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颊针理论及其 临床应用 

方晓丽 ，王永洲 ，李啸红0 

【论著】 

【摘要】 目的 探讨面颊部穴位分布规律与人体全身的相关性及其在临床诊疗中的作用效果。方法 通过临床 

实践、观察研究和面颊部的解剖研究，结合生物全息论，分析颊针的理论基础与颊针疗法的理论依据。结果 面颊部 

存在着一个涵盖整个人体的全息缩影系统——颊针系统，对疼痛性疾病疗效显著。结论 颊针疗法是一种新的微针诊 

疗体系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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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Buccal Acupuncture FANGXiao—li ， WANG Yong—zhou，LIXiao—hong． Depoltmertt 

of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C．ansu College of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g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malar acupoints and the function ofthe human 

body，and to as~s$the clinical effects of buccal acupuncture． Methods Data of patients treated with buccal acupuncture were aria— 

lyzed，ficial dissection were conducted on 4 cadavers and theories of buccal acupuncttrre were disccussed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hio- 

belography． Results A miniature bioholography system that covers whole body exists in the haman visard in that buccal acupuncture 

shows prominent effects on curing body ache． Conclusion Buccal acupuncture is a new method oftiny needle acupuncture． 

【Key words】 Buccal acupuncture；Theory ofbioholography；Clinical application 

颊针是指在面颊部的特定穴位上针刺来治病的方 

法。它是我们在针灸实践中偶然发现并经过 15年的 

研究总结创立的一个新型微针系统。 “颊针理论”由 

颊针穴位图谱、颊针基本穴位、颊针取穴的五大原 

则、针法及适应症共同组成。它有取穴方便、止痛效 

果迅速、简单易学、治疗面广 、安全性高等优点。为 

针灸工作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简单易行、效果显著 

的诊疗手段，便于学习掌握、推广应用。现将研究工 

作及结果简要报道如下。 

1 颊针的发现及其基本穴位的命名、定位、主治 

范围 

1991年 7月王永洲医师在治疗一位牙痛患者时， 

用毫针针刺了健侧的颊车穴，患者牙痛消失的同时意 

外地发现困扰患者多 日的腿痛也明显减轻。这个偶然 

发现，引起了他的好奇，当他有意识地应用颊车穴又 

治疗了三名腿痛患者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效果， 

而这个结果是传统针灸理论无法解释的，他带着困惑 

开始了面颊部穴位的探索。通过临床实践，结合具体 

病人，逐步积累、总结经验；同时也加紧了理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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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在生物全息论的启发下，经历了上万次的人体试 

验观察，终于发现了面颊部穴位分布规律及与人体全 

身的相关性即人的面颊部存在着一个涵盖整个人体的 

全息缩影系统 (图 1)。穴位的命名、定位、主治范 

围，见表 1。 

2 颊针的临床观察研究 

2．1 一般资料 

共选择了 630例肢体性疼痛患者及 100例内脏疼 

痛患者为研究对象，要求疼痛明确，部位局限。患者 

均为 1998年 9月 一2000年 8月及 2002年 10月 一 

2004年 10月甘肃省援马达加斯加医疗队马义奇及瓦 

都曼医疗点针灸科病人。 

630例肢体性疼痛患者 中，男性 382例，女性 

248例；年龄最大 78岁，年龄最小 1．1岁；病程最 

长 47年，最短 0．5 h；黑种人 352例 (以马达加斯加 

人为主、还有科摩罗、加纳、毛里求斯、喀麦隆人)， 

黄种人202例 (以中国人为主，兼有泰国、朝鲜、印 

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人)，白种人 76例 (法国、 

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加拿大人)。 

100例内脏疼痛患者 中，男性 58例，女性 42 

例；年龄最大 71岁，年龄最小 l6岁；病程最长 15 

年，最短 0．5 h；黑种人 56例 (以马达加斯加人为 

主、还有毛里求斯、喀麦隆人)，黄种人 34例 (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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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缩影，也就是整体的全部信息这一特殊功能， 

