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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热敏炼脐灸具的研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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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提高热敏炼脐法临床实用性及有效性为目的，以腧穴敏化理论及炼脐法操作要领为

指导，从灸具研发思路、温度控制系统以及产品结构等角度阐述热敏炼脐灸具的研发，同时科学评价

热敏炼脐灸具的临床疗效。该灸具简化了传统炼脐法操作流程，提高施灸过程中温度的稳定性，提

高炼脐疗效，促进热敏灸产业化，以期让热敏炼脐灸走进家庭，改善人民体质，预防疾病，从而降低患

病率，节省医疗费用支出，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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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敏炼脐灸法是热敏灸团队应用腧穴热敏化理

论与技术解析李梴炼脐灸法，创新形成的一种新型炼

脐灸法，在泌尿生殖系统及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应用

中疗效良好[1]。但炼脐临床操作繁琐，施灸过程中灸

温难控，这些因素导致受术者灸感激发率低、疗效差

异大。

热敏灸理论指出，艾灸产生得气效应需要舒适温

暖的施灸温度并保持稳定[2， 3]。《医学入门》提到，炼脐

操作需“艾火灸之，无时损易”，可见长时间保持所灸

穴区的适宜灸温恒定[4]，才能将炼脐法的疗效发挥到

最大化[5]。基于此，笔者团队破解“灸温与灸量”的技

术密钥，针对提高疗效与提高效率两点对灸具进行了

全新的变革，设计了一个封闭式热平衡系统（专利号：

ZL202022135485.9；ZL202030591187.3）来保障炼脐时

脐部温度的稳定，并以此为基础，研发一款能够高效

激发热敏灸感，保持恒温，并具有低烟环保特性的新

型热敏炼脐灸具。现报道如下。

1 研发思路
1. 1　炼脐法操作现状分析　李梴介绍的古法炼脐是

以面团围圈，填药于脐中，盖以姜片或槐树皮维持灸

温，上置艾炷，施加三十至百余壮缓灸炼脐。因古法

操作存在制备繁琐、灸温难控等问题，使得其在现代

临床难以开展。热敏炼脐灸法前期对其进行改良创

新，以竹筒为灸具，一端用纱布兜底，内填姜渣嵌置施

灸面，定时投放定量艾绒来维持长时间的灸温恒定。

但这类方法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艾绒不能一次性

放太多，否则火焰太旺导致温度过高，因此还需施灸

人员定时定量添加，消耗人力成本；二是不能掌控隔

物层的温度，有时温度过高，需要施灸人员在人体与

隔物层之间增加其他隔温材料（如：纱布）以降低温

度，这样也会影响疗效。

1. 2　灸温要素分析　艾灸产生得气效应需要温暖舒

适的施灸温度并保持长时间的稳定。在炼脐过程中，

施灸穴区的温度要做到以下2点。①温度恒定：艾灸

得气的最佳激发温度为 42～43  ℃[3， 6]，且单次炼脐所

需时长为 60  min 左右，因此灸具要能实现有效灸温

基本恒定达60  min以上；②温度舒适：灸温要让患者

感觉舒适，避免灸温冷热波动影响患者情绪，使机体

处于最自然的状态，才能更加有效地接受艾灸刺激，

从而有利于激发经络感传[7]。

1. 3　明确定位，提出设计方向　

1. 3. 1　将影响温度的因素，尽可能固化　①设计统

一规格的艾坨，有效避免手工制作的误差与更换的麻

烦；②将隔物灸的隔物层也进行量化，比如姜粉规格

及姜饼厚度，保障了热容量与热传导的基本一致。

1. 3. 2　灸温控制　①设计封闭式热平衡结构，排除

环境对内部温度的影响；②艾坨悬空燃烧，通过红外

辐射方式加热，而非传统将艾绒放置在隔物层表面燃

烧的方式加热，避免燃烧过程艾绒自身厚度的变化对

温度的影响；③采用空气对流规律，系统设置进风口

与出风口，通过调节出风口的大小控制燃烧速度从而

调节温度，使用者可以自行操作，调到自己舒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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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2 温控系统设计
封闭式温控系统主要由出风口、进风口、艾坨吊

