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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重庆刘少林先生是著名的民间医生，行医数十年。
与其子刘光瑞先生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收集了大量的流传于民间的单方草药，以及民间
各种治病手法的一技之长。
这些方药和技术，都是有价值的经验。
只要掌握得当、对症下药、对症施术，即可获得奇效，有些小方也能治大病。
相信刘少林先生编著的《中国民间草药方》、《中国民间刺血术》、《中国民间推拿术》、《中国民
间敷药疗法》、《中国民间小单方》、《中国民间儿疗图解》等书问世后，定能获得读者的赞赏。
　　我国民间医药学的历史悠久，扎根在民间，因此，几千年来流传于民间，未被刊行传世。
由于社会与历史的原因，不知有多少民间特效良方良药和独特的施术方法失传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损
失。
现在尚存于民间的医学应多方发掘，使之传之于世，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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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刺血术是针灸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能治疗许多疾病，在古代文献中有不少记载，在民间亦广为流传。
近年来也有研究报道，然而都是散见于各书，流传于各地，迄今尚无人作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致命这
份宝贵遗产埋没不彰，殊为可惜！
　　我国医药学的历史悠久，扎根在民间，却未被刊行传世。
由于社会与历史的原因，不知多少民间特效良方良药和独特的施术方法失传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
 重庆刘少林先生是著名的民间医生，行医数十年，与其子刘光瑞先生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收集了大量的流传于民间的单方草药，以及民间各种治病手法的一技之长。
这些方药和技术，都是有价值的经验，只要掌握得当，对症下药、对症施术，即可获得奇效。
　　中医刺血术是针灸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能治疗许多疾病，在古代文献中有不少记载，在民间亦广为流传。
本书内容丰富，特别是辨血色、辨刺血时血的动态、辨其他等观察非常细致，颇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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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光瑞，中医研究员，世医之后，业医50余年，重庆中医少林堂创始人。
擅长眩晕、脾胃病的治疗及刺血术。
　　创立重庆神农中医药研究所，从事中医药理论研究及中医药保健产品的开发。
历任重庆神农中医药研究所董事长、 《实用中医药杂志社》编委、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重庆分会理事等
职。
　　刘少林，中医副研究员，幼年随父习医，擅长中医药民间绝技的研究。
发明创新获世界大奖4项，国内科技奖、发明奖28项。
热爱中医药文化，创办了中国民间医药博物馆。
拥有数万册古籍医书，获重庆市”十大藏书家”称号，创新专利数十项，获重庆市”十大发明家”称
号，医术独特、医风淳朴，获重庆市”名中医”称号。
历任四川省基层卫生协会委员、重庆神农中医药研究所所长、重庆科普作协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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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辨血论　　第二节　辨血色　　血的颜色，是根据人的不同疾病变化而改变的。
寒、热、风湿、瘀血各有不同血色反应。
　　血的循行，与脏腑的气机和阴阳平衡有密切联系，虚、实、寒热各有循行规律。
　　辨血色，是辨别针刺放出的血色——红、黄、黑、紫，从而分辨出人体内脏的热厥、瘀血、风湿
、寒邪等证。
　　一、血呈深红色　　内热扰动显头晕，外热入内伤营阴。
　　四肢发热心烦闷，多泻余热阴津存。
　　刺血深红当细审，调理阴阳可回春。
　　针刺部位出血后，血的色泽为深红色时，从中可以判断，疾病多属于热证。
若外热犯内消耗阴血，可迫使气血妄行，使人神志不清衄血。
若内热由脏腑产生，就会扰乱气血循行、热入血脉，窜入相互脏腑，四肢经络，使人身热，烦躁不安
。
比如中暑，多因外热侵扰内阴不固，阳气乱窜，内热亦生，气血受外热与内热所犯，迫使血行过旺，
变为深红色。
　　二、血呈黑红色　　外伤血瘀留斑痕，内伤经络痛呻吟。
　　气机受阻血失运，法当理气是窍门。
　　刺血黑红证所应，泻毒排瘀传佳音。
　　凡在体表刺出血后，血的色泽为黑红色。
可分为外伤、内伤讲行辨证。
①外伤：一般是在阿是部。
明显的外伤，可见红肿或青紫斑痕。
红肿处多由于气血结聚所致，青紫斑痕是由于局部络脉血溢所致。
施治中应掌握活血排瘀，理气消肿之法。
②内伤：多伤在脏腑内，呼吸、咳嗽活动时，患部常隐痛，外表皮肤无红肿、青紫斑痕。
有的在阿是部重压时有痛感。
四肢深部内伤，多因瘀血阻滞经络，头、身躯部内伤，多因恶血聚集脏腑，一般是在属该脏腑部位疼
痛。
若在该经刺出黑红色血的，是该经之病或该脏腑之病。
在四肢还可看到皮下隆起，在腹、胸等处可用手触摸到硬块或气结，甚至有滑动现象。
特别是在脊柱两侧检查更为明显，用手触摸皮肤可通过有无条索状物、结节状物、泡状软滑物，以辨
别脏腑疾病。
因“有病之于内，必形诸于外。
”另外肌肉酸、痛、麻木，也可分经络、部位诊断出伤于何处。
施治中应当理气调血。
　　三、血呈淡红黄色　　风寒湿热由外犯，两膝关节刺骨寒。
　　气候突变腿更软，患者最怕阴雨天。
　　外治刺血除病患，血色淡黄在脚弯。
　　一般在肘部、膝部关节处针刺出血。
血的色泽是淡黄色，多为风湿痹证。
辨别风湿痹证的严重与否，可根据针刺出血的色泽进行分辨。
血微红黄呈水液状，是轻度风湿痹证在四肢关节邵；血呈浅黄紫色，是风湿窜人经络；血呈淡红黄色
，是风湿内窜脏腑，外扰四肢经络。
凡风湿痹证受寒邪入侵者，局部皮肤会出现～定湿度，并有严重风湿痹证现象。
此症宜结合拔罐，以散寒除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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