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乞功镇痛的实验研究

自练气功的镇痛研究
’

研究气功的功能对于探讨气功的本质与在

实践中有目的
、

有针对性地推广气功是有重要

意义的 从大量临床实践的观察来看
,

气功可

能有镇痛的生理功能 本实验的 目的在于从实

验镇痛角度去研究气功的镇痛作用

方 法

实验仪器
 

本实验所使用的测痛仪为弹簧

压力测痛器
,

最小压力为 ! 克
,

最 大 压 力 为

∀! ! !克

测痛部位
 

测定部位是右外关
、

左外关
、

右内关
、

左 内关

测定程序
 

练气功的病员在练功前先测定

右外关穴等四个部位的痛阂 在练 功 ∀! 分 钟

后
,

再测定这些部位的痛阂

实验对象
 

本实验的被试都是北京气功研

究会组织的气功站的病人 本实验所报告的是

高血压病人
、

心脏病人
、

癌症病人
、

肝病病人

与杂病病人 #即肾炎
、

神经衰弱等多种病人合

在一起简称杂病病人 ∃
,

共 % && 人

结 果

一
、

气功镇痛作用

∀ 高血压病人练功的镇痛结果如下
 

%∋ 人右外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
,

(! 克
,

练功中痛阂均数 为 %∋ ∀ ∋ ! 克
, ) 考验 ∗ + ! ! ∀ ,

差异很显著

% &人右内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 −& 克
,

练功中痛阂均数 为 . / “ 克
, ) 考验∗ + ! ! ∀ ,

差异很显著

% &人左外关练功前痛闭均数为 ∀ ∀ ∀ %! 克
,

练功中痛闭均数为 ∀−! !! 克
, ) 考验∗ + ! !∋

,

差异显著

% ∋人左内关练功前痛闭均数为 0 − (! 克
,

练功中痛闭均数为 ∀%0 &! 克
, )考验 ∗ + ! ! ∀ ,

差异很显著

% 心脏病病人练功的镇痛结果如下
 

− 0人右外关练功前痛闭均数为 ∀邓 ,, 克
,

练功中痛阂均数为 ∀& & 1, 克
, ) 考验刀+ ! ! ∀ ,

差异很显著

∋ (人右内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0 − (, 克
,

练功中痛闭均数为 ∀%! &! 克
, )考验 ∗ + ! ! ∀ ,

差异很显著

− 0人左外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 ∀0 ∋0 克
,

练功中痛阂均数为 ∀& − −0 克
, )考 验 ∗ + ! !∀

,

差异很显著

− 0人左内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 ( −0 克
,

练功中痛闭均数为 ∀−∀ ! % 克
, ) 考验 ∗ + ! ! ∀ ,

差异很显著

, 癌症病人练功的镇痛结果如下
 

∋ 0 人右外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 % ! 克
,

练功中痛阂均数为 ∀& − !1 克
, ) 考 验∗ + ! !∀

,

差异很显著

∋ 0人右内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 ! ! !克
,

练功中痛阂均数为 ∀%∋ 1& 克
, )考验夕+ ! !∀

,

差异很显著

∋ 0人左外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0 && 克
,

练功中痛阂均数 为 ∀−( ,∀ 克
,

) 考验∗ + ! ! ∀ ,

差异很显著

∋ 0 人左内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 1( 克
