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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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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２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７８１３．Ｚ２０２２２７０５

述《黄帝内经》中“近气不失，远气乃来”

陈夏暄１，３，冶尕西２，张旭２，庞雨倩２

（１．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２．宁夏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宁夏 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３．北京中医医院内蒙古医院，内蒙古 巴彦淖尔 ０１５０００）

　　摘要：“气”在中医学中占据重要作用，而“气”和针刺又有着妙不可言的关系，《黄帝内经》记载了许多有关于传统
针刺的基础理论与知识，其中得气、候气等传统针刺理论和方法均来源自《黄帝内经》，如针刺部位为“气穴”，针刺的主

要作用在于“调气”，判断针刺产生效果的标准为“气至”“得气”，得气之前应“候气”，是医者采用各种方法候其经气到

来，针刺补泻手法的前提和基础等理论。是传统针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最早出自《素问·调经论

篇》，本文通过对经典原文的探析，简析“近气”“远气”的概念及其关系，从传统针刺角度出发，对《素问·调经论篇》中

所说的：“近气不失，远气乃来”展开论述，对候气进行论述，为针灸临床工作者掌握针刺得气的方法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黄帝内经；候气；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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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培训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函〔２０１９〕４３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科研项目（２０１９－ＮＷ－０４２）；宁夏
　　 　　科技厅科技攻关项目（２０１８ＢＥＧ０３０６１）
作者简介：陈夏暄（１９９５－），男，内蒙古巴彦淖尔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针灸治疗神经系统疾病。
通讯作者：冶尕西（１９７１－），男，宁夏固原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针灸治疗神经系统疾病。Ｅ－ｍａｉｌ：７１１５１０ｙｇｘ＠１６３．ｃｏｍ。

·０６·



２０２４年
第３８卷　第９期

实 用 中 医 内 科 杂 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ｗｈｉｃ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ｕｃｈ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ｑｉａｎｄ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ｑｉａ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ｓｉｔｅ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ｓａ＂ｑｉ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ｓｔｏ＂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ｑｉ＂，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ｓ＂ｑｉｔｏ＂．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ＨＵＮＤＩＮＥＩＪＩＮＧ）ｒｅｃｏｒｄｓｍａｎｙ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ｕｐｕｎｃ
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ｕｃｈ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ｑｉａｎｄ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ｑｉａ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ＵＮＤＩＮＥＩＪＩＮＧ，ｅ．ｇ．，ｔｈｅｓｉｔｅｏｆａｃｕ
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ｓａｑｉ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ｓ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ｑｉ，Ｉｔ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ｕｐｕｎｃ
ｔｕｒｅ，＂ｎｅａｒｑｉｉｓｎｏｔｌｏｓｔ，ｆａｒｑｉｉｓｃｏｍｉｎｇ＂ｆｉｒｓｔｃａｍ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ｗｅ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ｃ，ｂｒｉｅ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ｎｅａｒｑｉ＂，＂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ｔｅｘ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ｂｒｉｅｆ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ｎｅａｒｑｉ＂ａｎｄ＂ｆａｒｑｉ＂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ｎｅａｒｑｉｗｉｌｌｎｏｔｂｅｌｏｓｔａｎｄｆａｒｑｉｗｉｌｌｃｏｍｅ＂ｉｎ＂
ＳｕＭａｎ－Ｔｕ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ｗａｉｔｉｎｇｑｉ，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ｎｅｗｉ
ｄｅａｆｏｒｔｈ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ｔｏｍａｓ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ｑｉｂｙ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ＩｎｎｅｒＣｌａｓｓｉｃ；Ｑｉ－ａｗａｉｔｉｎｇ；ｄｅｑｉ

　　针灸治疗疾病能够取得良好疗效的关键常常建立在得气
的基础上，古代文献记载“气至病所”的重要性［１］，如《灵枢·

九针十二原》记载：“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

云，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岐伯以“动气候时，近气不

失，远气乃来”论述侯气及得气后“气至病所”后的理想状态。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以现代针灸医学研究为依据，结合临床实

践，对“近气不失，远气乃来”理论进行初步探讨。探讨候气与

临床疗效的关系，明确候气的作用及候气以期得气的目的，探

讨候气过程中为得气而操作的手法［２］。基于这些问题，本篇

就“近气不失，远气乃来”之内涵、影响因素及如何做到“近气

不失，远气乃来”予以探析。

１　气，近气，远气，候气及得气
１．１　气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又是贯穿中医基础理

