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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帖氏飞针学术流派

崇古纳新 厚德精医
□郜 蕾

流派形成
郑州帖氏飞针学术流派创

始人帖亚林出身于医学世家，父
亲帖振华在当地小有名气，常有
患者登门求医。帖亚林在这样
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自小熟读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
论》等医书。父亲去世后，帖亚
林又跟随父亲的好友李少白学
习医术。

李少白知识渊博，医理通
达。帖亚林随师应诊时，能够做
到“眼到、心到、手到”，随时记录
其临诊精华及详细的病方讲
解。三年的随师学医生涯，帖亚
林阅读了大量医学书籍，积累了
丰富的临证经验。跟师学习结
束后，帖亚林曾在荥阳及郑州等
地行医，均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
效，赢得了患者的赞誉，不少患
者慕名前去就诊。

在工作中，每次遇见棘手
的病例，帖亚林都用心钻研。
因为针灸在临床治疗中多显奇
效，所以帖亚林深入地研读针
灸医书，领会其含义。帖亚林
严格要求自己，在研究学术时
做到“精神内守、专心致志”。
帖亚林治学严谨、医术精湛，擅
长用针灸治疗疑难杂症，深受
群众爱戴。

帖亚林为减轻患者治疗时
的针刺疼痛感，在传统针刺手法

的 基 础 上 不 断 尝 试 改
进，经过大量临床实践，
最终摸索出“快速旋转

弹射进针法”。
这种创新手法，有效避免了

传统进针方式为患者带来的疼
痛感，深受患者好评。帖亚林不
仅在日常诊疗中广泛使用这一
技法，还将技法悉心传授给弟子
们。

后来，全国各地的针灸医师
以及国际医疗界同仁纷纷来到
郑州市中医院交流学习。他们
对帖亚林进针手法的快速、精准
和无痛特性赞叹不已，亲切地称
其为“飞针”。由此，帖氏飞针的
美名逐渐传扬开来。

帖亚林毫无保留地将帖氏
飞针技术传授给弟子们。在他
的培养下，学生们不仅继承了这
项独特技法，还将他的临床经验
和学术思想代代相传。

流派发展
帖氏飞针学术流派与郑州

市中医院共同成长、壮大，成为
中原地区中医界一颗明珠。

帖氏飞针学术流派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帖亚林及其
弟子王碧如、吕朝瀛、王梅花等
为代表。流派传承人具有较高
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用灵活的诊疗方法取得了显著
的治疗效果，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

帖亚林治学严谨，要求弟
子们刻苦学习、勤于练针。帖
亚林常常跟弟子们讲：“练习飞
针，最重要的是坚持，只有日复
一日的练习，才能培养自己细

腻的手感，磨炼自己的意志。
飞针手法，是基础的进针手法，
如果连简单的进针手法都不能
坚持练习，那么复杂的进针手
法，就更不可能学到其中精髓
了。”

帖亚林要求弟子们：“以仁
心驭针。”在帖亚林的悉心教导
和人格熏陶下，弟子们不仅完整
继承了其医术精髓，还将他的医
德风范与治学精神发扬光大。

帖氏飞针学术流派，是几
代人在医学求知路上孜孜不倦
的汗水与智慧的结晶，对研究
中原地区中医针灸发展起到了
巨大的作用。该流派先后受到
卫生部、河南省、郑州市领导的
视察和赞扬，并被中华中医药
学会授予“全国中医药特色诊
疗项目”。2024年，帖氏飞针学
术流派通过有关部门审核，正
式定名为郑州帖氏飞针学术流
派。

目前，流派传承人已有六
代，培养弟子千余名，享誉海内
外。流派传承人大多为中原地
区医院著名专家，涉及内科、外
科、妇科、儿科、针灸、推拿、骨伤
科等诸多专业领域，为无数患者
解除病痛。郑州帖氏飞针学术
流派在与郑州市中医院共同成
长的过程中，不断吸纳现代医学
知识和技术人才，不断壮大。

在传承帖氏飞针学术思想
的基础上，郑州市中医院针灸科
注重传统针灸疗法与新兴针灸

技术的有机融合。在临床实践
中，针对各类疾病，结合帖氏飞
针技术，针灸科设立针灸促长
高、针灸抗衰老、针灸治痛、针灸
康复、针灸减重等多个针灸技术
组。各技术组持续提升针灸诊
疗技术，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
的医疗服务。

