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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艾灸：具有调和阴阳、温通经络、行气活血、温阳补虚、补中益气的功效。现代医学对艾灸疗法的研究

表明，艾灸主要是通过艾条燃烧产生特定红外光谱和波长的热辐射温热对穴位的刺激作用，与艾条中挥

发性精油等的药理作用而达到治疗效果的。 

传统艾灸疗法的缺点：将艾条点燃后对准穴位进行直接温热，或用生姜、蒜间隔间接灸，这种方法对患

者的体位有较大限制，不能同时进行多穴位的治疗；而且，艾条从开始燃烧到患者感觉灼痛需要更换间

隔物这一期间，实际温热作用时间很短，确切温度和时间不能得到精确保证，治疗过程达不到标准化。 

 

摘要 

背景：针对传统艾灸治疗过程达不到标准化，治疗时患者体位受限制，治疗中会产生“烟”和“灰”的

污染等缺陷。为此，设计研制了电子温灸仪，模拟艾灸的治疗机制。 

目的：研制出一种模拟传统艾灸疗法的电子温灸仪并取得了发明专利，能实现产业化，以便完成艾灸疗

法的现代化。 

方法：远红外材料发射对人体有益的红外光谱生物波，设计研制的电子温灸仪包括时间温度控制器和灸

疗头，利用闭环控制技术精确控制温度和时间。灸疗头产生的热辐射红外光谱可模拟艾灸发射光谱，辅

以艾草精油涂布或药物间隔，能达到传统艾灸的治疗效果。 

结果与结论：DZWJY-1型电子温灸仪样机已通过上海市医疗器械检测所的安全性和技术要求检测以及

电磁兼容性检测，并已开展了临床试验进行疗效验证。初步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电子温灸仪具有与传统

艾灸疗法同样的治疗效果，实现了灸疗的安全化和环保效果。研究将为灸疗治病的客观化、标准化、规

范化和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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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n electronic moxibustion apparatus that simulates the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moxibustion therapy i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to overcom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moxibustion 

therapy, such as non-standardized treatment, limited body position, and production of "smoke" and "ash" 

during the treatmen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kind of electronic moxibustion apparatus which simulates the traditional 

moxibustion therapy and has obtained the patent so as to industrialize and modernize moxibustion therapy. 

METHODS: Bio-waves launched from far infrared materials are beneficial to the human body. An 

electronic moxibustion apparatus including time temperature controller and moxibustion head was 

developed, and the closed loop control technique was used to precisely control the temperature and time. 

Thermal radiation infrared spectrum that moxibustion head generated could simulate the emission 

spectrum of moxibus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wormwood oil coating or drug interval, thereby achiev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 similar to traditional moxibustio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prototype of DZWJY-1 electronic moxibustion instrument has been 

developed and its safety and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have been detected in Shanghai Testing & 

Inspection Institute for Medical Devices, China. Relevant clinical trials are ongoing to verify the efficacy. 

Preliminary clin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electronic moxibustion apparatus has the same therapeutic effect 

to the traditional moxibustion therapy, which realizes the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moxibustion 

therapy and provides objective, standardized and modernized evidence for moxibustion therapy 

Subject headings: Radiation; Spectroscopy,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Tissu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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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艾灸疗法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传统中医针

