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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在中医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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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瑶族瑶药热熨技法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临床应用、功效特点以及与中医理论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综述，旨在探讨其在中医
治疗中的应用研究。研究发现，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具有祛风除湿、添火驱寒、散结止痛等功效特点，适用于多种病症。其理论基础与中医
“三元和谐论”、“诸病入脉论”等理论密切相关，具有类似的理论基础与应用体系。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在中医治疗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与
发展潜力，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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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医学体系，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发展

与完善。瑶族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以瑶族
先民长期实践总结的瑶药为基础，形成了瑶族独具特色的医学体
系。其中，瑶族瑶药热熨技法作为瑶族医药中的重要治疗方法，具
有防病治病的特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中。本文将从理论基础、
临床应用、创新与发展等方面对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在中医治疗中的
应用进行探讨，旨在深入理解其在中医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推动瑶
族医药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与发展。 

一、瑶族瑶药热熨技法的理论基础 
1.1 瑶医“三元和谐论”、“诸病入脉论”的理论思想 
瑶医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一支重要流派，其理论体系和治疗方

法具有独特的特点。瑶族瑶药热熨技法作为瑶医特色技法之一，其
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瑶医的“三元和谐论”和“诸病入脉论”。瑶
医认为，人体健康与三元之间的平衡有关，这三元包括人、天、地
三个要素。其中，人作为万物之灵，其身体状况与周围环境和自然
界的变化密切相关，而天和地则分别代表自然界中的天气和地理环
境。瑶医强调，当三元之间处于和谐状态时，人体就能够健康地生
存和发展。而当三元之间不和谐时，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因此，瑶族瑶药热熨技法作为一种通过调整机体与周围环境之间平
衡关系的治疗手段，符合瑶医“三元和谐论”的理论基础[1]。人体
的经络系统是疾病发生的重要部位，所有的病变都可以通过经络系
统来体现。经络在人体中具有联络内外、输送气血、调节阴阳等重
要作用，因此，瑶族瑶药热熨技法的操作部位也是针对具体病症在
相应经络上进行。通过热熨的方式，可以刺激经络、调和气血，从
而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同时，瑶药药包所含的药材也具有一定的
药性和功效，可以针对不同的病症选择不同的药材进行制作，进一
步增强瑶族瑶药热熨技法的治疗效果。 

1.2 机体平衡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 
机体平衡是中医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瑶族瑶药热

熨技法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理论认为，人体内部各个器
官之间、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只有在
这种平衡状态下，人体才能保持健康[2]。而一旦这种平衡状态被破
坏，人体就会出现各种疾病。中医认为，机体平衡的破坏往往是由
外邪入侵或内部因素引起的。外邪入侵指的是外部环境中的病原微
生物或气候等因素进入人体，导致人体机能失调。内部因素包括情
志不畅、饮食不当、长期体力劳动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对人体的内
部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从而导致机体失衡。为了恢复机体的平衡状
态，中医采用了多种治疗方法，其中包括瑶族瑶药热熨技法。这种
技法通过加热药包，将药效释放，配合药性和功效对病症进行治疗。
同时，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强调了机体内部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关
系，通过祛风除湿、散结止痛等多种方法，调节机体的内部平衡状
态，使其恢复正常。总之，在中医理论中，机体平衡的概念是非常
重要的。瑶族瑶药热熨技法作为一种中医治疗手段，强调了机体平
衡的重要性，并通过药性和功效对病症进行治疗，从而达到调节机
体平衡的目的。这种技法在中医治疗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也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究，以更好地应用于临床治疗中。 

二、瑶族瑶药热熨技法的临床应用 
2.1 瑶族瑶药热熨技法的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瑶族瑶药热熨技法作为一种传统的中药治疗方法，具有独特的

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在临床应用中，操作方法的正确性和注意事
项的合理性对治疗效果和患者安全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3]。 

在操作前，必须对使用人员、物品和环境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准备。
将瑶药材料按比例混合并研磨成粉末，装入特制的纱布袋，将纱布袋
绑好。将药包放入大陶瓷碗中，用药酒浸泡 5 分钟左右。将浸泡后的
药包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10 分钟左右，使其温度达到适宜的治疗温度。

