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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孙付付军军：：一一针针一一世世界界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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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头1毫米，代表一太
极；针柄 24 毫米，代表二
十四节气；针身150 毫米，
代表六经周流身体一昼夜的
时间……
  一根长长的毫针，对准
患者的疼痛靶点，或捻转，
或提插，一系列针刺手法作
用于靶点。此时，患者的脸
上会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表
情，酸麻胀的复杂感觉之
后，疼痛明显减轻，甚至不
少患者瞪大了眼睛，感受了
针灸的神奇。在山东省中医
药特色疗法挖掘整理推广
中，一项名叫靶点针推疗法
的技术脱颖而出，不仅因为
这项技术传承于著名中医针
灸学家臧郁文，更重要的是
因为一个推广人而造福了一
方百姓，这个人就是山东省
中医药研究院副研究员，山
东省中医药特色疗法项目靶
点针推疗法负责人孙付军。

靶点针推

  10 月 8 日晚，临沂市兰陵县代村，中医
药文化夜市上人挨着人，孙付军的“摊位”
前排了长长的等待就诊患者的队伍，他们来
自兰陵县各个乡镇。磨山镇大含山村70 岁的
村民陈跃华，因长期种地，早年就得了腰椎
间盘突出症，可是这两年愈发严重，已经压
迫到左腿神经，一走路就疼。“大爷，哪里
疼，给我指一下。”孙付军一边说一边拿来
酒精棉球，消毒后，助手递给他一根150毫米
的毫针，对准两个靶点，进行两次穿刺后，
孙付军问：“腿还疼吗？轻快多了吧，可以
在附近走走转转，感受一下。”此时，陈跃
华瞪大了眼睛，甩了甩左腿，有点儿不敢相
信，刚才走路还不敢用力的左腿，立刻变得
有了劲儿。“我是第一次针灸，太神奇
了。”陈跃华说。
  一晚上，孙付军的摊位前就没断过人，
直到深夜12 点半，他才回到宾馆休息。助手
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了 40 位患者的姓
名、住址和联系方式。
  让这40 位义诊体验者记住的不仅是孙付
军，还有靶点针推疗法。
  孙付军是靶点针推疗法第三代技术传承
人，师从运动医学专家王洪勋教授。靶点针
推疗法全称应激性损伤靶点针推疗法，最早
可追溯到我省著名中医孙承南和针灸学家臧
郁文教授。孙承南行医期间对软组织损伤有
独特见解，强调“以痛为腧”的理论。王洪
勋早年跟随孙承南和臧郁文学习针灸推拿技
术，并将针灸推拿技术应用于运动损伤的临
床及教学，对推动我省乃至全国的运动损伤
治疗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王洪勋结合现代解
剖学，删繁就简，创造性提出靶点针刺法，
选穴以痛点为主要依据，取穴简便，用穴较
少，损伤部位针对性强，一般三到五次即可
明显缓解甚至治愈。
  孙付军是中医科班出身，对中医的学习
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对慢性病的
治疗，中医具有很明显的独特优势。
  2002 年，孙付军进入山东省中医药研究
院药理研究室工作，偶然的机缘认识了王洪
勋教授，并得到了靶点针推的师承。从此，
一边作研究一边临床实践成为孙付军的日常

工作。
  “很多人对针灸不了解，不少人一看到
针就害怕。”孙付军说，针灸作为中国最传
统的中医诊疗方式，并不容易令人接受，但
是他没有灰心。“其实让老百姓接受也不
难，得看疗效。”孙付军下了很多功夫在靶
点针推的实际操作上，“必须让老百姓看到
疗效他们才会相信中医，选择中医，宣传中
医。”孙付军说。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孙付军一天也没
有休息，因为患者不断。有从广东赶来的，
有从江苏来的，也有来自全省各地的患者。
靶点针推的疗效说明这一技术经得起时间和
患者的检验。

