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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智能电火针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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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火针疗法是中医一件瑰宝，应用广，疗效优，但熟练地操作需要长期刻苦的训练，且操作不当易造成医疗事故，为此我们设计一件

简易智能电火针笔，旨在解决火针操作的一些不足，使火针疗法更好地服务患者，并促进其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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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针疗法的渊源与背景
火针，古称“燔针”、“烧针”“悴针”，是一种特殊的针刺法。

早在《内经》中就有记载。如《素问.调经论》指出:“病在骨，调
之骨，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在《灵枢.官针》篇有:“悴刺者，
刺燔针则取痹也”的记载。汉代火针疗法有了很大发展，从张仲景
《伤寒论》的火逆证条可以看出火针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当时医
家并不局限于用它温里取痹，已用火针发汗，可见火针疗法还有助
阳祛表邪的作用。到了明代对火针的记述更为详尽，例如《针灸大
成》载有:“火针即烨针，频以麻油蘸其针，灯上烧令其红，用方有
功。若不红不能祛病，反损于人。”火针除了有温阳扶正、温通经
络、祛邪散热、祛腐排脓的作用外，还有消癥散结、升阳举陷、宣
肺定喘、镇痛、止痒、除麻、定抽、息风等作用。简而言之，机体
无邪时，火针可助阳扶正；机体有邪时，火针可散邪驱邪。火针对
机体的刺激量较大，也可用来刺血，因此，火针虽属温通疗法，但
也兼有强通疗法的性质。所以，火针疗法是针灸治疗疑难杂症、重
症痼疾的有力工具。

2 简易智能电火针笔的结构、原理与操作
2.1 结构与原理
简易智能电火针笔总长度 13 厘米，直径约 2.5 厘米。图 1为电

火针笔的整体结构。笔芯为固体胶棒的结构。针槽用于固定针柄，
笔芯针槽与笔芯连杆逆向旋转，可将针槽旋出以控制针尖露出笔头
的长度，针槽内管标有深度，单位毫米，可以更精确确定出针长度，
最大可旋出 10 毫米，旋出长度为 0～10 毫米，可适于皮肤表面病
症的不同操作深度要求。笔芯连杆与笔帽关联在一起，笔帽中间小
孔直径小于连杆前部和笔芯尾部按钮帽，防止笔帽与笔芯脱离丢
失。 笔身采用类圆珠笔结构，笔身中间管腔内为笔芯和弹簧，尾
部是笔帽，针装入针槽，将笔芯插入笔身并拧好笔帽，打开电源加
热针头，待显示器达到加热目标温度按下笔芯按钮帽，弹簧压缩，
针尖可自笔头的小孔刺出，出针长度可由笔芯调节，针刺结束松手
后弹簧恢复原来长度，针头再缩回加热管中间进行加热。加热电路
分内电路和外电路。内电路位于笔身上，用导线连接加热管和温感
片，并从笔身尾部接入外电路，外电路由开关、温控装置和插头组
成，接通电路，可用温控装置控制加热管的温度，达到不同的加热
效果，以用于不同的疾病。

图 1 整体结构图
其平面结构如图 2，火针笔笔身整体采用圆珠笔的结构，笔芯

采用固体胶棒的结构外电路，笔头内设加热管，外接外电路如图 3，
将四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图 2 平面结构图

图 3 外控制电路图
2.2 操作
第一，准备好火针笔并接入电源，准备好针灸针。
第二，拧开笔帽，抽出笔芯，将针灸针柄插入针槽中的固定圆

孔中，然后一手持针槽外管，一手旋转连杆，将针槽内管旋出到目
标长度，即想要的出针长度。

第三，插入笔芯，拧好笔帽，一手握住笔身，拇指按笔芯按钮
帽；或用执毛笔式用拇指与中指、无名指、小指持笔，食指按笔芯
按钮帽。

第四，打开电源，调整温度控制器，跳到适合的温度，加热针
头完毕后，按下笔芯按帽即可扎火针。

第五，治疗结束关闭电源，抽出笔芯更换针灸针，准备下次火
针治疗。

3 电火针笔的创新与进步
本次研究设计的简易智能电火针笔，整体结构紧凑而且相对简

单合理，性能更优越稳定可靠，用电加热的方式，可以实现持续加
热，针体温度可控，进针深度可调节，误差范围小。进针速度、出
针速度、针在穴位的迟疑时间等均由施术医生根据病人和穴位的实
际情况灵活运用。

本研究解决传统普通火针难以熟练的“红、准、快”[1]难题，
市面上也已有少量电火针用电加热取代了酒精灯加热,电火
针一般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种是通过连接交流电源获得电能,
存在不便于携带的特点;另一种是通过安装在电火针内部的
充电电池提供电能,虽然携带方便,但是存在体积过大导致握
持不便、影响操作性能等缺点。电火针笔既可以让初入临床的
年轻医生更加安全灵活的使用，又可以让有经验的医生自由发挥，
便于临床总结研究，让众医者乐于使用，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使火针疗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与传承发展。

本次研究的电火针笔的体积小，连接电源即可加热，相比传统
电火针握持方便,简化操作步骤，提高诊疗效率。操作时省去酒精加
热的环节，安全、没有明火，在笔内部进行加热，安全性提高的同
时，减少散热，保持针具的高温状态,无失火风险，同时减轻患者由
于对火畏惧而产生的心理负担，并在笔的外缘覆盖有隔热涂层，可
保证操作者安全。并在加热过程中高温加热管可将针具加热至
600-700°C，笔身还附有智能感温板，智能感应针尖温度，针尖温
度可见可控，帮助操作者更准确规范的进行针刺治疗，以达到温经
散寒、通经活络的治疗目的，保证治疗效果。

人体皮肤真皮层厚度为0.4～5.0mm[2]，为保证针刺深度，不伤
及真皮层，以免留下伤口，在笔柄处设计了三个可调的针刺深度尺，
使用时可精准控制进针深度，随病变部位以及病变情况进行选择调
节，使得针达病所，针到病除。

本研究为便于医者多次施术操作，还在笔中增加了筒状储针
槽，内有4个独立针筒进行储针，可放置4根粗细、形状各不同的火
针，可根据病情配用适合的针头，既能满足不同疾病的治疗需要，
简便而快捷。为避免下一次操作时重复换针的麻烦，在笔身外部又
增加一个调节装置，更加益于临床操作。

4总结
火针是祖国医学针灸疗法中的一-种特殊手段,其主要功能特点

在于温通。在针灸古籍中记载火针用于治疗痹证、寒症、经筋病、
疮疡、心腹痛、哮喘等疾患。现代医学也对其机制进行了初步研究
并扩大运用范围。本研究基于对火针传统方法的改良，提出了一种
新型电火针笔，提高了火针操作的安全性，满足火针疗法“快、准、
可调控"的临床需求，并能弘扬传统火针疗法。

参考文献：
[1]刘城鑫,朱惠鉴,张子圣,等.一种新型电火针器的研制[J].科技

与创新,2017(19):117-118.
[2]贺普仁.火针的机理及临床应用[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

育,2004,2(10):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