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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中华中医药学会外治分会二届一次常委会通过了“中医外治法”及“中医外治学”的概念、内涵及外延，并最终确定“中医外

治法”的定义为：“在中医药理论基础上，融汇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运用药、械、技等手段经体表或体表进入以防治疾病的方

法”；“中医外治学”的定义为：“研究中医外治的渊源、作用机制、临床应用及发展的一门学科。”  

外治法是历经数千年疾病防治和养生保健的手段，集中体现了中医药“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性化、自然化特色。中医外治疗法

多流传在民间，世代相传而保留下来。      

中医外治讲求不仅要解除病痛，还要消除治疗带来的痛苦与伤害的“绿色医药”理念，正适应了健康理念的转变。今天，外治

学会要带领全国同道，特别是那些民间传承者，打破束缚，挖掘宝藏，让宝贵的外治技术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在2009传统医药国际科技大会暨全国名中医高层论坛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王国强局长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医外治的特色和优

势。  

开设中医外治专栏，目的在于搜集、挖掘、宣传和弘扬中医外治特色疗法，展现中医外治学术成果，推动中医外治疗法的普

及，树立中医外治学的应得地位。  

中医外治学概要  

“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此乃清代外治专家吴师机在其著作《理瀹骈文》中对中医

外治的概括，吴师机擅用膏药等外治法治疗内外诸疾，其著作《理瀹骈文》是历史上外治疗法的集大成者，至今影响犹深。  

自古以来，凡大医治病，先采用食疗，其次用外治，再用药酒，华佗、扁鹊等医圣均擅长中医外治。  

中医外治学源远流长，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公元前1300年的甲骨文中，就对中医外治的经验体会有了大量的文字描

述。春秋战国时期，在《黄帝内经》中的“桂心渍酒，以熨寒痹”，意指用白酒和桂心涂治“风中血脉”，后被誉为膏药之始，开

创了现代膏药之先河。《黄帝内经》中记载了许多外治法，如针、灸、熏、贴、蒸、洗、熨、吸等诸多疗法，古代医家治病多取外

治法，如扁鹊治虢太子尸厥，施以针石及熨法而效；华佗亦以针法取胜；晋朝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首次记载了用生地黄或栝楼根

捣烂外敷治伤；用软膏剂贴敷治疗外伤。宗吴氏之学而后起的是邹存淦，著有《外治寿世方初编》，收录民间外治经验约8000余言

汇成此书，书中收外治方2300余首。  

19世纪以来，中医外治学的发展尽管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但依然取得新的成绩，《实用中医外治疗法》、《中医外治疗法集

萃》、《中医外治疗法丛书》、《本草纲目》外治疗法、《常见病症简易外治疗法》等诸多书籍相继出版、发行，中医外治法在临

床方面依然得到普遍使用，尤其在基层医疗机构或民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医外治技术有了较大的创新和发展，如人体白肉

际全息诊疗、中药离子透皮导入、频谱照射、超声雾化、超短波疗法、光氧疗法、小针刀、针法微型外科等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中医外治疗法丰富多彩，分药物外治疗法、非药物外治疗法、手术疗法三大类，非手术的外治法未能达到治疗目的时，则根据

病情，在适当地麻醉下，应用手术疗法，以收到更好的治疗效果。也可以分内病外治法、外病外治法两大类，按人体部位又分为足

疗、手疗、脐疗、耳疗、肛疗、鼻饲、拨筋、推经、点穴等，按使用的物体又分针刺、艾灸、针刀、按摩、牵引、气功、刮痧、穴

位注射及电疗、光疗、热敷、水疗、音乐疗法等。  

2002年，在卫生部原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胡熙明的重视和支持下，中华中医药学会外治分会正式成立，黄枢教授

当选主任委员。现年80高龄的全国名老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外治疗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吴震西说：“全国外治专业委员会升格为中

医药学会外治分会，标志着中医外治学科正式形成。”  

科技部将“中医外治特色疗法和外治技术示范研究”列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表明国家已经把中医外治纳

入卫生健康事业进步的重要举措。早在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亦公开提倡“自然疗法”，将每年10月22日定为“传统医学日”，并制

定了传统医学即自然疗法的发展规划。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日益增强，中医外治疗法和技术将以自身独特的优势，在人类健康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温建民  中华中医药学会外治分会副主任委员)  

不开刀的中医手术  

——黄枢创立的针法微型外科学  

黄枢简介  



黄枢，男，52岁。中华中医药学会外治分会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国际中医中药杂志副主编、西安交大医学院神经