而不是强调局部 (全息元)的具体形态及存在形式。 

它的研究思想明显有别于以分析为主要手段的形态功 

能学研究方法，也就是 目前在生物学、医学研究中的 

主导方法。它认识到许多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无 

法解释的现象和规律。中医最早最完整的理论经典著 

作 《黄帝内经》就已经论述了人体整体与局部之间、 

人体与外环境之间、脏腑与体表之间在生理、病理、 

诊断诸方面的全息相关的关系u]，“人与天地相参与 

日月相应”，“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其病也”， 

“肝开窍于目”，“脾其华在唇”。 

生物全息论认为一切动植物都是由全息胚组成 

的；全息胚是生物体上处于发育阶段的特化的胚胎， 

在生物体上是广泛存在的；生物体上任何一个相对独 

立的部分都是全息胚，细胞是发育程度最低的全息 

胚；全息胚都有着向新个体自主发育的能力，都是整 

体发育的缩影，包含着生物整体的全部信息。生物体 

的生长过程是全息胚 (全息元的一种)向着整体不断 

显化的过程。由于 DNA的半保留复制和细胞的有丝 

分裂，从而使多细胞生物体的任何体细胞都具有了与 

原初的受精卵 (有性生殖过程中)或起始细胞 (无性 

生殖过程中)相同的一整套基因 ]。全息胚中未来器 

官中的某一部位以其他部位为对照，与未来整体的同 

名部位之间生物学特性相似程度比较大，是整体的缩 

影。因此，任何一个在结构和功能上有相对的完整性 

并与其周围的部分有相对明确边界的相对独立的部分 

都是全息胚。全息胚是镶嵌型发育的自主发育单位， 

它有对应着未来或现在整体的全部器官和部分在内的 

未来器官图谱。在发育过程中由于各全息胚之间的相 

互制约 (当然这种制约也是由基因控制的)，全息胚 

的未来器官图谱中的每一部位与未来整体的通明部位 

是同一的，后者由前者发育而成。从而得出生物全息 

论中一个重要的内容穴位全息律。认为人体任何相对 

独立的部分 (头、手、足、耳、舌、鼻)都能够在某 

种程度上反应整体部分的变化，我们因此就从生物全 

息论中为针灸微针诊疗系统治疗全身的各种疾病找到 

了理论依据。 

由于生物进化历程由水生到陆生，由简单到复 

杂，由辐射对称到两侧对称这些基本规律的制约，陆 

生环境的复杂化、多样化，使动物乃至人体的头部越 

来越发达，感官越来越集中，以提高机体适应外环境 

的能力，人体的头部是包涵整体信息最为集中的部 

位，也是全息医学乃至所有医学研究的重点。头面部 

也是微针系统研究取得成果最丰富的部位，如头针、 

耳针、眼针、鼻针、面针、舌针、口针。同时也出现 

研究成果多样化的局面，仅头针就有方氏、焦氏、顾 

氏、朱氏等数家；耳针也形成国内、国际不同的流 

派，研究深度已到了耳甲艇、耳甲腔、耳垂等次级全 

息元水平 ，穴位已经出现了套叠。头针、耳针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逐步走 向世界，头穴、耳穴分别 由 

WHO制定出了国际标准化方案穴位图。 

颊针是我们以生物全息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总 

结的一种新的微针系统，即人体面颊部存在着一个涵 

盖人体全身全息投影穴位系统。颊针与较有影响的头 

针、面针、手针、足针等相似，是针灸学中微针诊疗 

系统的一个新分支，是人体在面颊及周围的全息投影 

系统。此针法从初步系统地提出到目前已经历上万次 

人体试验，通过 630多例肢体疼痛患者及 100例内脏 

疼痛患者临床观察与验证，效果迅速可靠，具有全身 

治疗作用，不仅适用黄种人，而且对黑人、白人同样 

有效，具有广泛意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微针系统的 

即时止痛有效率达 72．5％，充分体现了针灸快捷的 

特点，具有取穴方便，效果迅速，适应症广泛等优 

点。它的开发与推广，将为针灸工作者开辟一个新的 

领域。为针灸工作者提供一种全新的、简单易行、效 

果显著的诊疗手段，便于学习掌握、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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