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魏依晨

中医针灸发源于我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 183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

中医针灸研究和临床运用，约有 38 万余名针灸

工作者。

“没有针灸，西方对于中医药的了解或许不会

如此深刻。”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院长赵

百孝说，“针灸外交”让我国的针灸技艺走出国门，

这得益于针灸的独特疗效，它可以解决很多西方

现代医学难以解决的难题。

针 灸 以 中 医 经 络 腧 穴 理 论 为 指 导 ，包 括

“针”和“灸”两种疗法，主要运用针具和艾叶等

工具和材料，通过刺入或熏灼身体的特定部位，

以调节人体平衡状态，从而达到保健和治疗疾

病的目的。

“这是大椎穴，感冒了就灸这里，医生让我配

合灸风池穴和合谷穴，效果更好。”在江西省中医

院抚生院区，记者看到，有一种叫作热敏灸的新灸

法深受当地市民的青睐，不仅如此，还经常会有哈

尔滨、海南、云南、上海等地的疑难病症患者慕名

前来体验。

◎本报记者 雍 黎 通讯员 曾 理

医线传真

致痫灶的准确定位是

取得良好手术效果的关键，

立体三维脑电图和手术机

器人能够更加清晰地显示

颅内病理结构，进一步提升

手术精度，帮助更多患者在

不开颅的情况下实现手术

切除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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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 日，记者从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获

悉，该院神经外科全军癫痫诊治中心完成了重庆

首例机器人辅助立体三维脑电图电极植入癫痫手

术，用先进的智慧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了更精准

的治疗。

“癫痫是一种慢性脑部疾病，以脑部神经元过

度放电而致反复和短暂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常

为特征。”新桥医院神经外科全军癫痫诊治中心副

主任刘仕勇教授介绍，诱发该病的因素很多，以心

理、情绪等因素为主。目前，临床上 80%的患者在

使用抗癫痫药物治疗后，症状会有所减轻，但仍需

终身服药并受药物副作用的困扰；另外有 20%的

患者患难治性癫痫，使用药物治疗效果不好。此

次手术的患者就患有难

治性癫痫。

据了解，接受手术的

患者仅 15 岁，自幼被诊

断患有癫痫，起初通过药

物治疗病情能得到控制，

但 6 岁后病情加重，每个

月要发作 3至 4次。

手术前，专家根据患

者头部医学影像及发作

症状，制定出电极植入的

手术规划。将不同种类

的影像精准融合后，可清

晰观察到患者颅内不同

解剖结构，确定电极植入

的入颅点和靶点，生成相

应的手术路径。

医生制定好手术规划后，手术机器人按照医

生的规划快速完成影像空间与患者手术空间的精

确匹配，手术医生可借助随机验证点证实系统定

位精度是否在 0.5毫米以内，以确保全程定位精度

符合手术要求。

手术过程中，通过构建 3D 的“癫痫网络”，立

体三维脑电图技术可为手术提供更加精准、立体、

完整的定位，医生通过立体三维脑电图的引导，可

以避开脑血管及重要脑功能区，在手术机器人的

辅助下高效完成电极植入，每根电极植入平均耗

时 3至 5分钟。

手术结束后，医生借助立体定向脑电信号分

析，更加精准地确定了患者的致痫灶范围，通过进

一步手术切除了该病灶。

目前，在完成相关手术治疗后，该患者脑功能

恢复十分迅速，其认知、行为、语言等各方面状态

俱佳，预后良好。

刘仕勇介绍，致痫灶的准确定位是取得良好

手术效果的关键，立体三维脑电图和手术机器人

能够更加清晰地显示颅内病理结构，进一步提升

手术精度，帮助更多患者在不开颅的情况下实现

手术切除病灶。

新桥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吕胜青教授介绍，随

着外科机器人的快速发展，其精准、稳定、安全的

特性也逐渐得到了医疗行业的认可。未来，神经

外科手术机器人还能更广泛应用于多种神经外科

疾病的手术治疗中，包含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

特发性震颤、脑内血肿定位、脑组织活检、脑脓肿

穿刺引流、脑内异物摘除、神经导航等。

机器人帮忙+立体三维脑电图“导航”
助癫痫手术实施快、准、稳

刘仕勇
新桥医院神经外科全军癫痫诊治
中心副主任、教授

手术中，专家操作机器人完成电极植入。 曾理摄

热敏灸机器人热敏灸机器人：：让老中医有了让老中医有了““分身术分身术””

