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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调理脾胃是针灸治疗学的重要治法。本文从脾胃论的源流，脾胃的生理病理与针灸治疗

的关系、脾胃论治的主要穴位和手法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针灸脾胃理论及其在针灸临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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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医学的脏腑学说认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

源，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脏腑，有“脾胃

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有胃气则

生，无胃气则死”的说法。与人体的免疫防御机能有

关的卫气，也是由脾胃所化生，因而脾胃功能盛衰，

又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过去以

调理脾胃治疗疾病的论著，多偏向方药而言，在针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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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系统的论著不多，我们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体会

到，针灸以脾胃论治的适应范围颇广，疗效较佳，很

值得不断总结、深入研究并加以提高。

1 针灸脾胃论治的源流

历代医书、医家对此论述颇多，如《内经》指

出：“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

关节者也。”脾胃化生的营气、卫气、血液等精微物

质，要靠脾经和胃经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以

维持脏腑功能的正常，所谓“胃之所出气血者，经遂

也，经遂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太阴为之行气于

三阴，阳明为之行气于三阳。”然而针灸治疗的穴位，

正是分布于经脉上面，起着调节脏腑功能的作用，是

针灸通过调理脾胃治疗疾病的依据，所谓“十二原出

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脏，五脏有疾当取之十二原。”

“阴中之至阴脾也，其原出于太白。”因此《内经》

论述针灸治疗之篇幅很多，在全书162章中，除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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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医基本理论之外，涉及针灸治疗有88篇，。单就

提到要用胃经合穴足三里治疗的记载就有11篇之多，

治疗病种有胃脘痛、食不下、腹胀、呕吐、腹泻、痢

疾、心悸、小便不利、浮肿、胁痛、痿症、痹证、腰

痛等多种疾病，可见秦汉时期的医学对针灸以脾胃论

治的重要程度。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提出“若

要安、三里常不干”的艾灸胃经合穴，可以增强脾胃

功能，提高机体免疫防卸能力，使体质强壮，减少疾

病的方法，作为他的“五脏不足，调于胃”的具体措

施，丰富了针灸脾胃论治的内容。宋代王执中指出：

“人仰胃气为主，是人资胃气以生矣”，“血气未动者，

瘠甚而不害，血气既竭者，虽肥而死矣，则身文赢

瘦，若未足为人之害者，殊不知人之赢瘦，必其饮食

不进者也，饮食不进，则无以生荣卫，荣卫无以生，

则气血因之以衰，终必亡而已。”“脾不磨食不消，是

脾不壮食无白而消矣，既资胃气以生，又资脾以消

食，岂可脾胃一日不壮哉，必欲脾胃之壮。”并根据

他的经验提出“当灸脾胃俞等可也”。这就扩大了针

灸脾胃论治的经穴。到了金元时期，李东垣在他的

《脾胃论》中，详细阐述了脾胃在生理、病理、辨证、

防治疾病方面的重要意义，除了提出方药治疗方法

外，对针灸治疗也提出“胃虚则五脏六腑、十二经、

十五络、四肢皆不得营运之气，而百病生焉”、“三元

真气衰惫，皆由脾胃先虚而气不上行之所致”的指导

思想，并提出了以调理脾胃论治的针法。东垣针法的

特点是，强调针灸不能错取经穴，不能妄作补泻，以

免伤脾胃、损元气，因为“若错补四未之腧，错泻四

未之余，错泻者差尤其矣⋯⋯况取穴于天上，天上

者，人之背上五脏六腑之腧，岂有生者乎”，“若六淫

客邪及上热下寒，筋骨皮肉血脉之病，错取于胃合及

诸腹之募者必危”，主张用导气同精手法以治疗营卫

气血运行障碍所发生的疾病，通过导气手法，这种既

不补又不泻的良性刺激，以引导营卫气血归于平衡以

达到治疗的目的。东垣针法还强调针灸治病必求其

本，在脾胃论所举针法都有严格的审因、分经辨证之

法则，如癫痫发作，认为是“皆阳跷，阴跷，督，冲

四脉之邪上行，肾水不任煎熬，沸腾上行为之也。”

属“奇邪为病”，“当从督、冲、二跷四穴中奇邪之法

治之”；痿症是由于湿热化燥，病及阳明，阳明主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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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筋，宗筋失润，则下肢弛纵无力，不能活动而成蹙

