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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毒病”的分类
壮医“毒病”的命名具有岭

南民族特色，传统壮医以致病
之毒来命名疾病，现代壮医则
根据毒邪侵袭三道两路的不同
对毒病进行分类。壮医对“毒
病”的命名，不仅体现了壮族对

“毒病”病因、病机的深刻认识，
而且是一种最直接明了的归纳
疾病的方式。

1.以致病之毒命名
传统上，壮医根据“毒”的

种 类 不 同 ，将 毒 病 分 为 痧 毒
（病）、瘴毒（病）、湿毒（病）、风
毒（病）、蛊毒（病）、寒毒（病）、
热毒（病）、无名肿毒（病）等类
别，每个类别又可分为许多更
具体甚至十分形象的病证。如
痧毒（病）分为热痧、寒痧、蚂蟥
痧、标蛇痧、红毛痧、闷痧等；瘴
毒（病）分为青草瘴、黄茅瘴、冷
瘴、热瘴、哑瘴、烟瘴、岚瘴、毒
气瘴等；蛊毒（病）分为虫蛊、食
蛊、水蛊、气蛊等；风毒（病）涉
及的疾病更为广泛，有 36种风
和 72种风之分。

痧毒（病）的病因主要是痧
毒、热毒、暑毒或饮食不当。主
要发病机理是外感痧毒、热毒、
暑毒，邪毒内阻三道两路；或饮
食不当，内伤谷道，以致毒郁于
内，毒正交迫，发而为痧。本病
多由外感痧毒、热毒、暑毒等而
发。临床以全身胀累、头昏脑
胀、胸腹烦闷、恶心、倦怠无力、
胸背部透发痧点，甚则昏迷、四
肢厥冷，或吐或泻、或寒或热、
或胀或痛、或唇甲青紫为主要

表现。壮医对痧症的分类达上
百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
科等。按发病缓急，分为轻痧
麻和重痧麻；按兼症，分为哑巴
痧、绞肠痧、痧麻夹色、标蛇痧
等；按性质，分为寒痧、热痧、暑
痧、风痧、阴痧。临床上习惯只
分热痧、寒痧、蚂蟥痧、红毛痧、
标蛇痧等。

瘴 毒（病）是 古 代 壮 族 地
区的常见病、多发病，其病因
主要是各种植物落叶、败草、
动物尸体腐烂而产生的瘴毒。
主要发病机理是瘴毒入侵人
体，直伤正气，继而毒邪留伏，
三 道 两 路 不 通 ，三 气 不 能 同
步，阴阳失调所致。壮族民间
又 称 鸡 鬼 、闷 头 拜 ，即 疟 疾 。
以间歇性寒战发冷、高热、出
汗为特征。有每日发作、间日
发作和三日发作几种。表现
为寒战、发热、头痛、口渴、全
身出汗、体温下降、疲乏不堪、
昏昏欲睡。本病恶性发作，可
出现头部剧痛、昏迷、抽搐、精
神失常、胡言乱语等，甚至危
及生命。瘴在现代已少见，但
某些疾病只要表现为瘴的特
征，仍可按瘴进行辨治。

蛊毒（病）的病因主要是蛊
毒（有毒之物或毒素）。主要发
病机理是蛊毒入侵，直伤三道
两路，致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

或饮食不节、情志所伤、虫毒入
侵，损伤水道和谷道，致三气失
衡而致病。壮乡素有“蛊毒之
乡”的称号。蛊毒伤人，症状复
杂，变化不一，病情一般较重，
可见咽喉肿痛，不能吞饮；或面
目青黄，日渐赢瘠；或胸有渍
物，咳嗽时作；或胸腹胀鼓，肢
体麻木；或痛楚难堪，形神萧
索；或风鸣于皮膏，或气胀于胸
膛。有些则是身体发冷发热，
手脚烦痛，吐逆无时，小便黄
赤，腹胀闷，胸中痛；甚至绞肠
吐逆，十指皆黑，口水不沉，嚼
豆不腥，含矾不苦；或心腹绞
痛，面目青黄，吐水而脉。亦可
见于一些危急病症，如急慢性
血吸虫病、重症肝炎、肝硬化、
重症菌痢、食物中毒等。