热敏灸机器人的机械

臂可以灵活地模拟人工操

作，通过摄像头找准穴位，

定点施灸，并且可以实现标

准灸法，施灸手法也与医生

的手法一模一样。它不仅

将医生从繁杂的工作中解

放出来，还解决了艾灸使用

过程中产生的烟雾问题。

“热敏灸是针灸理论和技术的创新。”热敏灸

技术发明人、江西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陈日新介

绍，在 2006年之前，针灸中“针”应用于临床治疗的

情况较为普遍，但是应用“灸”进行临床治疗的情

况却很少见。1988 年至 2006 年，经过大量的科研

攻关和临床实践，陈日新及其团队在继承《黄帝内

经》腧穴敏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腧穴敏化论新观

点，创立了热敏灸新疗法。

“热敏灸与传统灸最大的不同就是传统灸仅

仅是让所灸之处表面发热，但热敏灸会让身体整

体发热，而不仅是局部发热。”陈日新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

据了解，热敏灸又称热敏悬灸，是不用针、

不接触人体，无伤害、无副作用的临床针灸替代

疗 法 。 它 采 用 艾 材 产 生 的 艾 热 悬 灸 热 敏 态 穴

位，激发透热、扩热、传 热 、局 部 不（微）热 远 部

热、表面不（微）热深部热、非热觉等热敏灸感

和 经 气 传 导 ，并 施 以 个 体 化 的 饱 和 消 敏 灸 量 ，

从 而 提 高 艾 灸 疗 效 。“以 前 的 传 统 灸 疗 临 床 多

采用‘辨证、选穴、施灸’的‘辨证施灸’诊疗模

式，忽视了穴位的敏化状态，缺少穴位择敏的过

程，影响灸疗疗效的充分发挥。热敏灸提出的

‘辨敏施灸’新概念，倡导临床不仅要重视‘辨证

施灸’，更要强调‘辨证、选穴、择敏、施灸’。”陈

日新说。

经过专家多年的临床验证发现，在同等病例

临床治疗方面，热敏灸比传统灸治疗效果明显。

专家们采用大样本、多中心、中央随机对照试

验方法，以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为

对象，观察热敏腧穴与非热敏腧穴的疗效差异。

结果表明热敏灸组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非热敏灸

对照组。同样的试验方法，比较热敏灸与西药舒

利迭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的疗效差异，结

果显示，热敏灸组控制哮喘症状及整体改善的综

合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陈日新和他的团队经过临床实践表明，热

敏灸对脊柱关节肌肉的痛症，过敏性病症如过

敏性鼻炎、胃肠功能性病症、男性前列腺病症、

女性宫寒性病症、亚健康与肿瘤晚期的虚证等

都有着独特的疗效。目前，热敏灸已在全国 28

个 省 、市 的 500 多 家 医 院 推 广 应 用 ，治 疗 患 者

350 多万例。

热敏灸创新针灸理论和技术

科技赋能中医药②

病患多，医生少，面对大量有需求的病人，医生

也分身乏术。为了解决热敏灸治疗中医疗力量不

足的问题，近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与江西热

敏灸健康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中医药智能

装备项目投资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热敏灸智

能协同系统，这是热敏灸机器人使用的核心技术。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工程设计研究所副

