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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疗法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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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艾灸疗法是中医学领域中的重要构成内容，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分析艾灸疗法的温热特征、预防、保健等

多种作用，通过现代医学技术手段研究分析，了解艾灸疗法的安全性，从而为艾灸疗法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与支持。

基于此，论文主要对艾灸疗法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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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xibustion therap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Analyze the warm and warm characteristics, prevention, and health benefits of moxibustion therapy, and through 
modern medic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analysis, understand the safety of moxibustion therapy, thereby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support for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moxibustion therapy.
Keywords：moxibustion therapy; thermal characteristics; ai yan; security

1 引言

艾灸疗法是传统针灸的重要构成内容。艾灸疗法具有针

刺以及药物无法达到的效果。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

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和养生，因而艾灸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艾灸疗法是中国传统的医学特色疗法，在临床中广泛

应用，对不同系统多种疾病的治疗具有较为显著的效果 [1-2]。

2 艾灸疗法历史发展

艾灸疗法是一种以艾绒为主要燃料，在点燃之后将其

放在体表的某一部位或者穴位上，通过燃烧的温热刺激以及

药物自身进行治疗，是一种防治疾病、治疗疾病的方法。

艾灸疗法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对于各种疾病均具有较

为显著的疗效。古代多数医学家均有通过艾灸疗法治疗疾病

的经验。孙思邈在《千金方》记载艾灸治疗后背、火疮等一

些感染性的疾病。在其他一些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本

草纲目》中均记录了艾灸疗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心脏疾

病患者出现的胸痛、胸闷等症状，可以有效地降低患者心绞

痛等疾病的发作频率，且可有效缩短持续发作时间。艾灸疗

法的温通效应具有较为显著的抗炎作用，为艾灸疗法应用于

重大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基础。

3 艾灸疗法的研究现状概述

艾灸疗法具有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其可以产热，通过

芳香气味可以达到行气散气的效果。另一方面其气味渗透性

较强可以传热到皮肤，具有热刺激的作用，可以有效的增强

机体活动，达到刺激神经兴奋，减轻病痛的目的。

3.1 艾灸疗法的研究现状

现代研究学认为，艾灸疗法中产生的艾烟中含有精油、

樟脑以及氧化物，其具有良好的抗病毒、平喘以及抑菌消炎

等生物学的价值，有利于人体。根据研究显示，艾条在燃烧

之后，其主要的成分的部分物质会在温热作用之下挥发，也

有部分与空气中氧气产生化学反应之后然后挥发，艾条中相

对烟气的生成率为 140.46%。通过急毒试验分析高浓度的艾

烟会导致大鼠出现呼吸衰竭死亡的现象，而亚慢性的毒理试

验也会对大鼠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 [3]。

在临床中应用艾灸疗法，因为个人体质不同以及疾病

差异，会导致人们出现嗜睡、目涩、咽喉干痒等相关症状。

根据文献调查可以发现，一些患者在接受艾灸治疗之后会出

现荨麻疹等反应，一些人接触到艾烟会导致皮肤出现荨麻疹

反应，一些人接触到艾烟之后在皮肤等位置会出现丘疹等过

敏反应 [4]。

3.2 艾灸疗法的作用机制

3.2.1 温热效应

艾灸疗法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热辐射反应。而在现

代医学研究理论中认为，艾灸的温热效应主要有温通以及温

补的作用。艾灸温热效应对于机体具有一定的温通以及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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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会受到方法、穴位功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生物学机