风毒（病）的病因主要是风
毒。主要发病机理是风毒入
侵，走窜或内结于体内，致龙
路、火路受阻，气血运行不畅而
致病。壮医风毒所致病症以抽
搐、昏迷为主要表现，由于风毒
闭阻龙路、火路，可出现发热、
头痛、汗出恶风、咳嗽、鼻塞、流
涕，或肢体麻木、强直、痉挛，四
肢抽搐、角弓反张，皮肤瘙痒，
目诊可见脉络散乱等。

湿毒（病）是壮族地区的常
见病，主要病因是冒雨涉水、久
处湿地等。主要发病机理是湿

邪为患，黏滞不化，阻于三道两
路，道路不畅，气机失调，三气
不能同步而致病。《素问．异法
方宜论》载：“南方者，天地所长
养，阳之所盛处也，雾露之所聚
也。”壮族聚居区地处亚热带，
气候炎热，阴湿多雨，故壮医认
为，很多疾病皆与湿毒有关。
湿毒致病，若滞留于肢体骨肉，
可见头身困重、倦怠、头重如
蒙、肢节疼痛、关节酸痛；若滞
留于三道，可见食少、胸闷腹
胀、泛恶呕吐、黄疸、水肿、腹
泻、痢疾、小便清长、勒答（眼
睛）脉络浑浊。

2.以侵袭部位划分
根据毒损害的部位不同，

可将“毒病”分为气道毒病、谷
道毒病、水道毒病、龙路毒病、
火路毒病和其他毒病六类。

气道毒病，指毒邪损害气
道，影响气道正常功能而出现
呼吸及相关方面障碍的一系列
疾病。病因病机为风、寒、湿等
外来毒邪从肌肤或口鼻而入，
邪犯气道，伤及咪钵（肺），气道
升降功能失常而致病；或痰毒、
浊毒等内生毒邪结聚于咪钵

（肺），气道升降功能失常而致
病。临床上常见咳嗽、咳痰、咽
痛、胸闷、气喘等症。

谷道毒病，指毒邪阻滞谷
道，影响谷道功能而出现消化、

吸收方面障碍的一系列疾病。
病因病机为外来之毒侵袭谷
道，或内生之毒伤于谷道，咪隆

（脾）、咪胴（胃）、咪虽（肠）受
伤，水谷纳运失常而致病。临
床上常见食欲不振、腹痛、腹
胀、泄泻、便血等症。

水道毒病，指毒邪阻滞水
道，影响水道功能而出现水液
代谢方面障碍的一系列疾病。
病因病机为内外之毒伤及咪腰

（肾）、咪小肚（膀胱），水液疏泄
失常而致病。临床上常见水
肿、小便失常等症。

龙路毒病，指毒邪黏附龙
路，致脏腑、肌肉、关节失于濡
养所致的一系列疾病。病因病
机为外来或内生之毒犯于龙
路，致龙路受阻或受损，气血运
行失常，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
临床上常见肌肉萎缩、关节活
动障碍等症。

火路毒病，指毒邪阻滞火
路，致感觉传导障碍，出现感
觉异常或缺失的一系列疾病。
病因病机为外来或内生之毒
伤于火路，致火路气滞或火路
瘀阻、拘急、不荣，火路传导失
常，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临
床上常见疼痛、麻木、感觉缺
失等症。

其他毒病，指毒邪结聚于
三道两路以外的脏腑、器官、组
织等部位，致人体天、地、人三
气不能同步而致病，如慢性盆
腔炎、中风、癫狂等。

（节选自《壮医解毒七疗术》）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片神
奇的土地上，流传着一种独特
的民族医疗方法——壮医药线
点灸疗法。这种疗法不仅承载
着壮族人民世代积累的智慧与
经验，更因其显著的疗效而广
受赞誉。2011年，壮医药线点
灸疗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目录，成为中华民族医
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熠
熠生辉。