篮、姜粉嵌置格栅及系统封闭壳体构成。

2. 1　温度调节设计　艾坨在腔内吊篮中燃烧，热量

辐射到下方隔物层。灸具的下侧面设有进风口，顶部

设有出风口。旋转顶部盖子的档位，可以切换出风口

的大小。通过控制出风口的大小，控制艾坨燃烧的速

度，也就是控制了艾坨热量的释放量。笔者团队通过

大量的实验，获取了这个热力平衡系统基本参数，在

一定体积下，制作固定横截面、固定密度的艾坨，并设

定进风口面积，调节出风口的面积，让隔物层的温度

保持在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41  ℃左右）。

2. 2　温度稳控设计　灸温主要由热传导与热辐射２

个途径决定[8， 9]。底部隔物层与筒身及上盖共同构成

相对密闭的立体空间，阻隔了外部因素对隔物层温度

的影响，同时因为密封减少了热量散失，使热量的利

用率更高；嵌置姜粉的铝格栅可迅速使隔物层的温度

分布均匀，使整个灸疗面维持较高均衡的温度。系统

的热传导基本被固化，热辐射可以由使用者调控，因

此系统下端隔物层的温度在掌控范围内，可以达到持

久恒定的效果。

3 产品结构
灸具外壳采用新型耐高温防烫塑料材质，可拆分

为上盖、中筒和底座 3 个部分，通过螺纹旋转组合。

组装后产品整体高度为6.5  cm。见图1。

3. 1　上盖　上盖直径8.5  cm，内面采用金属内衬，外

层为防烫塑料。盖面留有 3对不同孔径的圆形出风

口，与筒身处的出风通道共同构成阀门调节装置。

见图2。
3. 2　筒身　筒身高 4.5  cm，内径 10  cm。筒身上部

开口处为金属聚热罩，罩面中心留有艾坨投放口，两

边有2个直径90  mm的出风通道，与上盖出风口相对

应。筒身内部有一个高 45  mm，直径 50  mm 的金属

吊篮，底部为T形固定架，用于固定艾坨。见图3。

3. 3　底座　底座内径8.5  cm，高2.5  cm，侧壁均匀分

布4个长16  mm，高2  mm的进风口，底部设有平面铝

格栅结构，用于牢靠嵌置湿润的粉末状隔物层，构成

均匀的圆形平面，牢靠的结构使得操作时方便移动，

同时为脐部大面积温灸创造有利条件。见图4。

3. 4　专制姜粉　精制山地沁姜粉（隔物层专用姜

粉），每袋净重15  g。见图5。
3. 5　专制艾坨　艾坨（用 10∶1 艾绒，按密度要求压

制成坨），艾坨尺寸：高25  mm，直径35  mm，中间留有

空心，便于放置在固定架上。见图6。

图1　新型热敏炼脐灸具外壳

出风口第 3档：最大出风口，艾坨燃烧最旺，对应温度最高档；出

风口第2档：第2大出风口，对应温度第2档；出风口第1档：最小出风

口，对应温度第1档；出风口0档：此档为关闭，没有出风口，但在降温

时可以借用此档来加快降温速度

图2　新型热敏炼脐灸具上盖

 

1：出风通道；2：聚热罩；3：防烫筒身；4：艾坨投放口；5：T形固定

架； 6：吊篮侧壁

图3　新型热敏炼脐灸具筒身

1：进风口；2：铝格栅

图4　新型热敏炼脐灸具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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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方法
4. 1　制作姜饼　取一袋姜粉倒入底部格栅内，轻轻