义诊带教

  孙付军的生活节奏被打破是在2021 年。
“应激性损伤靶点针推疗法特色技术”成功
申报2021 年山东省中医药特色技术挖掘整理
项目。作为重点线下推广项目，线上签约医
疗机构392 家， 2183 名医疗技术人员报名参
加学习，这让孙付军感到既欣慰又意外，全
省有这么多医疗机构和医生愿意学习这项
技术。
  孙付军对报名的392家医疗机构进行了统
计，其中， 22 . 5% 为县、市级医疗机构，
87 . 5%为乡镇卫生院一级医疗机构，这说明基
层对中医诊疗技术的需求很旺盛。
  孙付军琢磨着，基层的机构和医生是最
需要掌握这项技术的，因为他们离患者最
近。乡亲们谁有个头疼脑热、跌打损伤或者
颈肩腰腿疼，家门口能解决最好。
  这就有一个问题，怎么把最先进的技术
传播到基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为此，孙付军回到家乡兰陵县进行了深
入调研。他发现，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年
龄、学历、职称结构不合理，严重制约基层
中医药发展。“比如，村卫生室医务人员老
龄化严重。”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兰
陵县具有中医执业资格人员（执业医师和助
理医师）有477 人，可全县人口146 . 2 万人，
按总人口比例，3000 余人中只有一名中医药
从业人员，力量不足且分布不均。
  但同时让他看到希望的是，中医药培训
需求很旺盛。“69 . 0% 的基层医务人员对中
医药技术有着非常强烈的学习意愿。”这个
数字让孙付军感受到了技术推广的空间和
动力。
  因此，孙付军的想法就是把技术下沉到
最基层，这也是现实需要。
  2023 年初，孙付军便开始了“传承”中
医技术之路。
  他以兰陵县为试点开始进行技术推广。
从济南到兰陵将近300公里，孙付军已经记不
清来来回回跑过多少趟，仅高速公路ETC过
路费一项支出就超过了 4000 元，全部都是
自费。
  孙付军发现，原来技术推广的培训模式
比较单一，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
吸收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能力比较有限，而
技术最重要的是临床实践，于是他提出义诊

带教。即通过到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进
行义诊，现场教学，
一方面解决了乡亲们
的病痛，一方面手把
手教给乡医们技术。
  于是，在兰陵县
经 常 看 到 这 样 的 场
景，孙付军在给患者
针灸，旁边围着一圈

学生，孙付军一边治病一边教学，更有实际
可操作性。
  “我们老师讲课很有意思，互动性很
强，经常让我们现场体验，我都全部录下视
频回家再反复观看、学习。”磨山镇卫生院
医生吴清青说，孙付军到医院进行义诊的时
候，她就把平时比较难处理的病号邀约过来
现场解决问题。
  今年 5 月 29 日，吴清青正式拜了师，
“自从跟着老师学习，进步很快，现在面对
疑难杂症也有信心了。”

开枝散叶

  如今在兰陵县，有234个村卫生室，都能
看到一面铜色牌匾，上面写着兰陵县中医药
特色技术——— “靶点针推疗法”推广站。
  在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和兰陵县卫生健康
局的支持下，靶点针推疗法在兰陵县开枝散
叶，造福百姓。
  “兰陵很特殊，也很需要像孙付军这样
的特色疗法传承人。”临沂市卫生健康委主
任赵西平说，因为兰陵很多人在山上搞种
植，所以腰腿疼痛等慢性病比较常见，而大
面积进行蔬菜大棚种植又容易导致风湿类、
关节疼痛等疾病，当地老百姓动不动就去县
城或者省城大医院就诊很不现实，能在家门
口看上病，15 分钟生活圈以内解决问题就很
有成效。
  如今，若有个头疼脑热或者腰腿肩颈
痛，兰陵当地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去村卫生
室扎几针或者开几服中药。
  10 月 9 日，全省中医药特色疗法挖掘整
理推广工作交流推进会议上，孙付军作为靶
点针推项目负责人进行发言，他总结了靶点
针推疗法在基层推广的经验和做法。
  他认为靶点针推疗法在兰陵县的推广打
破了原有的单纯技术培训班模式，创新开展
了义诊带教并构建技术推广三级平台模式。
即通过在县级设立技术推广中心，在卫生院
设立推广基地，在村卫生室设立特色技术推
广站三级平台，实现靶点针推疗法县域全
覆盖。
  “我们早晨8 点的课，孙老师从济南赶
过来，比我们还早到。”兰陵康美德康老年
病医院业务院长鲍印环说。
  孙付军还创新组织了“三级”培训架
构，即骨干师资班、师承班和基础班。骨干
师资班要求学员有二年以上针灸基础并具备
中医执业资格，可以义诊带教。师承班则要
求学员技术好、愿意义务传承且热爱中医。
基础班就是针对入门级的，从事相关医疗工
作、有意愿学习、没有基础或技术相对薄弱
的人员。
  “我是来自骨干培训班的学员，在课堂
上亲自体验了老师的靶点针推，一次就服
了！”吴清青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孙付军的培
训课，因为那几天连续伏案，颈椎病又犯
了，孙付军现场教学，在吴清青的脖子上扎
了两针，紧接着脖子就不疼了。“我也在现
场教学中悟到很多。”如今吴清青不仅在医
院里为患者治疗，而且向镇上其他村卫生室
进行智力输出，帮助他们掌握这门技术。