制是一种利用激活穴位的方式，推动气血云顶，达到调节神

经内分泌免疫以及脏腑功能，虽然艾灸温热效应的产生主要

有温通以及温补两种类型，但是二者在逻辑上并不是一种并

列关系，在临床上来说也不是绝对割裂的。

3.2.2 光辐射效应

在现代医疗技术以及仪器设备的不断发展之下，艾灸

疗法的辐射效应得到了充分的研究。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在

艾绒燃烧过程中其产生的辐射波长的大部分会小于3.53μm，

属于中红外区。而在光谱中，其波长约在 760nm~400μm 的

波段范围中，其称之为医用红外线了更加波长可以将其分为

近红外线以及远红外线两种形式。其中，近红外线的波长约

在 760nm~1.5μm，具有良好的穿透能力，可以透入人体中；

而远红外波长区间在 1.5~400μm 穿透能力稍有不足，透入

人体较浅。

艾绒在燃烧时候可以产生辐射能谱在 0.8~5.6μm；艾绒

在燃烧的时候其辐射能谱具有远红外光辐射的作用，同时具

有近红外光辐射 [5]。近红外光辐射具有较强的穿透能力，适

合机体吸收，但是整体上来说其光谱的分布相对较为离散，

会出现不同的波峰，此种特征决定了艾灸作用机制的多样性

以及复杂性。在现代研究中表明，人体穴位中的红外辐射含

有人体的热信息，也与人体中能量代谢等多种因素有着密切

的关系，在穴位点的 ATP 能量代谢则要高于穴位周围 [6]。

3.3 艾灸生成物的化学作用

3.3.1 药性

艾叶具有散热止痛、温经止血的功效，其主要成分为

挥发油，其含有桉叶素、樟脑等多种化合物，具有良好的抗

菌消炎、抗肿瘤以及祛痰的功效。艾灸疗法通过点燃艾绒产

生温热以及药物的方式刺激发挥疗效。现阶段，国内外有关

艾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艾叶中的挥发油、艾烟两个方面。

3.3.2 艾叶燃烧产物

在现代研究领域中发现，艾叶燃烧中会产生大量的

PM10，这些产物具有消毒空气的作用。艾草在燃烧中产生

的物质可以作为香精、香料的制作。艾绒在燃烧之后在灰烬

以及燃烧中稀释的烟气中含有大量的挥发性的化学成分，其

具有良好的消毒，抗自由基活性的作用，燃烧温度以及挥发

物与渗透量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7]。

3.3.3 艾烟

艾烟是艾条在燃烧中产生的一种烟雾毒素，其成分相

对较为复杂，现阶段多数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8]。艾烟中

含有的挥发性成分主要有氨水、醇类以及一些氧化物等。

3.4 艾灸的安全性

艾灸是中医特色的治疗方法，其简单、廉价，但是在

临床应用中艾烟对机体产生的不良影响与艾烟的浓度及作

用时间存在一定的量效关系，因此临床应用过程中应合理选

择艾灸的作用时间及控制诊室艾烟的浓度 [9]。

3.4.1 艾烟对空气质量影响

通过研究艾烟 PM10 质量浓度以及氧化能力，艾灸中

产生的 PM2.5 DNA 氧化损伤能力要小于其他污染环境中产

生的损伤 [10]。在艾烟中产生的挥发性物质以及一氧化碳的

含量并不会产生安全危害与影响，且艾烟具有一定的消毒

空气的作用 [11]。相关研究表明，艾烟中含有的的甲醛以及

PM2.5、PM10 等物质均会在不同程度对室内空气质量产生

污染影响 [3]。

3.4.2 艾烟对人体的影响

艾烟的桉油精、樟脑等物质对人体具有有利，而林苯

二甲酸酯类等物质对人体会产生不良影响。艾灸在低浓度之

下会产生良性的效应，可以有效的清除自由基以及抗衰老、

抗菌以及抗病毒，可以有效改善免疫功能，基于改善微循环

的作用。

艾灸不良反应主要有呼吸功能以及免疫系统、血液系

统等因素的影响。通过研究显示，一定浓度的艾烟可以有效

地降低肺部的细胞活性，而艾烟浓度的升高则会产生一些遗

传毒性 [12-13]。

4 展望

艾灸是一种中医治疗方法，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在现

代医学理论中对于艾灸的作用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温热效

应以及光辐射效应两个方面。而随着人们对艾灸研究的深

入，人们逐渐的看到了艾灸疗法的优势效果，也分析了其存

在的不良反应。通过对不同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不难发现，

艾烟可以影响机体血管以及脑组织等多个方面，其不良反应

与艾烟的浓度以及其作用时间具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在今

后的临床应用中要合理的控制艾灸的作用时间，要深入研究

艾灸作用时间的长短以及浓度，合理应用艾灸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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