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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俞 ，此八者，以泻四支之热也；五脏俞旁五，此十者，以泻五脏之

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也；云门、 骨 肩髃 、委中、髓空 横骨或说

热也。”即肺俞旁之魄户，心俞旁之神堂，肝俞旁之魂门，脾俞旁的

个腧穴，而且意舍，肾俞旁的志室。以上不仅指出治疗热病的

热病》也有五十九刺，腧穴与此略有差

说明其治疗作用，可认为是针刺治疗热病的大型处方，对后世临床

治疗，提供了范例。《灵枢

异，但意义相同，故从略。

《灵枢 五邪》详述邪在五胜的针刺治法。其中如“邪在肝，则

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取之行间，以引胁

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 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指

风门 ，此八者，以泻胸中之热也；气街、三里、巨虚上下廉，盆、背俞

、缺中府经头临泣、目窗、正营、承灵、脑空。又说：“大杼、膺俞

后顶；向外为足太阳经五处、承光、通天、络却、玉枕；最外为足少阳

穴，共 穴，即中行督脉的上星、囟会、前顶、百会、共五行，每行

行行五者，以越诸阳之热逆也。”头上五行指督脉在中，两旁各两行

水热穴论》对治疗热病作了具体的论述，谓“头上五十九刺，《素问

刺热》篇有热病五书时期即已形成，并有较完整的记载。如《素问

第一节　　针灸治法与处方的起源

针灸治法与处方之名，虽出于现代，但究其实际，远在《内经》成

总 论

第一章　　针灸治法与处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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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俞 以手，背三节五脏之旁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卷晋

云门、中府

出病邪在肝影响胃腑，兼有瘀血的治法，不仅明确处方用穴，而且

解释了处方意义。又“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咳

动肩背，取之膺中外俞

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指出了外邪伤肺，引起

寒热咳嗽等肺卫失宣的治法处方，是临床常用之法。

所列 篇，详述了内、外、

妇、儿各科几十种病症的治法和处方，同一病症，常列有各种不同

处方，细加推敲，均具有深意，体现了针灸的辨证取穴处方，惜乎至

今未获深入的阐发，至为可惜。

以后医书，以治法处方命名者，亦不乏其例。如治疗癫狂病症

者，有十三鬼穴方。《千金方》谓：扁鹊曰百邪为病者，针有十三鬼

、鬼信

、鬼床

男子阴下缝、女子玉门头

等。由于古人迷信鬼神以鬼名穴，原不足取，但这些腧穴，

均为治疗精神病的有效之穴，本方集其大成，临床确有实效，目前

多常应用。

《针灸聚英》载有回阳九针法，具体腧穴为哑门、劳宫、三阴交、

涌泉、太溪、中脘、环跳、足三里、合谷等，临床用于治疗晕厥，肢冷

脉伏，口噤不开，不能言语，阳气欲脱之症，方中收集许多救急腧

穴，为目前所采用。

此外古人为了学者便于诵读和记忆，常用歌赋形式，介绍针

治法和处方，如《百症赋》、《玉龙歌》、《肘后歌》、《杂病穴法歌》、《席

弘赋》等，不下数十篇，用简要的语言，介绍各种病症的配穴处方，

其中不少具有深义，切于实用，可认为小型处方。

现代所出全国教材《针灸学》治疗篇中，对所列病症，除介绍病

因病机外，列有治法、处方、方义等，更为针灸的治法和处方奠定了

基础。

穴，分别为鬼宫

路

堂

下中缝

申脉

上星

、鬼枕

、鬼藏

人中

风府

少商

颊车

、鬼垒

、鬼市

隐白

承浆

、鬼腿

、鬼心

、鬼窟

曲池

大陵

劳宫

舌

、鬼

、鬼

、鬼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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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针灸处方的组合