左右摇晃底座使姜粉均匀铺满底部网格，再分次倒入

适量清水，直至姜粉完全浸润后，压紧姜粉使之固定

成姜饼并紧密贴合在底座。见图7。

4. 2　前期准备　点燃艾坨，待其底部充分燃烧后，将

艾坨放入中筒内部的金属吊篮。先将底座与中筒衔

接，然后将顶盖与中筒上端的嵌入标识对齐，压入上

盖后顺时针旋转至出风口第3档进行预热，时间大约

5  min。
4. 3　施灸操作　①嘱患者取仰卧位平躺于治疗床，

充分暴露腹部，先以轻柔手法松解脐部周围皮肤以促

进气血运行，再将洞巾平铺覆盖腹部，洞口对准脐部，

暴露施灸穴区，将灸具放置于施灸穴位，将出风口调

至第2档，同时注意底部进风口不被阻档。②施灸过

程中，可根据个人耐热差异调节出风口档位以控制灸

温，实现温度恒定舒适，持续激发得气。嘱患者全神

贯注体会热敏灸感效应，可适时添加艾坨增加灸量。

③将患者出现“一身烘热、一身微汗、一身轻松”感传

现象为作充足灸量的标准，敏消量足为疗程结束。④
治疗结束后，将灸具各部分拆开，倒出燃尽的艾坨，清

除底部姜饼，清理干净后的灸具可循环使用。

5 灸具测试与结果
5. 1　恒温测试与安全性评估　试验使用温度测量仪

实时测量并记录新型热敏炼脐灸具施灸时神阙穴皮

肤温度的变化情况，进而分析灸疗过程中温度的上升

速度、温度阈值、恒温时间、恒温范围等变化特点。现

以单次施灸 60  min 内的温度变化为例，绘制穴区皮

肤温度曲线图，见图8。治疗开始前，测得穴区皮肤温

度为35.6  ℃；点燃艾坨后，将治疗仪调至最大档出风

口，前 7  min皮肤温度快速上升；施灸 8  min后，温度

上升至40.6  ℃，受试者可觉温热舒适感，此时将出风

口调至第 2档，减缓艾坨燃烧速度，温度仍可小幅度

波动上升，但上升幅度明显平缓，恒温控制时间可长

达40  min，温度平衡范围维持在41～43  ℃，基本满足

炼脐所需时长和灸感激发温度。整个施灸过程中，测

得皮肤温度不超过44.0  ℃，在人体耐受温度范围内，

且器具外壳采用耐高温材质制成，到达最高温时，外

壳不会变形，封闭系统的固有结构也保障了其表面温

度不超过70  ℃，触之不易烫手，因而满足灸疗的安全

性要求。

5. 2　临床应用疗效观察　笔者于2021年2月—2021
年 6月将新型热敏炼脐灸具应用于江西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针灸科门诊，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颁发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纳入痛经、泄泻、

便秘、眩晕、不寐、腰肌劳损患者共152例。隔日治疗

图5　新型热敏炼脐灸具专制姜粉

图6　新型热敏炼脐灸具专用艾坨

A：姜粉倒入底部格栅内；B：加适量清水，压紧姜粉使之紧密贴合

在底座，制成姜饼

图7　姜饼的制作　

图8　新型封闭式灸具施灸温度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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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每次施灸1  h，10次为1个疗程，共治疗1个疗程

进行观察。研究中以疗程中出现1次及以上“一身烘

热、一身汗出、一身轻松”为炼脐效应阳性，并在疗程

结束当日进行疗效评价（痛经患者避开月经期，于上

次月经结束3  d后开始治疗，下次月经结束次日评价

疗效）。本次试验观察发现，新型热敏炼脐灸具炼脐

效应阳性率高达89.4%，可高效激发炼脐灸感感传，疗

效达好转以上为77.6%，疗效明显。见表1。

6 特色与创新之处
6. 1　高效激发经气感传，疗效确切　新型热敏炼脐

灸具采用封闭式燃烧模式，而非传统敞开式，通过设

定进风口面积，调节出风口面积大小的方式，调控系

统腔体内温度，达到底部隔物层温度恒定与舒适的效

果，提高灸感激发率。

6. 2　操作简便，温度可调　器具组装及拆卸无需工

具，徒手即可完成。旋转顶盖出风量调节装置即可调

节灸温，平躺亦可自行调温，操作简便。此外，底部姜

饼的制作更为便捷，特制的艾坨可以达到常规一次灸

疗所需时长的要求，中途不需要更换，提高了工作

效率。

6. 3　烟量少，携带方便，宜居家治疗　采用特制艾

坨，相较于普通艾绒敞开式铺灸，单位时间内燃烧量

少，燃烧时间更持久，产生烟量明显减少，有效减少艾

烟污染及对人体的伤害。灸具结构巧妙，重量轻，艾

坨与姜粉定量配套，携带方便，适合居家使用。

7 讨论
热敏炼脐灸法是在热敏灸“灸之要，气至而有

效”[10]理论的指导下，深入挖掘李梴炼脐疗法技术要

领，将古手法与热敏灸技术有机结合，通过单一穴位

施灸“小刺激”，达到治疗疾病或保健的“大反应”[11]，
力专而效捷，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加强身体各领域

的机制平衡。“器欲尽其用，必先得其法”，新型热敏炼

脐灸具的创新设计，一方面有效解决了炼脐法操作繁

琐、定量难控的问题，减少了操作过程中艾坨和人员

的浪费；另一方面提高了施灸过程中温度的稳定性，

保障了所灸穴区的长时程的有效灸温恒定，满足炼脐

灸量与灸温的要求[12]，激发热敏灸感，从而提升炼脐

疗效。因其结构小巧，成本实惠，操作方便，安全可

靠，适合居家操作，可真正让热敏灸走进家庭保健，提

升人民生活质量。

目前，该款灸具仍属初期阶段产品，结构和功能

仍存在诸多不足，例如温度调控存在几分钟的滞后

性，温度调节灵敏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者

是烟控处理方面，艾烟燃放量较传统施灸方式大大减

少，但仍有部分艾烟排放在空气中，今后将优化艾烟

过滤净化方面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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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型热敏炼脐灸具临床应用观察表［例（%）］

病证

痛经

泄泻

便秘

眩晕

不寐

腰肌劳损

总计

例数（例）

28
23
22
27
19
33

152

炼脐效应阳性

25（89.3）
20（87.0）
20（91.0）
25（92.6）
17（89.5）
29（87.9）

136（89.4）

疗效达好转以上

21（75.0）
19（82.6）
18（81.8）
21（77.8）
13（68.4）
26（78.8）

11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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