论始终的要点。《素问·宝命全形论篇》言：“人以天地之气

生，四时之法成。”人体生命活动的维持，需要不断地汲取营养

物质，而人体从自然界汲取的营养要经过一系列的气化过程才

能转化成机体各部分组织的生命物质，以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

活动，故气病则百病丛生［３］。“气”为经脉之气，经气的运行无

处不在，经气不仅通过十二经脉循行传导，还通过不同经络调

节途径顺利运行，如十二皮部、十二经筋、络脉等显性病灶，守

住已至之气，通过调气之法，即可激发未至之气［４］。

１．２　得气
《灵枢·九针十二原》言：“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

云”“刺之要，气至而治”。《标幽赋》言：“气速至而速效，气迟

至而不治。”无论是从理论上或是从历代医家对“得气”的理解

还是临床实践证明，“得气”是临床疗效至关重要的环节［５］。

１．２．１　得卫气　针轻刺皮肤层，而不刺入肌肉层，会出现轻微
疼痛，而不会出现酸胀感，如刺井穴，刺痛感觉为主，又如“腕

踝针”“耳针”，“腕踝针”是沿皮肤刺入，视觉上平行于皮肤；再

如针刺耳廓部穴位，此多为痛感为主，并无酸胀之感，此乃得浅

层之“卫气”。李鼎［６］教授通过局部耳门、翳风浅刺取卫气用

来治疗患者突发耳内麻木如蚁行走感。

１．２．２　得营气　如七星针扣击皮肤，皮肤逐渐出现潮红，甚则
微微出血，此乃为得“营气”。

１．２．３　得谷气　一般所说的得气主要是指更深层的“谷气”，
谷气为“分肉”之间的气，针下出现的沉紧感，如鱼吞钩便是由

此而来。在临床中，我们常常将得谷气作为主要的得气［７］。

１．３　近气和远气
“近气不入，远气乃来，是谓追之。”《素问·调经论篇》［８］

中首次提及“近气”“远气”，但因其在《黄帝内经》中论述较

少，各医家对此有不同见解。王冰注：“近气，谓已至之气，远

气，谓未至之气也。”结合《内经》原文及王冰所注，此处所提及

的“近气”“远气”可认为是得气的先后之别，是时间上的差异，

先得之气往往也是易得之气，通过耐心守气，使“未至之气”源

源不断、徐徐而来。

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认为针刺补泻中，近气乃所补

之处的气，可称之为“病所之气”，由此理解，“近气”“远气”也

可理解为据病所的远近，是距离上的差别，近部之气聚于针下，

远部之气通过循经感传。

２　近气不失，远气乃来
此句来源于经气虚实证的治法，原文为：“帝曰：补虚奈

何？岐伯曰：岐伯曰：持针勿置，以……动气候时，近气不失，远

气乃来，是谓追之。“动气”是说针刺调动起正气，即指针感；

“候时”是说正气还没有调动起来，要等候针感的出现，即留

针，如《素问·离合真邪论篇》所云：“如待所贵，不知日暮”，不

管天有多晚，也要像等贵客一样的等候，因为虚证较重的人针

感来得很慢。“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是说要耐心地等候针

感，离得近的正气来了不会丢失，离得远的正气还会不断地补

充过来。“是谓追之”，这是引《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言，原文

是：“追而济之”，是讲补法，是说人体的阳气离得再远也要把

它引导过来调济之，简曰“追之”。

３　近气与远气的关系
经络系统和人体都是完整系统的整体，腧穴位于整条经络

之上，当针刺得气或者说守住近气之后，整条经络之气甚至全

身之气都会围绕着所刺腧穴产生变化或运动。根据《内经》所

言：“动气候时，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是谓追之”，“追之”即为

“补之”，补法的关键是调动远气直达病所，充盈近气，远近之

气相互交融，才能使已虚之气引令实。可见近气是针刺补法显

效的基础，远气是显效的关键，“近气”散失，“远气”无从谈起，

“远气”不至，“近气”也无所作为。“近气”“远气”相互为用、

彼此依存。对针刺得气是气至病所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当近气

和远气都到达病所，才是针刺的理想效果。

４　如何得气
４．１　治神守气方得气［９］

“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是谓追之”，体现的是针刺补法思

想，针下气至对于已虚之体来说微不足道，只有调动远部之气，

充盈针下，气足方能实已虚之气，补已虚之体。《素问·离合

真邪论篇》言：“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可静置以

留针，也可行针以催气，只有治神守气，才能气至有效。《素问

·宝命全形论篇》云：“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何谓“治神”，神

是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治神重在医患双方意念交流，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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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针灸疗效的一个关键因素。《金针梅花诗钞》又说：“用针

者，人也。医者之精神治，则造化通，料事明，决断果，使之临危

则不乱，卒遇大恐而不能惊。病者之精神治，则思虑蠲，气血

充，使之信针不移，信医不惑，则取效必宏，事半而功倍也。”可

见“治神”在针刺治疗过程中对医者和患者皆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看来，在针灸临床中，我们应该重视守气，重视局部穴位的

守气［１０］。

４．２　候气之时，间歇运针而得气
《内经》强调调气，《灵枢·刺节真邪》用针之类，在于调

气”。《灵枢·终始》记载：“凡刺之道，气调而止”，《灵枢·官

能》云：“是故工之用针也，知气之所在，而守其门户，明于调

气，补泻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处”。

“调气”指的是针刺进入腧穴得气之后，促使“气至病所”