,

练功中痛阂均数为 ∀−& &0 克
, ) 考 验 ∗ + 2

·

! ∀ ,

差异很显著

− 肝病病人练功的镇痛结果如下
 

本工作得到北京气功研究会的大力支持
,

谨此致谢

确多 康志 1 卷 , 期



∀ 0人右外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0 ! ∋ , 克
,

练功中痛阂均数 为 ∀&( −% 克
, )考 验∗ + ! !∀

,

差异很显著

% ,人右内关练功前痛闭均数为 0 ! − , 克
,

练功中痛阂均数为 ∀%! −− 克
, )考 验∗ + ! ! ∀ ,

差异很显著

∀ 0人左外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0 − 1− 克
,

练功中痛闭均数为 ∀−& ,% 克
, )考 验∗ + ! ! ∀ ,

差异很显著

∀0 人左内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 ∀ & (克
,

练功中痛闭均数为 ∀−∋ 10 克
, ) 考 验∗ + ! ! ∀ ,

差异很显著

∋ 杂病病人练功的镇痛结果如下
 

0 &人右外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 % ∋克
,

练功中痛阂均数 为 ∀∋! −% 克
, ) 考 验∗ + ! ! ∀ ,

差异很显著

∀! 0人右内关练功前痛闭均数为0& ,, 克
,

练功中痛闭均数 为 . 3 ,∀ 克
, ) 考 验∗ + ! !∀

,

差异很显著

0 &人左外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 −& 克
,

练功中痛闭均数 为 ∀−0 (% 克
, )考验∗ + ! ! ∀ ,

差异很显著

0∋ 人左内关练功前痛阂均数为 00 (0 克
,

练功中痛阐均数为 ∀, % 1− 克
, ) 考 验∗ + ! ! ∀ ,

差异很显著

二
、

学会气功的时间与镇痛的关系
 

把准确记录下学会气功时间的被试分成四

组
 一个月及一个月以下的

、

一个月以上到三

个月
、

三个月以上到六个月
、

六个月以上 四

个组的人 数 分 别 为 −1 人
、

&, 人
、

% − 人
、

% ∀

人

练功时间长短与痛阂提高的关系结果列在

表 ∀ ,

痛阂差数的均数是每个人练功中的痛阑

减去练功前的痛阂的差数平均数
,

单位是克

三
、

镇痛的个体差异

练功中的痛阂与练功前的痛闭之差可分为

三类
,

即痛阂增加
、

痛闭减少
、

痛阂不变 高

血压
、

肝病
、

心脏病
、

癌病
、

杂病等五种病人的

右外关
、

右内关
、

左外关
、

左内关测痛点练功中

与练功前的痛阂变化的个体差异情况见表 %

表 ∀ 练功时间与痛阔差数均数的关系

淤硬⋯
右外关

右内关

左外关

左内关

一个月及
一月以下

一个月以上
及三个月

二

⋯
六个月以上

,1 ! % − % % % 0 % ( &

∀( 1 % % & (, ∋ − %0

∀− !−

∀∋ ∋ ,

, ! ∀&

, − 1 &

−−−1 ! (((

−−− ! ( ,,,

−−− , 1 ∋∋∋

−−− 1 0 %%%

( ∋ % −

& 1 ∀−

表 % 气功镇痛的个体差异

痛闭减少 痛闹不变 总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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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人共 !∗! 个测痛点
,