中医传承

  2005 年第十届全国运动会上，孙付军作
为山东省沙滩排球队的保健医生，圆满完成
了保健任务，山东省沙滩排球队也实现了首
次夺冠。孙付军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深切
体会到中医针灸在治疗运动损伤这样的应激
性疼痛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

  “中医绝对不是慢郎中，运动损伤要求
在极短时间内恢复运动员体能，这就要求快
速见效。”孙付军说。
  就这样，孙付军与我国第一批运动医学
工作者王洪勋不期而遇。由于都在长期研究
和实践运动损伤的针灸治疗，孙付军和王洪
勋一见面就有探讨不完的问题，孙付军也成
为王洪勋所收的第一位徒弟。巧合的是，王
洪勋的老师，中医针灸学家臧郁文教授曾经
是山东省针灸科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后来
该所并入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2021 年，山东省开展中医药特色疗法挖
掘整理推广工作，孙付军跑到王洪勋老师那
里商量，如何把三代人研究了一辈子的和运
动损伤治疗有关的技术系统整理和规范并进
行申报。经过反复研究斟酌，“靶点针推疗
法诊疗规范”最终形成。“这就把民间的中
医特色诊疗技术系统化、规范化了。”至今
说起这段经历，孙付军还觉得很自豪，为中
医传承干了点儿实事。
  孙付军也在思考基层的中医技术推广怎
么才能长效化。为了“留”住孙付军，也
为了让当地乡镇医生、村医们和孙付军
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师承关系，兰陵县卫
健局提出举行“拜师仪式”，孙付军
在当地正式收徒。
  今年5月29日，孙付军一身黑色中
式衣服，正襟危坐，35名身穿汉服的
学生一一鞠躬、敬茶。“有了师徒关
系，确实更好地调动了双方的积极
性。”如今，孙付军的微信里
多了几十个徒弟，这些徒
弟在兰陵当地天天用
靶点针推疗法给
老百姓治病，

师承班和骨干师资班的学生还像老师一样在
当地义诊。
  “关键是老师教的方法易懂、易学，感
觉进步很快。”吴清青已经有十年的针灸治
疗经验，但跟着孙付军学习后找到了窍门，
面对一些疑难病症也能找到治疗思路。“老
师不只讲针灸技术，而且从中医基础理论层
面给我们一个全面的提升。”吴清青说。
  “老师，我治了一个胃病的，一个头晕
的，两个高血压的，还有一个怕风吹怕冷
的，效果都很好。”孙付军经常收到学生从
村卫生室或者乡镇卫生院发来的信息，每当
看到学生用靶点针推疗法给老百姓解除病
痛，孙付军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兰陵王倩中
医诊所医生季相灵是一位旁听了孙付军培训
的村医，她回去后积极运用所学为百姓治
病，也想正式拜师。
  乡村医生们学习中医、运用中医的热情
也让孙付军很感动。孙付军每次回到兰陵都
会有学生们围着，再带上一批需要治疗的患
者现场请老师义诊带教，对此，孙付军总是
乐此不疲。
  “关键是政策越来越好了。”孙付军
说，山东省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散落民间的
中医特色诊疗技术的挖掘整理和推广，建立
了“ 1+16+N ”的推广体系，有组织、有
保障。
  这些年，除了带教和出诊，孙付军经常
到民间收集发掘中医特色技术。“很多民间
的特色诊疗技术面临失传，再不挖掘整理以
后可能就看不到了。”孙付军感到这件事很
紧迫。
  孙付军还在为中医科普而努力，记者采
访时他正在整理脑中风康复的中医诊疗指
南，用于教学和向中医爱好者进行普及。
  “中医是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传承下来
的宝贵根脉，老祖宗的好东西，我们要守
好，更好发扬好。”孙付军说。

孙付军（左一）在兰陵县兰陵镇卫生院义诊带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