关经络多为脾、胃、肾、大肠、膀胱经等，则取

这些经络同名背腧穴同节段的夹脊穴如脾夹脊、胃夹脊、肾夹脊、大肠夹脊、膀胱夹脊为中枢同源点，

取脾经、胃经、肾经、大肠经、膀胱经经络循行上的异常反应点作为外周同源点，确定最后的“养元通

络”处方。然后对中枢同源点进行毫针点刺，脾胃虚弱者点刺脾夹脊、胃夹脊，肾虚者点刺膀胱夹脊、

肾夹脊，涉及多脏腑病变则整体处理，从而激发各脏腑元气，调养肝肾脾胃脏腑，此为“养元”。依据

经络诊查结果，在病变经络循行上的外周同源点进行针刺留针，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此为“通络”。

本疗法不着眼于对偏瘫肢体的常规局部针刺，而注重对脏腑及经络的整体调节，补养脏腑元气，激发人

体正气，增强体质，调动全身能量以利疾病恢复，再疏通经络以祛邪外出，内外兼治，以获得长久的疗

效。 

5. 典型病例 

患者邱某，男，60 岁，2022 年 9 月 19 日出现右侧肢体无力，送医急查 DWI 示：脑干偏左侧急性期

脑梗死，行静脉溶栓、抗血小板聚集、抗凝、降脂稳斑等治疗后出院。因仍遗留有右侧肢体偏瘫，遂于

2022 年 10 月 7 日前往我院就诊。既往有糖尿病病史。查体：生命体征平稳，心肺、腹部检查无异常。

舌脉：舌红，苔白腻，脉弦滑。神经系统检查：神清，言语欠利，双侧瞳孔等圆等大，直径约 3 mm，对

光反射灵敏，双眼球各向活动自如，额纹对称，右侧鼻唇沟稍变浅，伸舌稍右偏。肢体深浅感觉无异常，

右上肢肌力 2+级，右下肢近端肌力 3-级，右下肢远端肌力 2+级，左侧上下肢肌力 5 级，双侧肢体肌张

力对称，双侧肢体腱反射对称，双侧巴氏征(-)，颈软，脑膜刺激征(-)，NIHSS 评分 7 分，Barthel 指数 40
分。 

辨证分析：患者素体肝旺，性情急躁，肝风扰动，肝气郁结化火，兼之患者嗜烟、嗜食肥甘厚味伤

及脾胃，脾失运化，不能运化水湿，水湿内停，聚而生痰，风火痰互结阻滞经络，则见肢体无力、言语

不利，辨为“中风病”。审之舌质红，舌苔白腻，脉弦滑，辨为“风痰阻络”证型。病性为本虚标实，

以虚为主。诊断为中风病–风痰阻络证。 
针刺以补益气血，助脾化湿，熄风化痰为法，在控制原发病的基础上使用同源点针刺法，通过脏腑

辨证、经络辨证等辨证方法确定疾病相关的经络，根据病变经络确定中枢同源点，在疾病相关经络上探

查外周同源点。针刺取穴：① 选取位于背腧穴同节段的夹脊穴，通过针刺中枢同源点，即腰背部对应的

脏腑夹脊穴，激发脏腑元气，补养脏腑经气，增强脏腑功能。首先选取长约 13 mm 的一次性毫针，沿背

部夹脊穴由上至下采取点刺的方法稍作刺激即取针，然后选取一次性毫针，长约 40 mm，消毒后进针，

向脊柱方向浅刺，不予提插捻转等补泻手法，留针 15~20 分钟；② 针刺外周同源点，即四肢对应的经络

异常反应点，以疏通经络，祛邪外出，从而达到养元通络、祛邪除痹、内外兼治的目的。中风后偏瘫患

者的外周同源点通常位于四肢，以患侧为主，选取一次性长度为 40 mm 左右的毫针消毒后进针，采用浮

刺法，进针时针体与皮肤成约 15˚角，进针不深，刺入后放平针体，避开体表的瘢痕、破损以及浅表血管

等位置，留针 30 分钟左右；③ 治疗偏瘫取穴：取患侧即右侧的肩髃、肩前、曲池、手三里、外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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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血海、梁丘、足三里、阴陵泉、阳陵泉、三阴交、太溪、太冲等穴。针刺得气后，于血海–足三里、

合谷–曲池，分别连接电针治疗仪的 2 组导线，给予连续波，频率 15 Hz，电流强度以有一定的刺激强度

而患者耐受为度，每次 30 min，每日 1 次，每周 6 次。 
治疗 3 月后查体：患者神清，言语尚流利，双侧瞳孔等圆等大，直径约 3 mm，对光反射灵敏，双眼

球各向活动自如，额纹、鼻唇沟对称，伸舌尚居中。肢体深浅感觉无异常，右上下肢肌力 4+级，左侧肢

体肌力 5 级，双侧肢体肌张力对称，双侧肢体腱反射对称，双侧巴氏征(-)，颈软，脑膜刺激征(-)，NIHSS
评分 0 分，Barthel 指数 95 分。 

6. 结论 

中风后偏瘫与患者病后日常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偏瘫患者不但恢复过程困难、时间漫长，且日常生

活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常常出现压疮和摔倒致伤。因此中风后偏瘫的早期，康复诊治十分重要。现相关

的中医文献大部分从化痰祛瘀通络等攻邪之法着手进行诊治。笔者认为，中风后偏瘫的病机亦可从“元

气不足，通络无力”着手[9]，若元气亏虚，则无化痰祛瘀之力，故在临床治疗时通过辨证判断元气亏虚

的脏腑，采用同源点针刺法，培养固摄脏腑的元气，达到祛邪通络的目的，便可获得满意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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