将热的药包取出，用消毒薄毛巾包裹好，对操作部位反复热熨。热熨
过程中应注意温度的适宜性和药包的位置，热熨时间一般为 15-20 分
钟左右。作完毕后，应及时清洁局部皮肤，并协助患者着装。 

注意事项，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关的操作技能和知识，并应遵守
相关的操作规范和安全操作流程。药包应制作得规范严密，以防止
药材散出或烫伤患者。药包加热后，应检查药包温度是否适宜，并
注意加热时间，以免烫伤患者。在热熨治疗过程中，应注意药包位
置的适宜性，避免烫伤敏感部位。操作过程中，应随时询问患者的
感觉和症状，观察局部皮肤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法。操作结束后，
应及时清洁局部皮肤，并协助患者着装，避免感冒等并发症的发生。 

2.2 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在中医治疗中的应用举隅 
风湿病是一种以关节疼痛、肿胀、僵硬等症状为主要表现的疾病，

常常由于风寒湿邪所致。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具有祛风除湿的功效,可以
通过药包在局部反复烫熨,达到散寒止痛、温通经络的作用,从而缓解风
湿病的症状[4]。举例来说，可以选用九节风、独活、桂枝、白芷等药物，
制成瑶药药包,进行热熨治疗。经过一定的疗程,病人的关节疼痛、肿胀、
僵硬等症状得到显著改善，同时可以通过复查等方式，对疗效进行评
估。腰腿痛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常常由于肌肉、韧带、椎间盘等组织
受到损伤或退变而引起。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可以通过药包在局部反复
烫熨，达到散寒止痛、温通经络的作用，从而缓解腰腿痛的症状。举
例来说，可以选用九节风、巴豆、紫背天葵、荆芥等药物，制成瑶药
药包，进行热熨治疗。经过一定的疗程，病人的腰腿痛症状得到显著
改善，同时可以通过复查等方式，对疗效进行评估。颈椎病是一种常
见的疾病，常常由于长期保持不良的姿势，或受到颈部外伤等因素所
致。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可以通过药包在局部反复烫熨，达到舒筋活络、
散寒止痛、通经活络的作用，从而缓解颈椎病的症状。举例来说，可
以选用苏木、延胡索、钩藤、桑枝等药物，制成瑶药药包，进行热熨
治疗。经过一定的疗程，病人的颈部疼痛、僵硬等症状得到显著改善，
同时可以通过复查等方式，对疗效进行评估。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在中
医治疗中的应用非常广泛,特别是在针对风湿病、腰腿痛、颈椎病等疾
病方面有着显著的疗效。在临床应用时，需要根据不同病症的特点选
择不同的瑶药药包，并结合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进行治疗。同
时，需要注意瑶药热熨治疗的禁忌及慎用症，以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 

三、瑶族瑶药热熨技法的功效特点 
瑶药热熨技法具有启关透窍的功效特点。中医认为，经络是人

体内部的通道系统，经络的畅通与否直接影响着机体的生理功能和
病理状态[5]。通过瑶药热熨技法的温热作用，可以促进局部气血畅
通，舒展经络，达到启关透窍的目的，从而缓解病症。瑶药热熨技
法具有穿筋走脉的功效特点。中医认为，筋络是经络的分支，筋络
疏通与否直接关系到人体的活动和运动能力。瑶药热熨技法能够温
热筋络，激活筋络的运动功能，从而增强筋骨肌肉的力量和灵活性，
改善病症。瑶药热熨技法具有祛风除湿的功效特点。中医认为，风、
湿是导致多种疾病的重要因素，如风湿病、湿疹等。瑶药热熨技法
能够通过温热作用，排除体内寒湿之邪，促进体内气血的流通，达
到祛风除湿的目的，从而改善疾病。中医认为，寒邪容易侵袭人体，
导致各种病症，如寒性哮喘、关节疼痛等。瑶药热熨技法能够通过
温热作用，添补人体阳气，驱散体内的寒邪，改善病症。。中医认
为，结块是病邪积聚的结果，结块后会导致局部疼痛等症状。瑶药
药性温热，加之在加热的状态下，药力可以更加深入到局部组织深
层，促进血液循环，舒筋活络，散结止痛。因此，瑶药热熨技法在
治疗风湿性疾病、腰腿痛、骨痹、颈椎病等疾病中也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瑶药热熨技法需要在严格的操作规范下进
行，以避免操作不当带来的风险。操作人员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
并且要求仪容仪表整洁，双手清洁，操作环境也要求清洁、安静、
保暖、避风。同时，需要根据受用者的操作部位选择适当的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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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随时询问受用者有无不适，观察局部皮肤颜色变化，避免出现烫
伤。在禁忌及慎用症方面，也需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以确保治疗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在中医治疗中具有独特的应
用价值，其理论基础和临床应用经历了长期的实践和总结。在今天，
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这一瑶族传统医学技艺，将其融入到现代医疗
体系中，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四、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在中医理论中的探讨 
4.1 瑶族瑶药热熨技法与中医的相似之处 
瑶族瑶药热熨技法是一种具有瑶族特色的传统医疗技艺，其在

