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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Wanfang)、维普数据库(VIP)进行检索，归纳和总结揿针在

肥胖症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目前对于揿针治疗肥胖症的机制尚未有明确的定论，但在针刺治疗肥胖的

研究中发现的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揿针治疗肥胖症的参考。目前主流观点认为针刺治疗肥胖症的

机制可能是对机体内分泌和体内激素水平的调节和调节肝脏对脂肪代谢的功能以促进肝脏对脂肪代谢的

效果有关。目前在临床观察中，揿针治疗肥胖症合并2型糖尿病时可取得理想的疗效，并且也有部分实验

证明了其机制可能与直接加速脂肪消耗、促进体内血脂代谢调节血糖以及降低糖化血红蛋白、促进胰岛

细胞功能恢复、调节内分泌来促进体重的减轻密切相关。由于在揿针疗法的简便易行，在多数临床评估

中，使用揿针疗法在同等的时间和经济负担下，其安全性和经济性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其简便易操作、

安全也是揿针在临床推广时的优势所在。虽然目前配合揿针治疗肥胖症的研究已有初步的推广，但是揿

针治疗减肥的临床疗效缺少更高等级的循证依据，仍然需要规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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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earching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Wanfang and VIP database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Qinzhen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obesity. There 
is no clear conclusion on the mechanism of Qinzhen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obesity. How-
ever, the mechanism found in the study of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obesit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obesity to a certain extent. At present, the mainstream view is that 
the mechanism of Qinzhen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obesity may be related to the regulation 
of endocrine and hormone levels in the body, to promote the regulation of the liver’s function on fat 
metabolism. In nearly clinical observation, the ideal effect can be achieved in the treatment of obe-
sity complicated with type 2 diabetes, some experiments have proved that its mechanism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directly accelerating fat consumption, promoting blood lipid metabolism, regulat-
ing blood sugar, reducing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recovering pancreatic islet cell function, and 
regulating endocrine to promote weight loss. Due to the Convenience and affordability of Qinzhen 
acupuncture therapy, in most clinical evaluations, the use of Qinzhen acupuncture therapy has 
greater advantages in safety. Qinzhen acupunctur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for the treat-
ment of obesity.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Qinzhen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weight loss lacks a 
higher level of evidence-based basis, and standardized research is still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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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揿针，属于皮内针疗法的一种，是一种留针的治疗方法，揿针形似图钉，针尾为圆形扁平帽，针身

为 2~3 mm 金属针，其操作特点为长时间留针，将针身埋伏体表腧穴部位皮肤后，一般根据患者病情以

及天气环境不同，留置 1~2 天或 3~4 天不等，以达到持续刺激腧穴的效果，并且可以根据情况，对针尾

按压加强刺激，该法适用于治疗顽固性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偏头痛、哮喘、胃脘痛、胆绞痛、痛经、遗

尿等病症[1]。 

2. 历史源流 

目前认为揿针的理论和技术基础来自《黄帝内经》中的浅刺法：直针刺、扬刺、浮刺等。是由这些机

体皮肤浅表部位受到针刺刺激后以发挥针刺的治疗效果的治疗方法直针刺为“直针刺者，引皮乃刺之，

以治寒气之浅者也。”[2]是指提起皮肤后浅刺入皮下但不刺入肌肉的刺法；扬刺则是“扬刺者，正内一，

傍内四而浮之，以治寒气之博大者也。”[2]是指在病变部位和周围浅刺；而浮刺是在病变部位旁边斜刺

入肌表，浮刺者，傍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而后《针灸甲乙经》中依据皮部等理论对其机制进行

了论证[3]：皮肤的色泽主病有所不同；通过皮肤色泽变化可以分析邪气性质，而外邪入内是从腠理到络

脉再到经脉再入脉脏的一个病理过程。故中医筋络的皮部理论则是对于浅表部位留置针具的操作对于防

病、治病的理论基础：筋络功能在体表部位体现，其精气运行的盛衰亦可以在体表所属散在部位有所体

现，位居最外层的皮部其中运行的气血与经络相通，人体中卫护肌表的卫气所在的部位，故皮部具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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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机体，防御病邪的作用，因此，皮肤针等与皮部操作关系紧密的操作，就具有了调整机体气血运行、

抵御外邪、防邪袭体、治疗疾病的作用。 
现代的新型揿针则是日本医家赤羽幸兵卫首创发明[4]，由承淡安院士推广传播，早期揿针为一圆环

形针柄环中央针身垂直余针柄圆形平面，使用时刺入浅表皮肤后用胶布固定，以达到长时间持续刺激的

目的，目前新型揿针大多是一次性使用的自带胶布的由塑料材质针柄固定金属针身，使用方便并且更加

安全清洁。 

3. 治疗机制 

目前对于揿针治疗肥胖症的机制尚未有明确的定论，主要理论依据大多来自于穴位针刺治疗肥胖的

研究，其中发现的部分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揿针治疗肥胖症的参考。例如针刺治疗肥胖症的机制