灸疗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人用灸法预防和治疗疾

病，达到祛病保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如《庄子》记载

圣人孔子“无病而自灸”，指用艾灸养生保健；《医学入

门》指出：“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 

艾灸具有调和阴阳、温通经络、行气活血、温阳补

虚、补中益气的功效。现代医学对艾灸疗法的研究表明，

艾灸主要是通过艾条燃烧产生特定红外光谱和波长的

热辐射温热对穴位的刺激作用，与艾条中挥发性精油等

的药理作用而达到治疗效果的
[1]
。温热通过穴位的渗透，

可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疏通经络，调节脏腑阴阳

平衡，为身体补充阳气和能量，排除邪气
[2]
。但传统的

艾灸疗法存在很多缺点：将艾条点燃后对准穴位进行直

接温热，或用生姜、蒜间隔间接灸，这种方法对患者的

体位有较大限制，不能同时进行多穴位的治疗；而且，

艾条从开始燃烧到患者感觉灼痛需要更换间隔物这一

期间，实际温热作用时间很短，确切温度和时间不能得

到精确保证，治疗过程达不到标准化。此外，艾条在燃

烧过程中产生的烟雾无论对患者还是对医护人员的呼

吸系统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如哮喘患者因烟雾原因而不愿

意灸疗；另外，燃烧的艾灸条掉到病床上易烧坏床单，易

引发火灾。在治疗中，由于需要不停地巡视和照料，一位

医护人员所看护的患者数受到了很大限制。然而，数千年

以来，传统艾灸疗法的基本方法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上述传统艾灸疗法存在的诸多缺点，为了克服

这些缺点，实现创新，多年来国内很多科研人员根据艾

灸疗法的机制研制了多种温灸仪，用以代替艾灸疗法。

但可惜的是，目前临床上普遍使用的还是传统艾灸疗

法。究其原因是这些医疗器械不能很好模拟临床灸疗，

仅起到理疗的作用，达不到中医经络理论指导的灸疗效

果，或使用不便，或价格昂贵。 

针对现有的传统艾灸治疗过程达不到标准化，治疗

时患者体位受限制，治疗中会产生“烟”和“灰”的污

染等缺陷，作者研制了一种模拟传统艾灸疗法的电子温

灸仪并取得了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号：201410320973.3)。

第一代DZWJY-1型电子温灸仪包括8枚灸疗头及电子温

度控制器。灸疗头产生的热辐射红外光谱可模拟传统艾灸

燃烧时发出的热辐射和红外光谱，治疗时辅以艾草精油涂

布或药物间隔，能达到传统艾灸的治疗效果，实现了灸疗

的安全化和环保效果；电子温度控制器采用微电子技术，

能精确控制灸疗温度，配以8吋彩色液晶触摸显示屏
[3-4]
，

方便灸疗温度和时间设定和操作，为灸疗治病的标准化、

规范化和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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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试制完成第一代DZWJY-1型电子温灸仪

样机，经初步试验，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和超过设计要

求。样机已通过上海市医疗器械检测所检测，各项安全

性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检测报告号：国医检 (设 )字

ZC2015第304号)，电磁兼容性检测也已经通过(检测报

告号：国医检(磁)字ZC2015第305号)。并已开展以“膝

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为研究对象”的临床试验(伦理审查

批准号：2015伦理审查035号)，即采用多中心、多样本、

随机、对照的研究方法，客观评价电子灸疗仪治疗膝骨

关节炎临床疗效，并与疗效较为肯定的传统艾灸治疗进

行对比研究，为批量生产产业化作准备。另外2014年11

月，DZWJY-1型电子温灸仪参加了上海市工业博览会上

海中医药大学展台的展出，受到参观者的关注。目前，

上海市场没有类似的同类产品销售。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适用对象  在内科，艾条灸、艾炷灸的应用频次

是最高的，并以面瘫、癃闭、泄泻、不寐临床内科病种

应用频次较多。在外科，温针灸和温灸器灸的应用频次

最高，病种以腰腿痛、颈椎病、痹症临床应用频次较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艾炷灸在儿科中的疗效是最好的，由

于小儿是“稚阴稚阳之体”，发病容易，传变迅速，脏

气清灵，易趋康复，所以这台“无污染”的仪器尤其适

合临床儿科疾病康复治疗
[5]
。在一些特殊疾病治疗康复

中，艾灸也有相当好的作用。例如，使用艾条灸熏带状

疱疹局部，能充分调动皮部的御邪抗病之力，以祛病毒

而使病愈
[6]
；在压疮创面上施灸，可达到活血化瘀、温

通气血、疏通经络、消瘀散结的目的，使压疮创面干燥，

促进创面愈合
[7]
；艾灸对运动性疲劳的防治历史悠久，

疗效确切，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心肌细胞凋亡，起到防

治疲劳的作用
[8-9]
；灸法能通过调脂、抗炎等机制发挥良

好的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1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具有发