郑州帖氏飞针学术流派在
传承与发展中始终秉持“守正创
新”的理念，以精湛的医术和崇
高的医德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
疗服务，为中医针灸事业的传承
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郑州帖氏飞针学术流派工
作室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
理念，构建了完善的人才培养体
系，已培养出一批理论功底扎
实、临床技术精湛的高素质专业
人才，为中医针灸事业的可持续
发展注入新活力。

流派传承
郑州帖氏飞针学术流派以

帖亚林的学术思想为传承主线，
在保持传统师徒相授这一模式
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创新了人
才培养机制。流派的发展经历
了从个体传承到集体创新的演
变过程，现已形成以郑州市中医
院为传承基地，集临床、教学、科
研于一体的特色学术品牌。

在传承形式上，流派工作室
构建了“三位一体”的立体化传
承体系。其一，延续传统的“师
带徒”模式，通过口传心授确保
技艺的原真性；其二，建立医院

集体传承机制，通过科室带教学
习、病例讨论等形式，实现团队
化培养；其三，开展规范化培训
项目，使传承工作更具系统性和
可复制性。

这种既保持传统精髓又勇
于创新的传承模式，使帖氏飞针
技艺得以在当代医疗环境中蓬
勃发展，培养出了一支医德高
尚、技术精湛的骨干团队，为流
派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人才基础。

流派精神
郑州帖氏飞针学术流派以

郑州市中医院为根据地。“崇古
纳新、厚德精医”既是郑州市中
医院的院训，也是郑州帖氏飞针
学术流派的传承精神。“崇古纳
新”，体现努力学习、继承传统、
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时代精
神；“厚德精医”，体现中医守信
仁爱的道德情怀，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时代要求，精益求精、
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

更难能可贵的是，帖亚林在
坚持中医为主的基础上，能够吸
纳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为我所
用。帖亚林尤其对解剖学和心
理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并能在临
床中与针灸结合运用。帖亚林
十分注重医德，视患者如亲人。
退休后，帖亚林充分发挥余热，
利用一技之长，为疑难杂
症患者解除痛苦。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
郑州市中医院）

黄豆又称大豆，既是餐桌上
常见的食材，也是中医眼中一味
重要的“药食同源”之品。以下从
中医角度解析黄豆的养生智慧，
并结合现代营养学，探讨其在饮
食中的妙用。

性味功效
性味
黄豆性平，味甘，归脾经、大

肠经。《日用本草》记载：“（黄豆）
宽中下气，利大肠，消水胀，治肿
毒。”