所长王明政介绍，该系统能自动完成探穴、治疗过

打破热敏灸专业医生缺乏瓶颈

程，将热敏灸的循经、回旋、雀啄等灸法标准化复

现，并且通过和医生的深度协同，使医生有了“分

身法”——能同时服务 5—10 位患者，有效解决热

敏灸产业化需要大批量专业医师的瓶颈。

据悉，热敏灸机器人的操作也十分简单。在

热敏灸机器人控制平台上输入被灸者的疾病种

类、需要热敏灸的穴位以及艾灸手法的次数与时

长，热敏灸机器人就可以自主的为患者进行具体

的热敏灸灸疗。

7 月 30 日，多台全自动热敏灸机器人在 2021

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的主会场中国（南昌）

中医药科创城亮相。机械臂灵活地模拟人工操

作，通过摄像头找准穴位，定点施灸，每一次施灸

记忆都可以进行分析、保存。

江西热敏灸健康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全自动热敏灸机器人不仅将医生从

繁杂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还解决了艾灸使用过程

中产生的烟雾问题。

“人不舒服的时候某些穴位会出现‘敏化’，应

用热敏灸机器人治疗的时候，这些穴位就会出现

热、透、传等各种反应，找到这种反应就找到了热

敏穴位，然后机器人就会针对这些热敏穴位进行

饱和灸疗。这种灸疗方式火力比较大，时间比较

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孔雳说，热

敏灸机器人的灸疗技术是非接触式的，操作手法

也令患者感到舒适。

据介绍，热敏灸机器人可以实现标准灸法，

机 器 人 的 施 灸 手 法 与 医 生 的 施 灸 手 法 一 模 一

样。临床上，每个医生可能会根据各自的经验

在施灸的时候对穴位的选取有所偏差，但热敏

灸机器人则会对穴位的定位判断得非常精确，

并且热敏灸机器人具有随动功能，会随着被灸

者的位置改变而自动移动，如果被灸者起身的

幅度超过了安全限额，机器人的灸头就会自动

回到安全点，这样可以尽量保护被灸者不被烫

伤。“另外，热敏灸机器人还可以定制灸法。比

如有些医师有他自己的独门灸法，热敏灸机器

人 可 以 通 过 定 制 实 现 模 拟 并 复 现 该 医 师 的 灸

法。”杨孔雳说。

“热敏灸机器人可以有效地解决医院临床人

手不足、灸疗标准化欠缺等问题，将临床医生从重

复简单的灸疗中解放出来，以智能化、现代化的科

学技术推动医院整体医疗效率的提升。”王明政

说，同时，该系统通过深度学习，还能不断提升热

敏灸技术标准化水平，大幅缩短高级医师的培训

周期。

机器人施灸手法与医生一模一样

随着热敏灸技术的推广，江西中医药大学成

立了“热敏灸医院”“灸学院”“南方灸学研究所”

“灸疗推广国家基地”和“热敏灸小镇”，这些机构

分别承担了热敏灸临床转化、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产业孵化、大众普及等职能。2011 年，全球首

家热敏灸医院启用，标志着热敏灸技术开始实现

临床规模化应用。

“自从镇里推广热敏灸治疗以来，老百姓省了

不少钱。”江西省德兴市花桥镇党委书记徐双英

说，“热敏灸小镇”推广以来，既减少了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人群，又增加了当地农民收入。

“现在正在热推的‘热敏灸小镇’，就是为了让

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免费做热敏灸，让更多老百

姓受益。”陈日新说，为推进热敏灸产业与养老服

务融合发展，江西省新余市、赣州市，河北省，湖北

省等的一些乡镇也正在和江西中医药大学积极沟

通共建“热敏灸小镇”事宜，通过“小镇”模式，给居

民带来“健康大礼包”。

陈日新告诉记者，今年，江西将会尝试把热敏

灸技术运用在戒除毒瘾等一些新领域。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初，陈日新就从中医针灸

的角度制定了热敏灸对新冠肺炎的防治方案。“新

冠肺炎属于中医湿毒疫病，病因以湿邪为主，早期

病机是湿遏热伏，后期病机是湿毒伤阳。”陈日新向

记者透露，面对此次突如其来的德尔塔变异毒株，

他的团队目前正在制定第四版热敏灸诊疗方案。

热敏灸技术实现规模化应用

工作人员正在展示热敏灸机器人工作人员正在展示热敏灸机器人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陈曦）日前，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内