什么是壮医药线点灸疗法？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简而言

之，是一种利用经过多种壮药制
备液浸泡过的苎麻线，点燃后直
接灼灸人体体表特定穴位或部
位，以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目的
的医疗方法。这种疗法深深植
根于壮医理论，通过药线点灸的
温热和药效刺激穴位，疏通经
络，调整气血平衡，从而达到治
病强身的效果。它不仅是壮族
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
传统医学的瑰宝。

历史沿革与发展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它起
源于广西壮族民间，历经数百年
的口耳相传和实践验证，逐渐形

成了独特的医疗体系。直到
1982年，广西中医学院的黄瑾
明教授、黄汉儒主任医师等专
家，在柳江壮医龙玉乾祖传经验
的基础上，对该疗法进行了系统
的挖掘、整理、提高和研究，使其
得以广泛推广应用。如今，壮医
药线点灸疗法不仅在国内多个
省市得到普及，还远播至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及港澳台
地区，成为国际医学交流的一道
亮丽风景线。

疗法原理与功效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精髓

在于“以线作针，依纲取穴，对症
点灸”。药线由苎麻线经过古法
脱脂和多种壮药制备液浸泡而
成，直径约为 0.7毫米，是最常用
的一种。点燃后的药线形成圆
珠状炭火，直接灼灸在患者体表
的特定穴位上，通过温热和药效
的双重刺激，疏通龙路、火路气
机，使气血恢复平衡，从而达到
治疗疾病的目的。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具有多

种功效，包括消炎退热、祛风止
痒、通络止痛、消肿散结、健脾消
食、健脾止泻、温经通痹、活血止
血、宁心安神、强壮补益等。这
些功效使得该疗法在治疗畏寒、
发热、肿块、疼痛、痿痹、麻木不
仁、瘙痒等多种疾病时表现出
色，尤其是对中风病等有独特的
疗效。它不仅是一种治疗方法，
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体现
了壮族人民对生命的敬畏和对
自然的顺应。

操作步骤与注意事项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操作

过程大致分为整线、持线、点火、
施灸四个步骤。首先，将药线两
端捻转拉直；接着，用右手拇指
和食指夹持药线一端，露出约
1~2厘米的线头；然后，在煤油
灯或其他灯火上点燃线头，吹灭
明火，只留线头珠火；最后，将带
有珠火的线头迅速点按在预先
选好的穴位上，一按火灭即起为
一壮。

在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以

下几点：一是严格掌握火候，只
有珠火才能施灸，明火点灸易烧
伤皮肤；二是施灸手法有轻、中、
重之分，临床应用原则是以轻对
轻、以重对重，即轻病用轻手法，
重病用重手法；三是防止感染，
点灸后局部会有痒感或灼热感，
不要用手抓破，以防感染。若出
现浅表痕迹，一般停灸后一周左
右会自行消失。

临床应用与疗效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在临床

应用中表现出广泛的适应性
和显著的疗效。据调查和临
床验证，该疗法可以治疗临床
各科 100多种疾病，尤其适用
于畏寒、发热、肿块、疼痛、痿
痹、麻木不仁、瘙痒等症状的
患者。例如，在治疗带状疱疹
及其后遗神经痛、湿疹、结节
性痒疹、神经性皮炎等皮肤病
方面，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疗效
显著，能够迅速缓解症状，促
进患者康复。

此外，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在

中风病的治疗中也有独特的优
势。壮医认为，中风病与龙路、
火路的功能失调有关，通过选取
特定穴位进行药线点灸，可以补
虚、祛瘀、调气，达到治疗目的。
临床实践证明，该疗法在中风病
的治疗中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为
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作为民
族医学的瑰宝，不仅承载着壮族
人民世代积累的智慧和经验，还
以其独特的疗效和广泛的应用
范围赢得了广大患者的信赖和
好评。在现代医学不断发展的
今天，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将继续
发挥其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方面
的重要作用，为人类的健康事业
贡献更多的力量。我们有理由
相信，这一古老的疗法将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绚丽的
光彩。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陈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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