病率高、病死率高、致残率高、疾病负担重的特点，灸

法是一种治疗、预防其急性加重的方法，具有简、便、

效、廉的特点
[11]
；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为临床脊髓

损伤后最常见的症状，灸关元穴、气海穴、中极穴等可

以补元气，增强膀胱的气化功能
[12]
；弱视已成为小儿眼

科常见疾病，灸疗法对于弱视的治疗效果优于传统疗法

且治愈率高
[13]
。目前西医对亚健康阳虚人群调治尚缺乏

理想的治疗方法，而艾灸可有效改善亚健康阳虚证症

状，全面提高健康生活质量
[14]
。总之，古人云：“针所

不为，灸之所宜”。相信本仪器的研发成功，将显著拓

展和优化艾灸的临床康复治疗作用。 

1.2  方法 

1.2.1  DZWJY-1型温灸仪设计  DZWJY-1型温灸仪产

品包括8枚灸疗片及用导线相连的电子温度控制器，见

图1-7。 

灸疗头：由3层组成，上层ABS工程塑料保护罩，

内有温度传感器，可对灸疗片的温度进行精细控制；中

层发热陶瓷片，通电后产热传给下层红外辐射片；下层

红外辐射片受热后发射红外光谱，对穴位起着温热通经

的治疗效果。 

温度传感器有2个：传感器1感受的温度超过设定温度

时，其电阻增大，使电流变小，温度下降；当温度降低到

设定值以下时恢复正常。传感器2的作用是当传感器1失

效，造成最高温度超过60 ℃时能自动动作，切断电源。 

电子温度控制器：包括电源适配器、触摸液晶显示

屏、单片机、控制电路和保护电路及导线组成闭环控制

环节，以及8个输出端口，可实现同时多个穴位的灸疗

处方治疗。 

电子温度控制器中的单片机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技术将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微处理器(CPU)、存储器

(含程序存储器ROM和数据存储器RAM)、输入、输出接

口电路(I/O接口)集成在同一块芯片上，构成一个既小巧

又很完善的计算机硬件系统，在单片机程序的控制下能

准确、迅速、高效地完成程序设计者事先规定实时恒温

控制的任务。即温度设定范围35-55 ℃，其温度的波动

性、均匀性、控温误差和显示误差都小于2 ℃。 

 

 

 

 

 

 

 

 

 

 

 

 

 

 

 

 

图 2  STC15F2K60S2 单片机系统框图 

Figure 2  Block diagram of the STC15F2K60S2 

microcomputer system 

图 1  灸疗头剖面图 

Figure 1  The profile of the moxibustion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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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吋彩色液晶触摸显示屏操作界面直观显示设定的