功效
健脾益气：改善脾虚导致的

食欲不振、腹胀、乏力。
利水消肿：辅助缓解湿热引

起的水肿、小便不利。
润燥通便：富含膳食纤维，缓

解肠燥便秘。
解毒祛痰：调和脾胃，减少湿

浊内生，改善痰湿体质。
现代营养学研究

黄豆被誉为“植物肉”，富含
优质蛋白、异黄酮（植物雌激素）、
卵磷脂、钙、铁等。

异黄酮：调节内分泌，缓解更
年期潮热、骨质疏松。

卵磷脂：乳化脂肪，保护肝
脏，降低胆固醇水平。

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预
防便秘和肠癌。

食疗应用
脾虚体弱者
黄豆芽汤：黄豆芽性平和，煮

汤可以健脾胃，适合术后或病后
调养者食用。

豆浆红枣汤：补气血，缓解面
色苍白、疲倦。

水肿或湿重者
黄豆冬瓜陈皮汤：黄豆利水，

冬瓜清热，搭配陈皮增强祛湿效
果。

醋泡黄豆：辅助降血脂、软化
血管（胃酸过多者慎用）。

肠燥便秘者
蜂蜜炖黄豆：黄豆煮软后加

蜂蜜，可以润肠通便（糖尿病患者
慎用）。

解毒调理
豆浆调服中药：缓和药物峻

烈之性，保护胃气。
食谱推荐

豆浆
做法：黄豆泡发后加入适量

清水打成豆浆，煮沸饮用，可以加
入枸杞子增香补肾。

功效：补虚润燥、清热防暑、
生津解渴。

卤黄豆
做法：黄豆煮熟后，加入适量

酱油、糖、八角等卤制，佐粥下饭。
功效：开胃消食，补充蛋白

质。
黄豆焖排骨
做法：黄豆提前泡发，与排骨

炖煮1小时，加入适量姜片、料酒
去腥。

功效：健脾补钙，适合青少年
或骨质疏松症患者食用。

凉拌黄豆芽
做法：黄豆芽焯水后凉拌，加

入醋、蒜末调味。
功效：清淡爽口，助消化，适

合夏季食用。
注意事项

体质偏颇者需要谨慎食用黄
豆

黄豆容易产气。因此，腹胀、
消化不良者食用黄豆，应煮熟，或
搭配白萝卜、山楂消食。

因为黄豆含嘌呤和钙较多，
所以肾结石患者需要控制摄入
量。

黄豆的烹饪禁忌
黄豆应避免与猪血、核桃同

食（可能引起消化不良）。
黄豆芽性平和，食用未发芽

的黄豆，需要充分浸泡、煮熟。
适量摄入黄豆为宜
黄豆每天的摄入量为30克~

50克。过量摄入黄豆，可能导致腹
胀或影响碘的吸收（因为黄豆含皂
苷）。

总之，黄豆既能补益脾胃，又
能调和脏腑。黄豆在日常饮食中
巧妙搭配，可以成为物美价廉的
补品。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开封市
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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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节气之后，炎热的天
气正式拉开帷幕。烈日炎炎，
这时候喝一杯冰水或者空调开
到16摄氏度，确实瞬间会感到
凉爽。然而，你的身体正在默
默抗议——腹痛腹泻，浑身没
劲儿，吃啥都不香。小心，这可
能是贪凉伤了阳气，脾胃在“报
警”！

为什么夏天贪凉会伤身
夏季天气炎热，人体毛孔

张开，阳气顺应自然向外升发，
但是人体内阳气相对虚弱。此
时，如果受到冰水、冷气等寒凉
之物的侵袭，就像给本就虚弱
的内阳“泼冷水”。外寒伤肺，
饮冷伤脾胃，可能引发一系列
健康问题。

肠胃功能紊乱 人体受到
寒气刺激，可能导致肠胃痉挛，
出现胃痛、腹泻等症状。

湿气瘀滞体内 人的脾胃
受凉后，运化功能减弱，水湿代
谢不畅，容易感到头昏脑涨、四
肢沉重。

食欲明显下降 脾胃功能
受刺激，食物的消化与吸收功
能受阻，从而出现腹胀、厌食等
情况。

严重时，甚至可能诱发吐
血、心绞痛、猝死等严重后果。
因此，夏季人们应避免一次性
大量饮用冷饮或进食生冷食
物，以免引起不适。

正确避暑方法
中医强调“春夏养阳”。《黄

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记
载：“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
所，则折寿而不彰。”夏天想要正确避暑，人们要记
住以下几招。

温热饮品更解渴，可以自制凉茶
把冰镇西瓜、冰镇饮料等换成温开水或温热

的淡茶（如绿茶、菊花茶等），这样不仅能更快地被
身体吸收和利用，还能避免损伤脾胃阳气。

自制消暑冬瓜汤
俗话说：“不怕长夏炎炎日，清热消暑有冬

瓜。”做法：将冬瓜洗净后带皮切成块，加水大火煮
沸后转小火煮熟，代茶饮。脾胃虚弱、痰湿重、舌
苔白腻者可以饮用白扁豆茶健脾消暑。

合理使用空调，避免直吹
夏季天气炎热，人体毛孔打开，空调冷风容易

侵入人体，同时阻碍阳气正常宣发，引发“空调
病”，出现鼻塞、头痛、颈肩僵硬、反复感冒等症
状。因此，夏季空调温度别调得太低，26摄氏度左
右较合适，睡觉时可以再调高1摄氏度~2摄氏度；
避免冷风对着头、肚子、后背吹。午休时，人们可
以准备一条薄毯盖住腰部和腹部。开空调时，人
们应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辨体质吃水果
中医认为，大多数水果属于生冷食物，过量食

用水果容易损伤脾胃，并且水果的含糖量较高，会
加重痰湿症状。因此，吃水果要因人而异，健康人
群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应控制在200克~350克。水
果有沉降之性。因此，人们适宜下午食用水果，并
且以常温应季水果为主。阳虚体质、脾胃虚寒者
要少吃水果，并且以温热性水果为主，如榴莲、荔
枝、桂圆等；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如冰镇西瓜、
荔枝等，不能直接吃。糖尿病患者食用水果应谨
慎，建议在两餐之间吃，并遵照医嘱，以免血糖波
动。

