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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针灸学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灸治疗具有简便、实用、疗效显著的特点，

通过适宜的刺激穴位作用，调整人体气血及自

身的愈病潜能而消除病痛，因此是一种自然、

绿色的疗法。

针灸治疗以经络穴位为根本，各种针法、

选穴等均通过经络穴位发挥作用。因此，掌握

经络穴位是应用针灸疗法的基础，能不能准确

选取穴位，直接关系到疗效的优劣。《太平圣

惠方》指出：“穴点以差讹，则治病全然纰缪。”

因此，历代针灸医家均十分重视对穴位位置的

选取。在我国的北宋天圣年间，为了规范针灸

取穴，曾经制作了三具铜人，并在铜人身上标

注标准的经络穴位，以供针灸教学和考试用，

这对规范穴位定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

是，其制作成本昂贵，不易普及。穴位图谱正

可以替代其作用，且以直观、轻便、便于查阅

的特点成为定位选穴的重要辅助手段。



唐代药王孙思邈曾说：“欲指取其穴，非

图莫可”，就是说要想准确地选取穴位，必须

有针灸图谱才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

已经能够绘制出精确的人体解剖图。本书正是

将经络穴位的体表定位与解剖学图谱相结合的

产物，使读者不仅能准确指取穴位的体表位置，

更可以掌握穴位表面与深层毗邻的解剖关系，

对全面了解经络穴位结构，准确选取经络穴位

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

对针灸疗法的普及和应用起到促进作用。

郭长青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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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穴位定位方法

常用的定位法，有骨度分寸法、体表标志

法、手指比量法和简易取穴法四种。

（一）骨度分寸法

骨度分寸法，古称“骨度法”，即以体表

骨节为主要标志折量周身各部的长度和宽度，

定出分寸，并依次作为定穴标准的方法。此法

最早见于《灵枢 · 骨度》。现代常用骨度分寸

是根据《灵枢 · 骨度》，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

经过修改和补充而来的。（表 1，图 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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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骨度分寸 - 正面

9 寸

3 寸

12 寸

8 寸

8 寸

12 寸

5 寸

9 寸

9 寸

18 寸

2 寸

16 寸13 寸
15 寸

19 寸

一、穴位定位方法



�

图 2　骨度分寸 -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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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表标志法

依据人体表面所具的特征的部位作为标

志，用来选取穴位的方法，称为体表标志法。

此法起源古远，最初定名的腧穴大多依此而选

取。可分为固定标志和活动标志两类。

1．固定标志法　固定标识法是以人体表

面固定不移，又有明显特征的部位作为取穴标

志的方法。如依据人的五官、毛发、爪甲、乳头、

脐窝及骨骼突起的凹陷、肌肉隆起等部位作为

取穴的标志。因此，这些穴位标志都是相对固

定的。现将体表主要的固定标志分部归纳列举

如下：

（1）头面部：前后发际、鼻根、鼻尖、鼻

孔、鼻翼、眉心、眉头、眉尾、内外眼角、瞳孔、

额、额角、颧、颧弓、颞、腮、口角、鼻唇沟、

下颌骨、下颌角、乳突、枕外隆凸、耳屏、耳轮、

对耳轮等。

（2）颈项部：喉结、舌骨、胸锁乳突肌、

斜方肌、锁骨、锁骨上窝、颈椎棘突等。

（3）胸腹部：胸骨剑突、肋骨、肋间隙、乳 

一、穴位定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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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脐窝、腹正中线、耻骨联合、耻骨、腹股沟等。

（4）背腰部：肩胛骨、脊椎棘突等。

（5）臀部：骶骨、尾骨、髂后上棘、髂嵴、

股骨大转子、臀横纹等。

（6）上肢部：肩峰、三角肌、肱二头肌、 

肱骨、腋前纹头、腋后纹头、肱骨内上髁、尺

骨鹰嘴、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拇长伸肌

腱与拇短伸肌腱、桡骨、桡骨茎突、尺骨、尺

骨茎突、腕横纹、豌豆骨、指掌关节部、指甲等。

（7）下肢部：股骨、股骨内上髁、长收肌、

缝匠肌、股四头肌、胫骨、胫骨内侧髁、髌骨、

腘横纹、腓骨、腓骨小头、腓肠肌、足外踝、

跟腱、跟骨、舟骨粗隆、第一跖骨小头、第五

跖骨粗隆、跖趾关节隆起部等。

2．活动标志法　活动标志法是依据人体

某局部活动后出现的隆起、凹陷、孔隙、皱纹

等作为取穴标志的方法。它是通过肌肉筋腱的

伸缩，关节的屈伸旋转及活动后皮肤皱起的纹

理等形成的标志。如耳门、听宫、听会等，当

张口时出现凹陷处取之；下关当闭口时凹陷处

取之。又如曲池必屈肘于横纹头取之；取阳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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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拇指翘起，当拇长、短伸肌腱之间的凹

陷中取之。因这些标志都是在活动状态下作为

取穴定位标志的，故称活动标志。

3．常用解剖标志的体表定位

第 2 肋：平胸骨角水平；锁骨下可触及的

肋骨即第 2 肋。

第 4 肋间隙：男性乳头平第 4 肋间隙。

第 7 颈椎棘突：颈后隆起最高且能随头旋

转而转动者为第 7 颈椎棘突。

第 2 胸椎棘突：直立，两手下垂时，两肩

胛骨上角连线与后正中线的交点。

第 3 胸椎棘突：直立，两手下垂时，两肩

胛冈内侧端连线与后正中线的交点。

第 7 胸椎棘突：直立，两手下垂时，两肩

胛骨下角的水平线与后正中线的交点。

第 12 胸椎棘突：直立，两手下垂时，横

平两肩胛骨下角与两髂棘最高点连线的中点。

第 4 腰椎棘突：两髂棘最高点连线与后正

中线的交点。

骶管裂孔：取尾骨上方左右的骶角，与两

骶角平齐的后正中线上。

一、穴位定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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