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Medical Frontier  世界医学前沿 (3)2021.3

94

学 术 探 讨

命门灸、气交灸、合府灸三部灸机理综述
郑玉华　杨银花　高永知　王云会　李达涛

（文山郑保骨伤科医院　云南　文山　663099）

1 三部灸溯源

1.1 命门灸、气交灸、合府灸三部灸属于灸疗中的隔物灸

范畴

命门灸、气交灸、合府灸是文山郑氏医术传人郑玉华院长

精研《内经》，根据《内经》卫气循行原理，三阴、三阳开合

枢理论开发出的新的艾灸治疗方法。已在文山郑保骨伤科医院

临床使用多年，因在人体上、中、下三个部位施灸，简称三部

灸。命门灸，又叫天部灸，施灸部位在双眼周围，包含手三阳

经的六个穴位：睛明、攒竹、丝竹空、瞳子髎、客主人、承泣、

四白，根据《灵枢•卫气篇》“命门者，目也”而得名。合府灸，

又叫地部灸，与天部灸相对应，在两膝关节内侧施灸，包括足

三阴经在膝部的五个穴位：膝关、曲泉、阴陵泉、血海、阴谷。

气交灸，又叫人部灸，施灸部位以肚脐为中心，包括肚脐周围

的六个穴位：神阙、天枢、气海、上脘、中脘、下脘。《素问·六

微旨大论篇》：“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

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这里所言天枢，相当于人

体肚脐的位置，故称之为气交灸。三部灸使用端午时节采集的

艾制成的艾柱作为施灸材料，用我院特制陶土灸具进行艾灸，

属于隔物灸、温热灸范畴，其基本原理及功效与《内经》所述

艾灸一致。

1.2《内经》艾灸的原理及功效

艾灸是一种古老而神奇的中医外治法，远在秦汉以前，古

人就认识到灸具有养生防病的功效。《内经》则对灸进行了较

全面的论述，《内经》确立了艾灸在防病、治病中的地位，灸

作为一种正式的治病手段，临床疗效也得到了肯定，奠定了艾

灸疗效理论、操作的基础。

纵观《内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灸法用于养生防病

的本质是：推动和激发人体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恢复能力，这种

作用是通过调节卫气的升降和阴阳的开合来实现的 [1]。艾灸具

有养生防病功效来自于灸的温热效应及艾的纯阳性味。灸疗与

中医其他温热疗法，如熨法、热敷法不同，灸产生的热刺激更

强烈，温热效应在经络中通过艾的的渗透作用，可以较安全的

到达人体深层，激发、调动深层气血运行，实现治疗效果。《灵

枢·官能》曰：“针所不治，灸之所宜。”说明灸法以其独特

性有针所不及的优势，可以用于多种不适于针刺的病症，艾灸

的功效可归纳为：通行气血、温阳补虚、调和脏腑、安神定志

和祛风除湿的作用 [2]。

2 命门灸、气交灸、合府灸三部灸激发卫气、疏通气血的

原理及临床应用

2.1 卫气循行，三阴、三阳开阖枢的生理及病理

《内经》中，营卫运行有固定的路径，“营行脉中，卫行脉外”，

营卫的循行与血脉有密切的联系，营卫气常相流通，才能维持

脉血液正常循行，保障正常生命运动。“荣卫不通，血凝不流”