按揉穴位护脾胃
神阙穴：双手掌心相对，上下摩擦直至手掌变

得温热，用一只手的掌心轻轻捂住肚脐5分钟，随
时可做，具有暖腹散寒的功效。

足三里穴：用手指用力按揉3分钟，感觉酸胀
即可，每天2次，具有健脾和胃、祛湿化痰等功效。

夏季天气炎热是常态，解暑降温很有必要，
但是靠“以寒制热”只会更加伤身。真正的解暑
之道，是给身体温和的清凉，守护好脾胃的“阳气
之火”。从现在开始，把冷饮换成温热的冬瓜汤，
把空调温度往上调，这些小改变，换来的是“吃得
香、睡得好、精神足”，帮助我们轻松度过炎炎夏
日！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针灸是中国独特的一种治疗方法，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针灸代表中
医药文化率先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针灸治病简便易行，并且效如桴鼓，深受中国百姓及世
界人民的喜爱。帖氏飞针是创始人帖亚林博采众长、汇通诸家、化裁创新出来的一种针法。郑
州帖氏飞针学术流派经过几十年临床实践和几代人的反复摸索，细心琢磨，逐渐发展而来。

很久以前，在青藏高原的一
处山谷中，生活着一个勤劳善良
的部落。这里的人们以放牧、打
猎为生，虽然日子过得困苦，但是
大家和谐互助，倒也其乐融融。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
打破了这份宁静。部落里的人一
个接一个地病倒，不仅高热不退，
还浑身乏力。大家四处求医，可
是在偏远的高原地区很难找到治
病的良方。

部落首领心急如焚，他决定
亲自带几名勇士去采挖草药，希
望能拯救族人。他们翻山越岭，
走过茫茫雪原，爬上陡峭的山峰，
顶着刺骨的寒风，忍受着饥饿与
疲惫，但是毫无收获。

就在快绝望时，他们发现不
远处有一座雪山，山上长着一片

奇怪的植物。这种植物有圆圆的
绿叶，开着密集的黄花、紫花，结
的有披针形的果实，在白雪的映
衬下，闪耀着暗红色的光，宛如天
边的晚霞，十分醒目和神秘。

部落首领不认识这种植物，
但是冥冥之中觉得这种植物或许
能带来希望，于是命令勇士们采
挖了一些植物带回部落。他们把
植物的全株切碎，熬成汤药，让患
者服用。

神奇的是，患者服用汤药后，

病情很快好转。没过多久，大多
数患者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部落居民对这种植物感恩不
已，为纪念它的功劳，并根据它生
长在高山险境，颜色暗红如霞的
特点，将其命名“红景天”。从此，
红景天在高原地区代代相传，成
为人们对抗疾病、强身健体的珍
贵药材，并被载入藏医学经典之
作《四部医典》。

据说，清代康熙皇帝在御驾
亲征、平定西部叛乱时曾得到红

景天的帮助，于是将其赐名“仙赐
草”，并定为御用贡品。

红景天为景天科植物全瓣红
景天的全草，主产于云南、西藏、
青海，秋季采挖，鲜品具有浓郁的
玫瑰香气。

中医认为，红景天味甘、苦，
性平，具有益气健脾、活血通脉、
止咳平喘等功效，可以治疗脾气
虚衰、倦怠气喘、胸痹心痛、中风
偏瘫、妇人带下、跌打损伤等。清
代《本草纲目拾遗》载其“主补气

清肺，益智养心，收涩止血，散瘀
消肿”，足见其用途广泛。

药理学研究结果表明，红景
天富含红景天苷、黄酮类物质、有
机酸类物质、多糖类物质、挥发油
类物质、无机元素及脂肪类化合
物等成分，具有抗缺氧、抗疲劳、
抗寒冷、抗衰老、降血糖、降血
脂、抗肿瘤，以及保护造血系统、
改善记忆力、调节免疫力等作用，
被誉为“高原人参”。

目前，应用红景天或其提取
物制成的中成药，如红景天胶囊、
景天祛斑胶囊、高原安胶囊等，在
治疗冠心病、皮肤病及防止高原
反应等方面，具有很好的效果。

（作者分别供职于河南省辉
县市中医院、河南省第二人民医
院）

红景天的由来
□尚学瑞 尚方剑

■中药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