痛阂提高的

占) #
+

∋ ! ,
,

痛闭不变的占#
+

−∋ ,
,

痛阂减少的

占!∋
+

# ) ,
+

肝病病人共#∗ 个测痛点
,

痛阂提 高 的 占

# ∋
+

,
,

痛阂不变的占 ∃
+

∗ ,
,

痛阂减少的占

! !
+

∋ ,
+

心脏病人共 ∋ ∗ 个测痛点
,

痛闭提高的占

∃)
+

 ∋ ,
,

痛阂不变的占∃
+

 ) ,
,

痛闽减少的占

∋ )
+

 ! ,
+

癌症病人共 ∋  ∃ 个测痛点
,

痛阂提高的占

)!
+

!− ,
,

痛阂不变的占)
+

∃∋ ,
,

痛闭减少的占

∋ !
+

! − ,
+

杂病病人共  −∃ 个测痛点
,

痛阂提高的占

) ∋
+

& − ,
,

痛闭不变的 占∃
+

 ∋ ,
,

痛闭减少的占

∋ !
+

∋ !,
+

讨 论

!
+

自练气功具有镇痛作用
+

本实验被试无论高血压病人
,

还是心脏病

) 卷  期 确努 余志



病人
、

癌症病人
、

肝病病人
、

杂病病人
,

他们

自练气功
,

都明显地提高痛阂
,

在统计学考验

上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本实验的测痛部位为左

右外关
、

左右内关
,

这四部位的痛阂提高都很

显著

% 练功时间越长
,

痛闭提高越大

本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

练功时间越长
,

练

功中与练功前痛阂之差的均数越大
,

它表示练

功时间越多
,

其镇痛效果也越好

, 自练气功的个体差异较大 从本实验

结果表 %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自练气功痛阂变

化显示出了较大的个体差异性 多数人痛阂提

高
,

少数人痛闭下降或不变

王极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张明武 #北京市气功研究会 ∃

9 精源气功外气的

镇痛研究

探索精源气功外气镇痛
,

对于研究精源气

功的生理效应与心理效应
,

治疗与防止疼痛都

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

方 法

使用的测痛仪是弹簧压力测痛器 最小压

力为 。克
,

最大压力为 ∀! !! 克

测痛部位
 

上肢
、

胸部
、

下肢各一点 上

肢的测痛点相当于左外关部位 胸部的测痛点

为胸骨上缘正中点 下肢的测痛点是左外跺上

∋ 厘米处

实验程序
 

被试者在接受黄瑞森气功师的

外气前
,

先分别测定三个部位的痛闭 黄瑞森

在发功 ∀! 分钟时
,

再测定被试者三个部位的痛

阂 在发功停止后∀! 分钟又测定被试者三个部

位的痛阂

结 果

被试者−∀ 例 实验的主要结果如下
 

喃盛 康吞 1卷 , 期

∀ 发功前上肢部位痛阂平均值 为 (& , −

克
,

发功中为 ∀−( & , 克
,

气功外气使痛 阂 提

高1% !, :
,

两均数的 )考验 ;+ ! ! ! ∀ ,

差异极

其显著

% 发功前胸部测 痛点 痛 阂 平 均 值 为

( & & ∀克
,

发功中为 ∀− % 0 ,克
,

痛阂提高& & 0 ∋ :
,

两均数的 ) 考验尸+ ! ! !∀
,

差异极其显 著

, 发功前下肢部位痛阂平均值 为 0 % & ∋

克
,

发功中为 ∀1 ∋ 克
,

痛闭提高(∀ ( % :
,

两均

数的 )考验∗ + ! ! ! ∀ ,

差异极其显著

− 发功前上肢
、

胸部
、

下肢三部位之和

的痛闭均值为 (0 , − 克
,

发功中为 ∀∋∋ ,, 克
,

两均数的 ) 考验夕+ ! ! ! ∀ ,

差异极其显 著

∋ 发功前上肢部位的痛闭平均值与发功

停止后 ∀! 分钟的痛阂均数的 ) 考验 ∗ + ! ! ! ∀ ,

差异极其显著

& 发功前胸部痛阂平均值与发功停止后

∀!分钟的痛阂均数的 ) 考验夕+ ! ! ! ∀ ,

差 异极

其显著

1 发功前下肢部位的痛阂均数与发功停

止后 ∀! 分钟的痛闭均数的 < 考验 ∗ + ! ! ! ∀ ,

差

异极其显著

( 发功前上肢
、

胸部
、

下肢三部位之和

的痛阂均值与发功停止后∀! 分钟痛阂均数的 )