常为辅助之穴，《内

药物处方，有君臣佐使之分，并有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

之别。针灸处方，虽不同于药物，但在取穴配伍之中，亦有一定的

要求。例如古书中常有先针某穴，继针某穴，后取某穴的记载，细

译其义，凡先针者，均为主穴，继针或后针者，

经》中不少类此记述，可以参阅。今人则常用主穴、配穴之名，以示

其主次，主穴和配穴的构成，是根据下列情况决定的。

发病原因：即根据病因治疗为主，兼治其伴见症状为副。

例如感冒头痛，咳嗽，恶寒发热等是由外邪束于肺卫所致，治宜解

表，以合谷、外关等透表为主穴；兼取天突、尺泽等宣肺止咳为配

穴。又如腰连腿痛，病因往往为腰椎病变所引发，治疗以腰椎部腧

穴如肾俞、大肠俞等为主穴，适当配下肢腧穴为配穴，均为常用

之例。

发病机制：即根据发病机理的关系而确定主次。例如肝郁

气滞，横逆犯胃，以致胁肋胀痛，喛气呕逆，胃脘作痛，则以期门、行

间等为主穴以疏调肝气，取中脘、三里为配穴以和胃降逆。反之由

于胃气虚弱，肝气乘之，症见胃脘疼痛，引及两胁，纳少泛酸等，又

当以中脘、胃俞、三里为主穴以健脾胃，酌取阳陵泉、太冲为配穴以

调肝气。

病情缓急：即根据病情缓急轻重，决定治疗的主次。例如

慢性痢疾的治疗应以调补脾胃为主，而慢性期急性发作，腹痛下痢

重者，则应以清理大肠湿热为主，前者以脾俞、胃俞、足三里等为主

穴，后者则以天枢、上巨虚等为主穴，均应适当配合控制伴见症状

的配穴。又如慢性肝炎，一般取肝俞、脾俞、太冲等以调理肝脾为

主；在慢性过程中急性发作时，出现胁痛、纳呆甚至黄疸、发热等证

者，则以清理肝脾为主，取穴如期门、阳陵泉、阳纲等穴为主穴，佐

以调理脾胃之穴如足三里、三阴交为配穴。

总之，要根据上述各节，细加分析，决定治疗的主次，区分主穴

与配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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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选穴法与配穴法

针灸处方的选穴法和配穴法，古今医家积累很多经验，足资我

们取法，择要介绍如下。

一、选穴法

枢上病下取：《灵 终始》说：“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

头者取之足”；《肘后歌》有“头面之病针至阴”之说。临床对肝阳上

亢而致之头痛、晕眩等，以针泻太冲、行间等穴以平熄肝阳；其由阳

明风热上攻所致的头痛，则以针泻厉兑、内庭等穴，以清泻阳明，皆

为常用。

下病上取：《灵枢

经筋》篇，痛指病痛处或

终始》说：“病在下者，高取之。”即下部

的病症，取上部的腧穴。例如治疗脱肛、子宫脱垂等，取百会以升

提中阳之气，即是其例。

五常政大论》谓：“病在中旁取之。”即病中病旁取：《素问

在中部者，取其两旁的腧穴。例如腹痛、胃脘胀痛等病，取期门、章

门等穴者是。

以痛为腧：以痛为腧出自《灵枢

压痛处，即在病痛之局部或压痛点作为腧穴，以针刺之的方法，俗

称“阿是穴”或“天应穴”，为临床治疗肢体痛症所常用。

远道取穴：亦称远隔取穴。《灵枢 官针》谓：“远道刺者，病

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指出六腑病取用下肢合穴的方法。例如

大肠病取上巨虚、胃病取足三里等。后世则泛指头面胸腹等病，取

用四肢腧穴者，均归属于远道取穴的范畴。

局邻取穴：又称近部取穴。与远道取穴相对，指在病处或

其邻近部位取穴。《小品方》谓：“孔穴去病，有远近也，头病即灸头

穴，四肢病即灸四肢穴，心腹背胁亦然，是以病其处，即灸其穴，故

言有病者可灸，此为近取法也。”

取腧穴。《灵枢

循经取穴：即以经取之之法。根据发病部位所属经络，选

四时气》说：“按其所过之经以调之。”《医学入门》

说：“因各经之病而取各经之穴者，最为要诀。”《针灸问对 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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