可能是对机体内分泌和体内激素水平的调节有关：通过调节人体内瘦素(Leptin, LEP) [5]、内脏脂肪因子

[6]实现减重目的。也有研究指出，针刺调节肝脏对脂肪代谢的功能有一定的作用，可以促进肝脏对脂肪

代谢的效果，从而达到消耗脂肪和治疗肥胖的效果[7]。 

4. 研究现状和临床疗效总结 

1) 目前在临床观察中，揿针治疗单纯性肥胖的案例多应用在 2 型糖尿病的治疗过程中联用，并且临

床观察结果大多也证明了揿针治疗 2 型糖尿病合并有单纯性肥胖的患者的机制与改善胰岛素抵抗、恢复

胰岛功能、降低糖化血红蛋白等方面实现降低体重，减少腰围，降低脂肪堆积相关。在揿针治疗肥胖型 2
型糖尿病的临床研究中[8]，在以二甲双胍及运动、饮食治疗的基础上，实验组联合了揿针的针灸疗法，

在本研究中，实验组的体重、腰围、体重指数以及腰臀比均较对照组有明显的下降。通过研究可知在基

础治疗中，联合揿针治疗肥胖型 2 型糖尿病的患者时，可以取得更加满意的疗效，并且对患者的预后以

及身体一般情况改善均具有帮助，且具有明显的安全性。一项揿针联合化痰逐瘀方治疗肥胖型 2 型糖尿

病的临床观察中报道，联合揿针治疗的实验组有效率明显高于普通药物以及运动饮食控制的对照组，并

且可以发现揿针治疗的患者会有更加理想的血糖水平、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血脂水平[9]。
在一项联合二甲双胍的揿针治疗单纯性肥胖症的临床观察中，研究人员发现联合揿针治疗的患者在体重

的各项指标和血脂、糖化血红蛋白等方面疗效好于使用二甲双胍的对照组[10]。 
2) 在揿针治疗肥胖症的研究中，目前对于其机制研究仍然比较欠缺，但从目前研究中归纳总结，其

机制可能是直接加速脂肪消耗、促进体内血脂代谢、改善淋巴系统的通畅、调节血糖以及降低糖化血红

蛋白、促进胰岛细胞功能恢复、调节内分泌来促进体重的减轻。 
在临床治疗中，辨证选择对应穴位，则可以影响胰岛素分泌，从内分泌调节的方面促进脂质代谢，

且通过刺激具有健脾、化湿、利水等功效的相应穴位，可以达到调节机体状态，相应地加快组织的新陈

代谢的目的，从而达到降低体重的目的[11]。再者，经络腧穴对人体机能的调节可以通过神经传导的方式

解释，所以揿针疗法可以通过刺激分布在体表上的迷走神经，神经信号从外周向中枢传递，当中枢接受

的信号经过传出神经传导到相应靶器官时，便促进体内的脂质代谢。例如在肖晓桃等的研究中，发现穴

位埋线配合灸法对于单纯口服阿托伐他汀钙片治疗高脂血症时对降低血清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症状改善方面更优[12]。在一项电针联合揿针治疗单纯性肥胖的临床研究中，

在使用电针针刺治疗的方式时配合揿针治疗单纯性肥胖可以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疗效：这不仅体现在体重

和体重指数以及腰臀比等方面有治疗效果，而且通过电针联合揿针干预前后的血脂指标的降低、淋巴相

关功能的因子的水平的恢复、胰岛功能的改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下降等方面具体体现[13]，证明联合揿

针治疗单纯性肥胖症对于患者长期管理过程具有积极意义。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了揿针治疗可以同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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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患者血脂水平，调节脂肪代谢激素；并且在其后续的动物实验中初步验证了揿针治疗肥胖是通过腺苷酸

活化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PMK)信号传导通路、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1 (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SIRT1)、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辅激活因子 1α信号通路(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
vated Receptor Gamma Coactivator 1 Alpha Signaling Pathway)来调节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Pe-
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蛋白表达，对机体异常的脂肪细胞分泌进行治疗，其作用机制与

白色脂肪棕色化、促进脂肪重新分布、增加机体能量消耗实现[14]。从而达到改善肥胖的目的。 
3) 揿针治疗肥胖症多为联合治疗或者作为辅助手段，其临床疗效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在一般情况

下，揿针疗法多会与拔罐，普通针刺、电针、走罐等其他中医技术联合应用，并且有时在与药物联合应

用的情况下才可以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一项揿针联合健脾化浊散治疗肥胖症的临床观察中发现以揿针

