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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主要明顯症狀 

發燒 

喉嚨痛、流鼻水 

呼吸困難 

心悸、心律不整 

五官知覺喪失 

腸道水瀉 

無力 

心肌炎 

 



新冠肺炎病毒攻擊人體的部位 

 

 

自主神經系統 

 隨意肌以外的非隨意肌相關所有的器官組織 
 

交感神經系統、副交感神經系統和腸神經系統 

所支配的器官組織 

 

 

 

 

 



首先受影響的人體重要系統 

人體自動產生能量的動力供應系統 
 

三焦 
心主別脈 



三焦， 
心主別脈 

與其間的聯繫 

2021/10/2 



三焦-表部的腑 

上焦(宗氣)： 

呼吸中樞的調節系統，掌管

呼吸，作用在橫膈膜。偕同

呼吸運動的人體結構從鼻腔、

氣管、肺臟、橫膈膜。肺臟

從呼吸道自體外吸入氧氣，

再經呼吸道排出二氧化碳。 

中焦(營氣)： 

胃的排空及幽門幫浦調節系統，促使消

化道的運動，主要作用在胃中脘。消化

運動從口腔攝食、胃、大腸、小腸的生

化作用，營養溶於血液進入心臟循環系

統於人體吸收。不能消化吸收的廢物廢

氣從肛門排出。 

下焦(衛氣)： 

腎元的過濾、排尿及衡定調節系統，

主要作用在腎元。腎元過濾血液、

排除廢物，淨化的血液從靜脈回到

心臟循環系統，濾液變成尿液儲存

於膀胱等待從尿道排出。 

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歷經於五臟六腑。 



心主別脈-裏部的臟 

心主別脈： 

心臟的電生理傳導系統，作用在心肌細胞上，

產生心搏律動自成一個體系，又和心臟臟體本

身緊密結合成為一體，是心臟的核心動力部分。 

肝(木) 

心(火) 

肺(金) 

脾(土) 

腎(水) 

心包絡包裹著心臟、操縱心臟心肌的搏動和節律、推動全身氣
血循環、左右人體動力中樞、影響心跳快慢均勻、控制心思、
情緒、意識，也同時受心思、情緒、意識的影響，讓心搏律動
產生變化。 

心主別脈絡五行的臟 



三焦與心主別脈的聯繫 

氣         血 

表  裏 

腑  臟 

三焦、心主別脈代表著人體兩套自動動力系統，主宰生命運行的推進力。前者以上、中、下分支系統分別負責與人

體外界溝通，以取得氧氣、營養和排除廢棄物；後者和心緊密結合，成為心血管循環自發動力的核心。兩套系統互

相連繫影響，成為動力的迴路－一主掌氣、一主掌血 

三焦是屬於表部的「腑」，支援內部心主別脈的「臟」，自上自外取得資源提供物質，在身體中心位置轉化成氧氣

及營養素，往下向外過濾排除廢物。讓在內的心包絡自始至終一生不停不輟，自動啟發電位搏動，讓心臟收縮排出

血液進入循環系統，將三焦的功能成果：供應氧氣、營養素、排除廢物等支持各組織器官。正好是一表一裏，相互

協調合作運行，完美地執行身體生理功能的運行。 

 



新冠肺炎症狀（後遺症）的治療 
上焦與心主別脈 

相關症狀：高燒；呼吸窘迫次數>60/min ；心跳>120/min、不規則、漏跳、強弱交錯；

臉色紅腫有油光；五官感知力遲鈍；肢體活動減低；精神滯悶恍惚；語速慢問、是不是

要死了。 

原因：呼吸系統當機及頸椎的神經傳導和調節功能。胸廓喪失運動擴張和收縮的功能，

無法充分擴張心、肺活動的空間以產生有效能的呼吸和心跳的生理運作，也就是無法輸

出足夠的含養血致使人體呈休克狀態。 

急救：重新啟動呼吸系統。穴道刺激、降溫、增加氣能、活化各停滯的器官組織及其生

理運作功能，重建頸椎的神經傳導和調節功能，並同時活化各受阻停滯的器官組織及其

應有的預防措施。 

輔助：氧氣、輸液、退燒藥 

 

 



上焦最重要急救穴 



新冠肺炎症狀（後遺症）的治療 
中焦與心主別脈 

相關症狀：體溫37.7度；急喘，呼吸>40/min；心跳>120/min；頭暈、喉嚨痛、全身無力、手麻、

7日來首度有饑餓感、腹脹、水瀉、焦躁以及驚恐。 

原因：受病毒抑制的中焦腸胃功能因上焦心肺症狀緩解而顯現，引發腸胃發炎及、疼痛等病症的

反應明顯，並同時引起心肺急促和周身的不適。此肇因和上焦不同，故穴壓、導氣、拔罐治療的

部位和方法也不同。 

急救：重新啟動中焦腸胃系統。穴道刺激、增加氣能、活化腸胃生理運作功能。 

輔助：飲食控制 

 

 



中焦急救導氣 



中焦急救穴道及拔罐 



新冠肺炎病毒反覆攻擊人體自主神經系統 
 



新冠肺炎症狀（後遺症）的治療 
下焦與心主別脈 

相關症狀：頭痛、心悸及不規則跳動，尿量及次數均減少，雙腳明顯水腫；情緒低落，夜不安寧 

原因：下焦及腎臟的臨床症狀出現。 

治療：以穴壓導氣預防及治療下焦及腎臟的病變。 

輔助：服用利尿劑。 



下焦急救穴道及拔罐 



結論1 

1. 穴道偵測得知新冠肺炎病毒攻擊的是人體生命的自動運轉機制中的自

主神經系統。 

2. 其受損的起始位置在頸椎，所以傷害的不只是全身生理運作器官組織

間的合作協調，更殃及頭臉部各感官的功能和對精神情緒和心神的影響。 

3. 自主神經系統包括：交感神經系統、副交感神經系統，和腸神經系統，

影響範圍是均是人體自我功能調節運作的器官、組織、激素等等的項目，

所以症狀牽連全身且多樣多變，亦即是四肢隨意肌以外的非隨意肌相關

的內部臟腑，尤其以受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系統所控制影響的器官組

織，及其相關的激素分泌調節管控的功能，故新冠肺炎產生的症狀是遍

佈全身各式各樣的病變，包括五官和精神方面的症狀。 



結論2 

4. 新冠肺炎在臨床上首先表現的就是呼吸道的症狀：發燒、呼吸困難、心

跳加快，即受到攻擊的是人體自動產生能量三焦系統中的上焦呼吸系統。

人沒有氣就不能活，故影響最快和最激烈的便是這能量系統中上焦和其臟

腑關係的心主別脈，所以心跳加快、心律不整，全身陷入恐慌、無力的狀

態；故有快樂缺氧快速猝死的現象。其次，受到攻擊接著是中焦的消化能

量系統，以及最後受到攻擊的下焦人體恆定廢棄物過濾的系統—腎臟的病

變，順序如此，發生的時間可以瞬間同時出現，所以是立即致命的危險症

狀。 

5. 人體正常狀況下，是個自動運轉自行維持生命生長的運作機體，所依賴

的就是這人體自動產生能量的三焦系統，藉此人體就能以維持自動調節、

自動修護和自動生殖的功能，修補改善各項症狀，逐漸恢復健康。若未恢

復自動能量系統的運作及各種身心症狀的修護，後遺症必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