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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贲门失弛缓症案
● 许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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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贲门失弛缓症是一种食管运
动障碍性疾病，属于中医噎膈范

畴，本例按照中医经络理论，通过

针刺治疗，取得较好疗效。

１　病案
赵某，女，２４岁。主诉：吞咽

困难，食入即吐四年余。病史：患

者五年前因为高考精神较紧张，有

段时间纳食较差，甚则不欲饮食，

但尚未感觉吞咽困难，后逐渐感觉

下咽不畅，尤以较坚硬固体食物明

显。食入后即觉哽塞不舒，吞咽受

阻，遂吐出食物，重新将食物嚼烂

并加饮温热汤水以促进食物的吞

咽。如此可缓慢勉强吞咽下食物。

一顿饭如此反复，多达十几次。吞

咽时胸骨后有沉重感。两年前通

过食管钡餐造影确诊为本病。后

患者陆续服用中药一年余，多为旋

覆花、竹茹、砂仁之类，症状未得到

改善。两月前患者来学校邀余为

其试行针灸治疗，症状基本同前，

舌体淡红，苔薄黄，脉细弦。症状

轻重与情绪有一定联系。辨病为

中医之噎膈，辨证为痰气交阻型，

以气失顺降为主。治疗原则：调畅

气机，宽胸利膈。选穴：气冲、公

孙、胃三针（中脘、内关、足三里）、

膻中、天突。针刺方法：均选用２８
号毫针，针刺穴位常规消毒，气冲、

公孙、内关用１寸毫针，直刺约０５
－０８寸，气冲穴与公孙穴以酸胀
或少许疼痛能耐受为度，内关以局

部麻胀即可；中脘、足三里用 １５
寸针直刺，约１－１２寸，中脘针下
以沉紧为度，足三里以局部酸胀感

为主，若有向上或向下的传导更

好。天突选用１５寸针，针刺天突
时，患者头稍后仰，先直刺 ０２－
０３寸，后将针倒伏，向下沿胸骨
柄方向缓慢刺入１－１２寸，以无
疼痛、无不适感为得气标准。膻中

选用１５寸针，向下平刺透中庭，
以酸胀得气为度。除天突刺后不

施行手法外，其余每隔十分钟均行

刘炎导气法：即进针得气后，小幅

度、缓慢轻柔地进行提插捻转一

次。每次约半分钟。留针半小时。

结果：患者每周针刺三次，５次后
感觉吞咽时较前略为轻松，食下即

吐的情况较前略好转。继续治疗，

至第四周为止，共治疗了１２次，吞
咽较前顺利，食下后基本不吐或仅

吐一两次，可尝试食用一些较为坚

硬的肉类食物。吞咽时胸骨后沉

重感大为减轻，若不刻意留心几乎

已经感觉不到。后患者因故不能

继续来治疗，嘱其调理情志，注意

清淡饮食。并可视情况服用逍遥

散等成药，后至今一个月，告知其

情况良好，症状未有加重。

２　讨论
噎膈一证，为胃与食道的病

变，乃咽喉与胸膈间之气不能顺降

所致。与脾经、胃经及任脉、冲脉、

阴维脉有关。脾经经脉病候为：

“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是

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体重不能

动摇，食不下，烦心……”任脉“起

于小腹，出于会阴，沿腹内上行，经

关元、气海、过胃中三脘（上、中、下

脘）接膻中达咽喉，环口唇循面部络

承泣（足阳明胃经之井穴）。”张石

顽云∶“膈咽之间，交通之气不得
降者，皆冲脉上行，逆气所作也。”

“冲脉者，起于气冲并少阴（肾）之

经，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冲脉

为气血通行之要冲，凡见自下上冲

的症状，可认为是冲脉上逆病。而

噎膈病是饮食下咽困难，病有吐食

现象，可认为也是冲脉上逆为病。

阴维脉“起于诸阴之交……上胸膈

挟咽，与任脉会于天突、廉泉，上至

顶前而终……”气冲穴又名气街，



中医药通报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第６卷　第６期

５６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为冲脉所起，气血皆旺盛。乃冲脉

与胃经的交会穴。取其可调畅气

血，顺气降逆。公孙穴为脾经之络

穴，联络脾胃二经，穴通冲脉。内

关穴为心包经之络穴，联络心包、

三焦二经，调理三焦，宣上导下。

穴通阴维脉。公孙穴配内关穴主

治胃、心、胸部疾病。天突、膻中、

中脘均为冲脉上的穴位，天突且通

于阴维脉，主治噎膈喉痹、咽干、哮

喘、咳嗽等证，利咽喉而豁痰，散胸

中气结以调胃气。膻中为八会穴

之气会，又通于脾、肾诸经，通达全

身气机。中脘为八会穴之腑会，顺

降和胃。且胃三针为靳瑞教授之

经验配穴，“是按远近取穴加经验

取穴来组方的，主要针对胃脘部疾

病。中脘位于胃脘部，又是胃经的

募穴，属局部取穴；足三里是胃经

的下合穴，是治疗胃腑疾病的要

穴，属循经远道取穴；内关穴属八

脉交会穴，通于阴维脉，并与之合

于胃心胸，具宽胸理气止痛的作

用”。刘炎导气法容易掌握，易于

实施，主要用于气机紊乱，虚实夹

杂的病症，且轻柔和缓，患者感觉

舒适。

３　按语
贲门失弛缓症是一种食管运

动障碍性疾病，乃食管神经肌肉功

能障碍所致。以食管缺乏蠕动和

食管下括约肌（ＬＥＳ）松弛不良为
特征。因为吞咽时食管下端括约

肌不能正常地松弛，以致食物不能

顺利地通过该处，滞留于食管内，

逐渐引起食管肥厚、扩张以至扭曲

等变化。其主要症状有咽下困难，

食物反流和下端胸骨后疼痛。食

管扩张严重时可引起心悸、呼吸困

难等压迫症状。目前对其病因尚

未探明，除饮食调护外，治疗包括

药物、扩张术及外科手术三类。但

难以根治。此病相当于中医中的

噎膈病。噎即噎塞，指吞咽时梗噎

不顺；膈为格拒，指饮食不下，或食

入即吐。中医关于此病有不少论

述，总以病位在胃与食道，属本虚

标实之证。针灸治疗的记载不少，

但多以理论为主，少见实例。故在

此将此个案作一汇报，恳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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