中医治疗中的应用也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中医理论中，人体健
康的关键在于阴阳平衡和气血通畅。这与瑶族医学中的“三元和谐
论”有些相似，都是强调人体内部各系统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同时，
中医理论中也注重人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与瑶族医学中的“盈亏平衡”和“诸病入脉”等理论也有相通之
处。在治疗方法方面，中医也有一些与瑶族瑶药热熨技法类似的方
法。例如，中医的艾灸疗法就与瑶药热熨技法有些相似之处，都是
通过对身体局部的温热刺激来达到治疗作用。中医还有拔罐、刮痧
等方法，都是通过刺激身体局部来促进气血循环，调节人体阴阳平
衡。此外，在药物应用方面，瑶族医学与中医也有许多相通之处。
中药学认为药物对人体的作用是通过其药性来实现的，而瑶族医学
中的瑶药也有其独特的药性。在中医治疗中，也常常使用一些瑶族
药材，如荆芥、防风、薄荷等。因此，瑶族瑶药热熨技法与中医有
许多相似之处，都强调人体内部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在
药物应用和治疗方法方面，也有一些类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表明，
在中医发展过程中，民间传统医学也对中医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一
定的贡献，同时也启示着我们，在当今时代，需要继承和发扬这些
传统医学技艺，将其融入到现代医疗体系中，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健
康事业。 

4.2 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在中医理论中的创新与发展 
中医理论中也强调“平衡”这一概念，例如阴阳平衡、气血平

衡等。而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则更进一步地强调了机体平衡对于健康
的关键作用。在治疗上不仅注重调理病变部位，更注重通过调整全
身机体平衡来达到治疗目的，这为中医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

法。中医理论中也有类似的方法，例如灸法、艾灸等，但这些方法
需要采用火烧或燃烧草药的方式加热。而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则采用
药包微波加热的方式，更为安全、便捷，同时加热过程中药包会逐
渐散发出药力，让药力更加温和地渗透到身体中，从而起到更好的
治疗效果。中医理论中药物疗法博大精深，而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则
采用了特有的瑶药，例如九节风、麻骨风等，这些药物在瑶族传统
医药中应用广泛，有着较好的临床疗效。通过将这些药物制成药包
并加热熨烫，使其药力更好地渗透到身体中，起到治疗作用。热熨
疗法在中医理论中也有应用，例如艾灸、拔罐等。但瑶族瑶药热熨
技法则采用了更为简便、安全的药包热熨方式，同时加入了特有的
瑶药制成的药包，使治疗效果更为显著。 

结论：瑶族瑶药热熨技法是一种具有瑶族特色的传统中医治疗
方法，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瑶医“三元和谐论”、“诸病入脉论”等，
着重强调机体平衡是人体康健的关键和根本。其临床应用广泛，可
以针对不同病症，如感冒、咳嗽、痛症等，发挥启关透窍、穿筋走
脉、祛风除湿、添火驱寒、散结止痛等功效特点，疗效显著。此外，
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在中医理论中的探讨与创新方面，也有其独特之
处，如对机体平衡的强调、对中药药性加热影响的利用等。因此，
瑶族瑶药热熨技法在中医治疗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应用前景，值得深
入研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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