联合中药治疗肥胖症有显著疗效，且联合治疗疗效明显优于单用揿针治疗，针药结合组患者在体重、腰

围、腰臀比、体重指数和中医证候积分均下降明显高于揿针组[15]。在一项揿针联合循经走罐法治疗肥胖

症的临床观察中发现揿针配合循经走罐治疗单纯性肥胖症疗效较仅用揿针治疗疗效更好，而且揿针配合

循经走罐疗法的体脂率下降更明显，血脂水平亦更低[16]。在电针联合揿针治疗胃肠腑热型肥胖患者的临

床观察中发现电针与揿针联合使用时，可有减重和降低血脂的作用，且对于新发的年龄较小的轻度肥胖

患者具有更加明显的疗效，治疗后，患者的体重、肥胖度、体重指数、体脂率均有显著的降低[17]。结合

上述实例，也不难发现目前所开展的研究大多是聚焦于“脾虚”、“湿浊”、“胃肠功能”等，在临床应

用的循证证据支持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 
4) 在揿针疗法的简便易用，在对其安全性和经济性的评估中，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使用揿针疗法在同

等的时间和经济负担下，具有更大的优势，其简便易操作、安全是揿针在临床推广时的优势所在，其简

便的操作使患者可以自行进行施针操作，同时减少了患者前往医院的次数，短小而细的针身则具有更少

发生晕针、断针等针刺意外的概率。在关于揿针治疗脾虚湿阻单纯性肥胖的临床疗效观察中发现使用眼

针揿针疗法和耳针揿针疗法治疗前后均有明显疗效，但两种疗法在治疗有效率和治疗前后的效果上并无

明显差异[18]，但眼部揿针治疗在降低血脂的效果更好，且选穴更少，说明了眼针揿针在临床应用的便用

性上更加具有优势。在孔月晴的一项揿针联合火罐治疗单纯性肥胖的临床观察中，实验组有效率、治疗

前后的体重指数、腰围、体重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验证了揿针联合火罐的治疗肥胖症的疗效，在该文中，

就关于揿针联合火罐治疗肥胖症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19]，加之该方法在经济性和适用性也具有巨大的

优势，故揿针疗法是可以在临床上推广的中医技术。袁文君认为“静以久留”的理论揿针可以产生缓和

而长久的持续刺激的依据[20]，在同等的时间和花销内可以减少患者为就诊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长流于

皮内的揿针不断刺激皮部经络，使气血循行调和，阴阳平和，气机调达，卫外强健而营阴自守，从而达

到治病防病的功效。并且针灸治疗无成瘾性，且揿针发生针刺不良事件的概率比普通针刺更小，以上则

是揿针治疗的优势，也证明了其是方便，安全，有效的中医适宜技术。 
5) 目前也有结合非传统的功能锻炼来配合揿针治疗肥胖的临床观察，在埋针治疗与瑜伽拉筋法对糖

尿病肥胖疗效的初步观察一文中提到[21]：在短期内配合瑜伽锻炼对糖尿病性肥胖治疗具有一定的疗效，

但因为缺乏循证资料的支持，此类新兴的辅助锻炼配合揿针治疗减肥的临床疗效还需要探讨。 

5. 讨论 

揿针是中医传统适宜技术理论下在近代发展而来的较为新兴而简便的针灸技术，虽然揿针的历史并

不算悠久，但是其在治疗慢性顽固性疾病方面确实有良好的疗效。近年来，更加安全、便捷的揿针正逐

渐被肥胖症患者所接受，而在治疗肥胖症的理论支持方面，由于前期通过经络腧穴学理论指导下实施的

穴位埋线及针刺治疗方法已为揿针治疗打下了辨证、选穴的经验支持，所以近年来揿针疗法治疗肥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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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应用也逐渐推广和增多。并且许多学者在其原理层面对于揿针治疗肥胖症的机制也有了一定的研

究进展：崔耀辉等人的研究指出，经过揿针治疗的患者体内血清中脂肪因子水平包括瘦素(LEP)、脂联素

(Adiponectin, ADP)、胰岛素(Insulin, INS)会明显降低[22]。类似的原理机制的研究成果也会促成揿针治疗

的机理的完善，从而推动临床应用的步伐。所以需要明确未来的机制探索研究方向，进一步深入对神经

内分泌调控过程的研究，例如研究瘦素在揿针治疗肥胖症中的作用过程；也可以明确揿针在代谢过程中

的干预作用。同时通过建立标准化治疗方案并联合揿针治疗，来探索穴位组合、个体化差异等问题，给

临床诊疗提供优化方案。 
肥胖作为困扰现代人类的一大疾病，未来在揿针治疗肥胖的研究领域，仍有巨大的发掘潜力，未来

需要突破传统经验模式，利用科学的循证医学原则，进行标准化高质量的临床对照实验等方式，推进揿

针在防治肥胖症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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