（《伤寒论·辨脉法》），“血荣气卫，常相流通，何病之有，

一窒碍焉，则百病由此而生＂（《寿世保元》）”。由此可见，

若营卫运行失常导致气血失于流通成为多种疾病发生的内在因

素 [3]。

同时，营卫循行有与自然界阴阳升降的同步性，在不同的

个体也形成了自身的规律性。而三阴、三阳的开合枢功能正常，

是营卫循行与自然同步，与自身阴阳、气血相协调的保障。

三阴、三阳的开合枢功能正常，营卫的运行、阴阳的升降

与外在环境同步、一致，则身体会得到外界的阴阳的滋养、帮组，

生命处于活力旺盛的状态，人体的健康状态良好，脾胃功能减

退，营卫运行缓慢，导致阴阳气血失调，出现各种病症，这是

内因，反之，各种外来的不良因素，如各种外力损伤，也会阻

碍气血运化，导致营卫失调 [4] 。

三阴、三阳开合枢功能失常产生的多种疾病，《内经》给

予了总结归纳，《素问·阴阳离合论》“是故三阳之离合也：

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

勿浮，命曰一阳。”“太阴为开，厥阴为合，少阴为枢。三经

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沉，名曰一阴。”《素问·根节》“太

阳为开，阳明为合，少阳为枢，故开折则肉节渎而暴病起矣。

合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枢折，即骨繇而不安于地。太

阴为开，厥阴为合，少阴为枢。故开折，则仓廪无所输膈洞，

故开折者，气不足而生病也。合折，即气绝而喜悲。枢折则脉

有所结而不通。”由此可见，三阴、三阳开合枢功能失调，是

多疾病的主要病机，其病症从现代医学角度看，涉及人体呼吸、

血瘀、肌肉、骨骼、心血管、神经各个系统病症。恢复三阴三

阳的枢机功能， 可以促进卫气的正常运行，增强机体的抗病

能力，协助疾病的治疗及恢复 [5-6]。

2.2 三部灸激发卫气、疏通气血，临床用于多种病症

我院三部灸依据《内经》卫气理论，三阴、三阳开合枢理

论开发。经文山郑氏医术历代传人的发掘、创新，形成了颇具

特色的艾灸疗法。不同与目前常规的艾灸疗法，三部灸通过直

接促进营卫运行、补充、滋养营卫运行的能量而恢复阴阳平衡、

气血通畅，是一种更直接的、更有效的新的艾灸思路和方法。

命门灸，在卫气发出的三阳经部位施灸，太阳主开，太阳主阳

气的宣发、释放、布散，少阳主枢，主阳气的转枢，阳明主合，

主卫气、阳气的收藏，及内传，温煦脏腑。合府灸：在三阴经

汇聚的地方施灸，太阴主开，主水谷精微的吸收、布散，厥阴

主枢。主阴阳的转化，物质能量的转化，少阴主合，主精微物

质的潜藏 [7-8]。气交灸：气交位于人体中土的中央，中土脾胃

运化水谷精微，是气血生化、阴阳转化的中心，正气、能量储

存的源头，《内经》有“中土灌四傍”的观点，因此气交部位

【摘　要】艾灸疗法是中医自然疗愈法，以恢复人体自身的阴阳平衡、人体与自然协调统一性为目标。命门灸、气交灸、合
府灸是文山郑氏医术传人郑玉华院长精研《内经》，根据《内经》卫气循行原理，三阴、三阳开合枢理论开发出的新型艾灸治疗
方法。通过艾草的性味特点，及灸的温热效应，达到激发卫气，鼓舞人体抗病能力及自愈能力，强身保健，治疗多种疾病的目的，
因在人体上、中、下三个部位施灸，简称三部灸。本文对三部灸溯源、原理及临床应用、三部灸的优势及临床疗效观察情况进行
综述，让更多人了解三部灸，以推动其临床应用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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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体能量蓄养的地方。三阴、三阳开合枢需要正气、能量的

支持，正气、能量不足，可致开合枢乏力而致失调，因此，气

交灸在三部灸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又起到基础作用。无论命

门灸、和府灸都以气交灸鼓舞正气、激发能量为前提。脐部深

面无脂肪组织，血管分布特殊，因此血液供养丰富，神经分布

丰富，所以有较强的吸收能力，有良好的感觉功能及传导功能，

大大提高了艾灸的经络传感效果。

因此，三部灸具有激发直接卫气、疏通气血功效，使营卫

循行、三阴三阳开合恢复与自然的同步性及固有的节律性，从

而恢复机体的自然疗愈能力，促进卫气循行失调及三阴、三阳

开合枢机不利的各种病症的痊愈。适用于：肌肉骨骼病变：肩

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强直性脊柱炎、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各类骨折术前、术后，筋伤早期等；呼吸系统病症：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慢性咽炎、慢性咳嗽等；神经系统

病症：面神经麻痹、睡眠障碍、坐骨神经痛、重症肌无力、带

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偏头痛、面肌痉挛等；消化系统病症：各

种急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肠购功能紊

乱等。心脑血管病症：中风后遗症、脑供血不足、直立性低血压、

眩晕等 [9]。

3 三部灸较传统的艾灸的优势所在

与目前常规的艾灸治疗方法相比，三部灸在施灸部位的选

择、施灸工具的改进、施灸时间等方面都有较明显的差异，因

此在疗效上也有显著的提高。

3.1 施灸部位

施灸的部位不是单一的某个穴位，而是在卫气循行的通路

上，及三阴经汇聚的地方，及人体气交部位，极大限度地增强

了艾灸激发卫气，调节阴阳，增强脾胃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精微

的能力，把艾灸的效用充分利用，因此，功效卓著，能调理、

治疗多种疾病。

3.2 选用的工具

改良了隔物灸的工具，我院三部灸首次以陶碗、土陶罐为

艾灸工具进行艾灸疗法。传统的灸疗，间接灸通常采用隔姜、

蒜、盐、附子饼，第一：温热效应佳差，而艾灸的疗效与温热

效应的产生直接相关；第二：更换艾柱频繁，耗时耗力。以陶

碗、土陶罐为灸具，由于其特别的构造和较好的密闭空间，产

生持持久的温热效应，维持一小时燃烧时间，总体增加了疗效，

节约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同时，由于陶碗、土陶罐等艾灸

工具的隔离作用，让施灸周围的皮肤可以很好被覆盖、保护，

便于保暖，也减少了烧烫伤的发生，安全性更高。

3.3 选用艾草

选用端午节之时采摘的艾叶，晒干制作出来的艾绒，作艾

柱的原材料，才有这样明显效果。

3.4 持续时间

艾灸持续时间为1小时，远远长于普通艾灸的20-30分钟，

艾灸的温热效应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4 我院三部灸临床观察情况总结

我院自 2015 年开展三部灸以来，三部灸广泛用于腰腿疼、

颈椎病、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带状疱疹、中风后遗症、

各种类型失眠、各种原因便秘，月经不调、痛经、小儿咳嗽、

小儿腹泻、胃炎、胃痛等，以及骨折患者手术前后、筋伤患者

早期活血通络、消肿止痛，临床治疗 3000 余例患者，取得了

较好疗效。如临床系统观察观察了针刺联合合府灸治疗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总有效率达96.67%[10]，气交灸治疗中老年失眠症，

总有效率达 92.50%[11]，气交灸联合腹部按摩治疗腰椎骨折后便

秘，总有效率达 100.00%[12]。

5 总结

现代医学是对抗性医学模式，以去除、消灭致病物质及致

病因素为主导，而中医属于自然疗法，以恢复人体与自然界、

人体自身的协调统一性为目标，激发人体的自然痊愈能力为手

段，艾灸疗法是中医自然疗愈法的代表。命门灸、气交灸、合

府灸三部灸以《内经》开合枢理论，卫气循行理论为指导，通

过艾草的性味特点，及灸的温热效应，达到激发卫气，鼓舞人

体正气的抗病能力及自愈能力，强身保健，治疗多种疾病的目

的，临床观察显示操作简便、安全性高，疗效确切、明显，是

一种值得推广的艾灸新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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