温度和灸疗头实时显示温度，并可在灸疗过程中对各个

灸疗头温度进行调整。时间设定后，灸疗开始即倒计时，

直至灸疗结束自动停止。 

进入设置界面后，可对治疗温度和时间、灸疗头实

测温度校正、本机时钟设定以及中英文设定进行设置。 

连接导线：DZWJY-1型电子温灸仪根据实际需要设

置8个输出端口，输出端口通过连接导线与灸疗头引出

的3.5五芯软线插头相连。实际使用时，为防止灸疗头

掉落地上，先将灸疗头用医用粘贴片固定在穴位上，再

将插头与连接导线相连，开启电源进行灸疗。 

1.2.2  特点和主要技术参数  DZWJY-1型电子温灸仪是

采用现代红外材料模拟传统艾灸温热和红外辐射作用，结

合现代微电子精细控温技术和液晶显示屏触摸操作系统

而研制的产品，具有操作简便、直观，升温快、控温精确，

稳定性好的优点，辅以艾草精油涂布穴位，能很好模拟传

统艾灸疗法，是一种理想的取代传统艾灸的医疗器械。 

DZWJY-1型电子温灸仪特点：①安全：DZWJY-1

型电子温灸仪每个输出端最大电压≤ 3.5 V，电流≤ 

0.3 A，功率约1.0 W。在设计上，满足《IEC60601医用

电气设备安全通用要求》，且电子温度控制器每个输出

端口都具有短路保护措施。温度设定范围35-55 ℃，其

温度的波动性、均匀性、控温误差和显示误差都小于2 ℃，

以保证患者的安全性；②有效：红外辐射片产生与艾灸

相似的远红外辐射。用红外光谱仪测定60 ℃时灸疗头A

的光谱和波峰，显示远红外辐射片发射的远红外光谱为

8-14 µm，波峰在9-12 µm，与人体穴位光谱接近，见

图8。在穴位涂抹艾草精油，或放置1片艾草精油纸片，

图 3  温灸仪温度闭环控制系统方框图 

Figure 3  Block diagram of the closed loop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图 4  触摸液晶显示屏 DGUS架构 

Figure 4  DGUS architecture of the touch liquid crystal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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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软件功能结构图 

Figure 5  Structure diagram of software function 

图 6  系统原理框图

Figure 6  Block 

diagram showing the 

system principle 

图 7  ZWJY-1型电子

温灸仪 

Figure 7  DZWJ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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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本灸疗头固定在穴位上进行温热治疗以增强疗效；

③无体位限制：治疗时根据灸疗的穴位位置和需要，灸

疗头用医用粘贴片或尼龙搭扣固定在1个或多个穴位

上，不会移动或脱落，无体位限制；④无烟雾和灰烬产

生：此电子温灸仪在使用中不燃烧产生烟雾和灰烬，因

而不会对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呼吸系统产生不利影响，也

不会引起火灾。特别适合小儿艾灸治疗；⑤可同时多穴

位治疗：用医用粘贴片粘贴或尼龙搭扣固定等方法，轻

松将多个灸疗头固定到多个穴位上进行“艾灸处方”

治疗。本研究可用于中医儿科上。用传统艾灸治疗小儿

科一些疾病时，小孩往往不能很好地与医生配合；用本

电子温灸仪由于没有明火，不会引起烫伤，无体位限制

且艾灸片固定牢靠，加上可同时多穴位治疗，可扩大灸

疗在儿科的应用范围，增加了治疗疾病的方法；⑥温度

控制及调节具有以下2个特点：产品出厂前可对红外温

灸装置的每一个灸疗头温度进行校正，以保证灸疗头实

际温度与显示温度一致；灸疗时可对红外温灸装置的每

一个灸疗头进行温度调节和控制。在临床实践中不同人

群的皮肤(例如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儿童)、人体的不同

部位皮肤(例如背部皮肤四肢内侧皮肤)对温度敏感性是

不同的，如统一用同一温度进行灸疗，有的穴位可能会

感受温度过高(灼伤)，有的穴位感到温度不足(疗效降

低)。本装置可对每一个灸疗头进行精确的温度调节和控

制，是创新点之一，而其他类似产品无此功能；⑦此仪

器是按经络学说设计完成的治疗仪：此仪器是一种根据

经络学说治疗方案而设计完成的治疗仪。它模拟了传统

艾灸对穴位的温热、红外辐射和艾草的药理作用。在使

用时，可在穴位上放置艾草精油纸片，通过加温使艾草

精油进入穴位，使疗效更明显。由此拓展了该红外温灸

装置的治疗功能，例如很多中药精油，如红花油、薄荷

油、玫瑰油等对某些疾病具有独特的治疗效果，在临床

应用中可配制一些中药精油，可让使用医生根据病人病

情的需要做出更多治疗方案的选择。 

 

 

 

 

 

 

 

 

 

主要技术参数：灸疗头温度35-55 ℃可调，调节精

度0.1 ℃；各灸疗头微调，35-55 ℃可调，调节精度0.1 ℃；

灸疗面积φ16 mm/每个灸疗头；红外辐射片远红外光

谱，8-14 μm，波峰在9-12 μm；灸疗时间调节，1-99 min，

倒计时功能；超温报警，灸疗头温度超过58 ℃，蜂鸣

声报警，同时切断该路电路；输出通道，8路；实测温

度校正功能，8路输出通道的实测温度均可独立校正；

输入电压220 V交流电；输出电压3.5 V直流电；最大功

率45 W；触摸彩色显示屏尺寸8吋；触摸彩色显示屏分

辨率，800×600象素；本机质量2 kg。 

 