科学中心微创医学研究室主任、北京黄枢中医医院院长。  

1980年黄枢考入西安交大医学院（原西安医科大学），毕业后从事外科工作，1992年进行针法微型外科（针灸外科）研究工

作，率先提出针法微型外科和中医手术不开刀的概念。经大量尸体解剖及基础研究，创立了针法微型外科学，著有大型专著《中国

针法微型外科学》，并发表了《经络探源与争论》等多篇论文。创办针法微型外科培训班12期，培训了我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南

韩等地区和国家的学员近千名。  

黄枢创立的针法微型外科学，由于超越了常规手术必开刀、给患者造成新伤害和痛苦的缺陷，被誉为不开刀的中医手术，并以

先进的理论和显著的疗效，先后得到了印尼、德国等国家卫生部门的特许准入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度关注。针法微型外科学的核

心技术“椎间盘转位术”是在“针灸”的“古九针”基础上发明的治疗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手术，以高效、微创、治疗周期

短、恢复快、复发率低等优点深受世界各地患者的好评。该技术面世十余年来已为上万名颈腰痛患者解除了病痛。  

黄枢极力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健康和谐，率先提出“红、白、绿”三种不同医药划分的概念，即“红色医药”（指开

刀手术和输血等与红色相关的医药）、“白色医药”（指以化学药物为主的医药）和“绿色医药”（指在传统医药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自然的、无痛的、无副作用、无污染的、无创或微创、无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健康的医药），倡导无“红色恐怖”、无“白色恐

怖”、无伤害、无污染、回归自然、低成本的“绿色健康”方向。  

孟庆德经穴透皮疗法经验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泰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孟庆德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以中医外治理论为指导，以手法按摩、透皮给药为

特色的“孟氏经穴透皮疗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孟庆德潜心研究家传医案，发现了针对骨关节相关病症的一个常用外用药方。据此他进行筛选、整理，拟

订了由五倍子、儿茶、蒲公英等30多味中草药组成的复方，并加工成外用酊剂。在试用过程中，将这种自拟创制的复方酊剂“长泰

灵”涂抹在病灶部位和相关经络反射区，并配合一些有针对性的推拿手法，在治疗骨关节疾病、颈腰椎病以及多种叮咬、烫烧外

伤，促进康复等方面有明显效果。  

孟庆德认为，“长泰灵”复方酊剂具有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解毒化瘀、消炎止痛、扶正祛邪的作用，这种酊剂渗透力极强，

直接涂抹在病灶部位和经穴反射区，可快速渗透到皮下组织，通过经络的传导所产生的整体效应，可迅速起效，且持续作用时间

长，效果显著。  

他也特别强调在使用“长泰灵”中配合手法按摩的作用，并遵循中医经络理论和实践经验，针对不同适用病症总结编制了自成

体系的患者简易自我按摩手法。在涂抹过程中，同时在相关穴位和反射区配合以推、拍、搓、挤、压、敲等手法以及热敷等方法，

促进疗效提高。  

“长泰灵”所具有的中药复方特色以及其整体调节的优势，使其在适应症范围上逐步扩大，除上述涉及病症，在治疗骨质增

生、颈椎病、滑膜炎、前列腺增生、乳腺增生、韧带炎、跟腱炎、腱鞘炎、胆囊炎、手脚麻木、皮肤溃烂、无名肿痛等方面都取得

了确切效果。  

孟庆德沿着疏通经络、益气养血、滋补肝肾、健脑填髓的思路，自拟创制了“长泰灵”Ⅱ型复方酊剂。对凡是因阴阳两虚、气

血不足所造成的体弱乏力、神经衰弱现代所谓“亚健康”状态以及运动机能下降、老年痴呆等都收到了良好效果。孟庆德认为，

“长泰灵”Ⅱ型突出整体调节、扶正祛邪、增强免疫力的功能，突显保健养生、预防疾病的作用。  

近年来，孟庆德针对皮肤老化现象研制成纯中草药护肤品“丽肤露”，以当归、益母草、甘草等为主要成分，可深入渗透皮肤

皮下组织，改善细胞营养代谢，改善血液循环，恢复皮肤弹力纤维和胶原纤维弹力，使皮肤及时得到保养和恢复，且具有温和的特

性和低致敏性，再次体现了中医外治和中药复方的优势特色。在2009年11月召开的全国中医外治论坛暨中医外治学术年会上孟庆德

获得全国中医外治先进工作者奖。  

（王天明 中华中医药学会外治分会执行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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