考验∗ + ! ! ! ∀ ,

差异极其显著

讨 论

∀ 黄瑞森发放的精源气功外气
,

确有显

著的镇痛作用

% 精源气功外气的镇痛作用
,

具有全身

镇痛的特点

, 精源气功外气的镇痛作用有着显著的

后效应的特点

− 精源气功外气的镇痛具有镇痛不全的

特点
,

即痛觉迟钝但不消失

王极盛

黄瑞森

黄建鸣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 9 气功外气的

镇痛研究

表 % 气功外气镇痛的后效应
、

丽飞卜丈掣4⋯
才 值

显 著性 水 平

气功师所发放的外气
,

它是否具有镇痛作

用
,

这是本实验研究的目的

,
,

& − & 0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肢部肢上胸下

方 法

测痛器
 

弹簧压力测痛器
,

最小压力为零

克
,

最大压力为 ∀! !! 克

测痛部位
 

上肢
、

胸部
、

下肢各一点 上

肢的测痛点相当于左外关部位 胸部的测痛点

为胸骨上缘正中点 下肢的测痛点是在左外躁

上 ∋ 厘米处

实验程序
 

在气功师林厚省发放气功外气

之前
,

先分别测定被试者的三个部位的痛阂

在林厚省发功 ∀! 分钟时
,

再测定被试者三个部

位的痛阂 在发功停止 ∀! 分钟时又测定被试者

三个部位的痛阂

结 果

三者之和的均数 ∀ & , 1 &∀ ∗ + ! ! ! ∀

由表 % 可见
,

气功外气镇痛的后效应对上

肢
、

胸部
、

下肢及其三者之和均数都是很明显

的
,

在统计学上都达到了极其显著性水平

被试者 % 0 例 主要实验结果报告如下
 

林厚省气功外气的镇痛作用见表 ∀

表 ∀ 气功外气镇痛作用

功前痛阂

均 数

功中痛阂

均 数

提 高 的

百 分 数

功中与功

前均数的

) 考 验

∀ ∀0 & ∋克

0 !
,

& 0克

∀% , ∀!克

∀& 0
,

& &克

∀, ( % (克

∀1 % 1& 克

− ∀ 1 (拓

∋ % − 1男

−! , ,多

;+ ! ! ! ∀

∗+ ! ! ! ∀

;+ ! !! ∀

厨馨到
, , ‘

·

‘∋克 %& ! %,克 ∀ − − ∀&书 5 ∗+ ! !! ∀

讨 论

∀ 被试获得气感 气功师是在被试背后

约 % 尺远距离用双手发放外气 尽管气功师并

没接触被试身体
,

可是
,

被试却获得气感 多

数被试感到背部发热
,

甚至腰部
、

上肢
、

下肢
、

全身也发热
多 也有的被试感到背部 有 重 压 感

等

% 气功外气镇痛存在个体差异 大多数

被试的痛闭显著提高
,

但也有的被试的痛阂基

本无变化
,

有的被试痛阂下降

, 本实验结果表明
,

气功外气对上肢
、

胸部
、

下肢及其三者之和均数的镇痛作用是明

显的
,

在统计学上有着显著性意义 气功外气镇

痛是通过什么途径进行的 = 暗示因素在此中是

杏起作用 = 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

− 气功外气镇痛如同针刺镇痛一样
,

都

具有镇痛不全的特点
,

即没能达到使痛阂消失

∋ 气功外气镇痛具明显后效应的特点

王极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林厚省 #上海中医研究所∃

由表 ∀ 可见
,

气功外气对上肢
、

胸部
、

下

肚及其三者之和均有显著的镇痛作用
,

在统计

考验上都分别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

气功外气镇痛的后效应即发动停止后仍具

有镇痛作用
,

见表 %

‘ ∀, −
1 卷 6期 确多 余吞



> 气功信息仪的

镇痛研究

气功信息治疗仪是否具有镇痛作用 = 它与

气功师发功的镇痛效果是否有着明显的差别 =

这就是本实验所要探索的主要问题

方 法

测痛器
、

测痛部位与实验程序均与前文相

同

本实验采用的气功信息治疗仪是模拟林厚

省发放的气功信息 气功信息治疗仪的刺激端

接触被试的体表
,

例如颈部 为了与气功师发

放的外气的镇痛作用比较
,

本实验的被试都同

时接受过气功师林厚省发放的外气

结 果

气功信息治疗仪的镇痛作用
,

见表 ∀

表 ∀ 气功信息治疗仪的镇痛作用

均数都有极其的显著性

气功信息治疗仪镇痛后效应见表 %

由表 % 可以看 出
,

气功信息治疗仪镇痛后

效应对人体的上肢
、

胸部
、

下肢及其三者之和

的均数都有显著性

气功治疗仪与气功师发放外气的镇痛比较

见表 , ,

这是同体实验
,

被试 ∀&人的结果

表 , 气功治疗仪的镇痛作用与气功

师发放外气镇痛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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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可以看出
,

气功治疗仪与气功师发

放的外气
,

无论镇痛效应与镇痛后效应
,

都没

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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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以看出
,

气功信息治疗仪镇痛作

用对人体的上肢
、

胸部
、

下肢及其三者之和的

表 % 气功信息治疗仪的镇痛后效应

显 著 性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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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 被试获得气感 被试接受气功信息洽

疗仪的刺激端部位
,

都有气感
,

例如颈部发热
,

有的被试在气功信息治疗仪停止刺激后
,

颈部

还在发热

% 气功信息治疗仪对人体有着显著性镇

痛作用 它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 气功治疗仪的镇痛作用具有后效应的

特点

− 气功治疗仪的镇痛具有镇痛不全的特

点

∋ 气功治疗仪与气功师发放外气的镇痛

效果没有显著的差异 气功治疗仪可以代替气
功师发放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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