2  应用前景  Application prospects  

现代医学对艾灸疗法的研究表明，艾灸主要是通过

艾条燃烧产生特定红外光谱和波长的热辐射温热刺激

作用和艾条中挥发性精油等的药理作用而达到治疗效

果的。艾灸疗法是通过对不同患者的辨证论治，根据经

络理论选穴施治的。 

针对现有的传统艾灸治疗过程达不到标准化，治疗

时患者体位受限制，治疗中会产生“烟”和“灰”的污

染等缺陷，作者研制了此电子温灸仪，为实现了灸疗的

安全化和环保效果，灸疗治病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现代

化创造了条件。此温灸仪可用以代替或部分代替传统艾

灸疗法。由于本产品的优点易于被医护人员和患者接

受，取代传统艾灸疗法，产品成型投产后，通过产品推

介会、营销网络等推向国内外市场。在第一代产品的基础

上，将开发第二、三代新产品，以便满足不同医疗机构和

不同人群应用需要
[15-16]
。例如，将温灸与温针、温灸与电

针结合起来组成复合医疗器械，方便临床医生的操作。 

温灸仪进入家庭也将是发展趋势。中国现在已进入老

年社会，老年人的慢性疾病逐渐增多。老年人在掌握基本

的穴位治疗后，可在家里用家用型温灸仪进行治疗。中医

养生疗法也大多用艾灸，用家用型温灸仪会受到欢迎，预

计产品的市场容量很大。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许多大医

院已经广泛使用电子病历
[17-18]
。在温灸仪上增加与中医电

子病历连接的输出端口，直接将灸疗的穴位、温度、时间

等过程完整、准确地记录在电子病历中
[19-22]
。 

另外，在艾灸疗法研究中，常用动物模型在动物身

上施灸，实验人员不仅费时费力，动物的不依从也造成

了实验结果的不准确。用电子温灸仪的灸疗头固定在动

物穴位上，温度、时间都可得到精确控制，保证实验过

程的准确性。例如以动物实验的应用拓展为例，建立兔

白细胞减少症动物模型，通过设立空白组、模型组、利

图 8  红外辐射片在 60 ℃时的辐射光谱 

Figure 8  The radiation spectrum of infrared radiation chip at 

60 ℃ 

红外辐射片

合谷 

背景 能
量

(V
) 

波长(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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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生组、电子温灸仪治疗组和传统艾灸治疗组，在治疗的

前、中、后期，采集不同动物模型各层次相关的生物检测

指标数据，通过抽取、转换、加载后，建立‘多源’数据

仓库；对电子温灸仪3种可能的治疗机制(温热、红外、艾

油)进行拆分试验，从对兔白细胞减少症模型的疗效观察

单个因素的作用，解释艾灸疗法的机制(效应机制)；运用

数据挖掘、信息融合和现代智能优化算法等生物医学知识

整合技术，能够获取隐含于数据内部的、与动物模型自身

条件之间诸多隐性多源关联等知识，为把握电子温灸仪在

防病、治病的“有效性、优效性、特异性”之深层次奥秘，

创新、发展艾灸新疗法作出新的贡献，为“精确医学”在

临床针灸治疗疾病的突破和进步创造条件；对所获取的数

据进行全面和科学的分析、研究与整合，挖掘出传统艾灸

疗法和电子温灸仪对兔白细胞减少症模型的疗效模式和

最优化模型以及效应机制，评估电子温灸仪在动物实验和

临床应用、创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况且，除目前在针灸

科以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为研究对象的临床应用外，将

选择康复科、理疗科等科室之“适宜的疾病”(例如正在

采用传统艾灸与电子灸疗仪对“女学生痛经”进行治疗和

比较治疗的“有效性”研究)进行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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