的方法。其通过针刺手法操作，导气到达病所，以调节虚实，实

现纠正机体阴阳盛衰状态的作用［１１］。

“近气不失，远气乃来”在《针灸大成·经络迎随问答》中

被引用以说明“补针导气之法”。“推而按之者，是用右指捻针

按住，近气不失，则远气乃来也”。其指的即是针刺得气后，调

节气脉的调气、导气法。其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针刺得气后，刺

手持针按压不动，调节针尖之上下以使得经气或上火或下循

行，医者应全神贯注，将意念集中在针下，促使经气运行以至

病所［１２］。

《针灸大成》中所记载的治疗“瘫痪，遍身走痛，顽麻冷痹

及癞风寒疟，一切冷证”的烧山火手法以及治疗“风痰壅盛，中

风，喉风，癫狂，疟疾，单热，一切热症”的透天凉手法，在操作

完深浅、捻转、提插等手法后所应用的“通法”即与“近气不失，

远气乃来”所强调的“导气、调气”之法接近。烧山火中的具体

操作是：压倒针身朝向病所，让患者深吸气五口，可使经气上

行，从而使得“阳回阴退”，以实现进气之法。透天凉中的具体

操作是：缓慢上提针身，以使病止。

此外，针刺的目的在于透过深浅、徐疾、开合、捻转、提插、

是否闭合针孔等针刺操作手法实现“补虚泻实”之效。“近气

不失，远气乃来”强调“调气、导气”使气至病所，而气至病所的

目的在于实现针刺的补法。通过针刺调节针尖的指向、医者集

中意念催逼经气，促使经气到达病所，以使病所处已至之经气

不致丢失，未至之气能够续来病所，以使经气汇聚于病所之处，

实现补虚之功，此即为“追之”。

气至病所是针刺取效的关键和核心，而实现气至病所，离

不开“调气”“导气”手法的应用。此即“用针之类，在于调气”

之意。对于机体正气亏虚之患者，临床上应恰当使用调气法，

以使经气汇聚病所，达到补虚之目的，实现补针之用［１３］。

候气之时可耐心静等，也可以间歇施以手法运针，直至气

至。其中常见的运针导气手法如下。

４．２．１　运气调气法　《针灸大成·三衢杨氏补泻》云：“凡用
针之时，先行纯阴之……治疼痛之病”针入皮肤后行六阴之

数，紧提６，慢按１次，使气得；针尖朝向病所，让患者吸气５口，
使气到达疾病的位置［１４］。

４．２．２　逼针调气法　《席弘赋》云：“逼针泻气须令吸，若补随
呼气自调。”持针之手压针而不动，欲使气上行则针尖向上，欲

使气下行而针尖向下，同时，医者聚神于针，经气运行。

４．２．３　循摄调气法　《金针赋》说：“循而摄之，行气之法。”押
手拇指食中三指腹在上下往来轻柔循按所刺穴位的经脉，促使

经气运行，气至病所［１５］。

４．２．４　弹针调气法　《针经指南》云：“弹者，凡用针时，可用
大指甲轻弹针”。用指甲轻弹针柄，气至病所。

４．２．５　推捻调气法　针刺入后，针尖朝向病所，拇指用力向前
推捻针柄，均匀有力，推至拇指指腹后横纹处，轻轻回拨，至气

至病所，反复施术。

５　小结
《灵枢·终始》曰：“凡刺之道，气调而止”。“气”的概念

是中医学内涵丰富、临床应用广泛的特定术语和概念，针刺离

不开“气”，离不开“调气治神”，而气的含义又多种多样，有营

卫之气，有深浅之气，亦有远近之气。“近气不失，远气乃来”

是候气法的一种，亦是“导气、调气”法则的一种，其强调针刺

候气，以及引导经气归向病所。“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旨在强

调针刺候气的重要性，《内经》对候气尤为重视，施行针刺补法

时，除强调治神守气，也强调候气使浅近之气勿散失，则才可使

气至病所，引导深远之气的到来［１６］。在针灸临床工作中，医者

在局部行针时往往忽略了候气，近气散失，远气不来，忽略候气

则气至难得，从而影响疗效，“近气不失，远气乃来”透过“导

气”，其核心在于实现针刺补法，以达到补虚之目的。在临床

中，应注重“调远近之气”法的应用，应通过调节针刺深浅、针

尖朝向，以使针感传导向病所。同时，在具体操作中，医者应全

神贯注，集中精力，努力达到和实现气至病所，以发挥“拔刺、

雪污、解结、决闭”的针刺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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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方依依，武明霞，鲁海，等．刍议针刺补泻之要点［Ｊ］．中华中医

药杂志，２０１９，３４（３）：９２１－９２３．
［１５］　黄红叶，刘芸，许昊纯，等．针刺补泻效应的影响因素探析［Ｊ］．

福建中医药，２０２０，５１（２）：４６－４８，５３．
［１６］　柳芳．浅谈《内经》中有关留针的论述［Ｊ］．上海针灸杂志，２００８，

２７（１２）：４６－４７．
（本文编辑：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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