科主任白洁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周圆研究员团队合

作，建立了一种 4-mRNA 标记预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

总生存率的新模型，并证明在 2017年欧洲白血病网风险分类中纳

入 4-mRNA 特征，可显著提高对 AML 患者总体生存的预测准确

性，该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权威期刊《美国血液学杂志》上。

急性髓系白血病是一类起源于造血干/祖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

病，具有很强的异质性，患者的临床预后也各不相同。目前，细胞遗

传学与分子遗传学特征已广泛应用于AML患者的预后分层中。

据介绍，该研究利用多个数据集中的转录组学数据确定了

AML 患者和健康供者之间的 336 个差异表达基因和代表 AML

内部异质性的 206 个基因，结合生物信息学和机器学习方法建

立了基于 KLF9、ENPP4、TUBA4A 和 CD247 基因表达值的预后

评分模型——4-mRNA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在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中等组内部，4-mRNA

风险评分高或低的患者总体生存具有显著差异，由此我们重新定

义了分类标准。”白洁介绍，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将转录组

数据有效应用在 AML 患者预后分型中能够提高整体预测能力。

利用基因表达特征确定风险因素可能为破解 AML 发病机制和个

体化治疗提供新的认知。

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

有了生存率预测新模型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史俊斌）记者 8 月 30 日从西北工业大学获

悉，该校体育部教师文建生和苏敏副教授团队立足中医经络学原

理，打破了太极导引应用为处方治疗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的技术瓶

颈，其相关科研成果以《太极拳预防中老年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的随

机试验》为题，近日在国际期刊《国际环境研究和公共健康》发表。

根据《中国心血管病健康和疾病报告 2019》，中国心血管病现

患病人数已达到 3.3亿，如何应用太极导引这一中国特有的运动医

疗方法防治心肺系统疾病，全世界已有 30 个国家开展了相关研

究，但目前尚无法设计因病施治的太极导引干预方案，将其应用为

处方治疗的技术瓶颈尚难突破。

该研究针对高血压和高脂血症，选择传统吴氏太极拳和导引

养生功中舒心平血功、益气养肺功的练习组合，以传统吴氏太极拳

培植元气提升机体免疫力，以舒心平血功与益气养肺功畅通涉病

经络，创设精准干预中老年心肺系统疾病的太极导引组方，取得了

中国传统非药物疗法技术上的实质性突破，是在传统太极拳和中

华导引术传承基础上的融合创新。

太极拳和导引是非药物疗法国际攻关的难点和重点。该研究

运用“辩证施治太极导引组方”的独特理念，创造性应用组方疗法，

以功代药，辨证施治，通过太极导引组方干预，组间组内的比较统

计分析，初步证实了配伍方案的科学性。

预防高血压和高脂血症

太极拳或有新作为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强）我国新冠肺炎防疫政策究竟有没有

达到预期效果？现在这一问题有了科学回答。记者近日获悉，国

防科技大学吕欣教授与湖南工商大学陈晓红院士带领的科研团

队，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人

口流动特征挖掘，揭示我国新冠肺炎防疫政策是持久有效的。相

关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综合性科学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上。

吕欣介绍，理解人口出行模式和规律，对疫情应对的精准和智

能化防控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该研究使用经过匿名处理的手机

信令数据，对 2020年年初全国人口流动性的时空特征进行精确刻

画，研究了从平时到春运，再到疫情期间出行管控，直至全面复工

复产期间全国各地区人口出行模式的演化。研究发现，我国人口

通勤模式在不同阶段呈现剧烈变化，春运期间大规模增加的跨城

市人口流动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实施被迅速有效控制。

研究证实，疫情暴发早期，我国采取出行管控措施控制人口流动是

最有效的非药物干预手段，对疫情防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团队还揭示了我国人口和经济高度关联的城市群，如京

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城市群，具有强烈的区域集聚效应，形成了

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点向周边辐射的分布格局。这些研究结果以精

细的分辨率，提供了中国在各种情况下人口流动性的最全面的描

述，对未来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交通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

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吕欣表示，基于实时、准确的人口流动信息，可以及时评估和

调整现有的疫情防控政策，为疫情防控的精准分析、精准施策等工

作提供决策支持，减少对百姓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影响。

人口流动大数据研究揭示

我国新冠防疫政策持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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