痿，李氏不拘泥于“阳明虚”而用补虚针法，强调因

病制宜，因时制宜，灵活运用，故在痿症早期，汗多

不止大泄者，或汗不减不止者，仍主张在“三里，气

街以三棱针出血”或“三里穴下三寸上廉穴出血”，

以使荣卫调和，达到治疗目的。此外，李氏又将“阳

病治阴，阴病治阳”的理论灵活应用到针灸实践中，

他指出六淫客邪外人，皆在人之背上的脏腑俞，脏俞

为有余之病，应在背上脏腑俞穴除之；若病久传变，

有虚有实，各随病之传变，补泻不定，只治在背脏

腧；若由于下焦阴火旺盛，升逆于上焦心肺，致六阳

火邪亢盛，成为上热下寒，则应先刺其五脏血络，以

引导阴火下行，使上焦热退，下寒自消，这都属于从

阳引阴法；若因水谷寒热，饮食失节，劳役形质，而

致阴火乘于脾胃，使水谷精气无以上升滋养六腑之阳

气，伤及元气者，应取胃合足三里穴，用推而扬之的

手法以伸元气。如脾胃元气不足，针治就应取腹部的

六腑募穴；如病传五脏，出现九窍不通，应各取其腹

部的五腑募穴，这都属于从阴引阳针法。至此，针灸

以调理脾胃立法理论渐趋完善，治疗效果也不断提

高，尤其是对于各科慢性疾病，经用脾胃经的足三

里、三阴交等穴调理后多获生机，因而明清以后针灸

医家，在通过各自的实践体会后，均推崇东垣针法，

刊于各针灸名著中，如明代高武著的《针灸聚英》除

专设东垣针法一章外，并赞东垣针法“深得素问之旨

⋯⋯今于脾胃论中，表彰于此”；杨继洲在《针灸大

成》中专篇论述外，还分别在书中很多章节列举东垣

脾胃论治收效之法，对针灸疗法理论之发展，起了很

大的作用。近代在使用脾胃经的足三里、三阴交等穴

方面，除了作为消化系统疾病的主治经穴外，还广泛

用于治疗各科疾病。日本针灸医家更把足三里作为健

康灸法的主穴，针对各系统进行加减配穴，如心脏保

健加风门穴，全身衰弱加膏盲穴，脑及五官的保健加

曲池穴。也有把“灸足三里穴”称为“长生灸法”。

可见通过针灸调理脾胃以防治疾病方法，实为古今中

外所推崇。

2 脾胃的生理病理与针灸治疗的关系

脾为脏属里，胃为腑属表，二者相互配合是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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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吸收过程中的主要器官，是维持人体能量来源的

重要脏腑。若脾胃功能发生障碍，除了出现脾胃本身

的疾病以外，还会影响其他脏腑正常功能；其他脏腑

有病，也能影响脾胃的功能。因此，调理脾胃以提高

脾不健运——健脾益气——足三里，

。、，l中气下陷——补脾益气——足三里，

f垭uLl脾阳不足——温中健脾——足三里，
脾病2 。脾不统血——补脾摄血——足三里，

I一，r寒湿困脾——温中化湿——足三里，
“～o脾胃湿热——清利湿热——足三里，

胃病

2．2

2．2．1

针灸疗效，更显其重要意义。特将脾胃与各脏腑的生

理、病理及其与针灸治疗的关系用简表述如下：

2．1 脾胃本脏腑方面

脾俞，中脘。

三阴交，中脘，气海，长强，百会。

脾俞，胃俞，中脘，天枢，神阙，关元。

三阴交，血海，隐白，膈俞。

脾俞，胃俞，中脘，天枢，阴陵泉。

太冲，阳陵泉。

胃寒——温胃散寒——中脘，脾俞，足三里。

胃热——清泻胃火——足三里，阳陵泉，太冲，中脘，内关。

食滞——消食导滞——足三里，中脘。

胃阴虚——滋养胃阴——足三里，三阴交，内关。

脾胃与其它脏腑方面

／，卫气不足—斗腠理不固一表虚受邪一寒挚咳嗽
水谷精气不足< 士． ．

睥／／＼⋯一燃纂鼍器 嚣墨
； ．L—一足三里，脾俞，肺俞。
虚＼

＼ ／聚为痰饮一肺失宣降一咳嗽，气喘——健脾化痰
咏娜运≮溢于辟表／ 黟舶肺一舱

，品由 足三里，丰隆。水肿 肛一王，十性。

i

2．2．2 脾与肾

r脾虚 、 便溏 ．温脾 ．足三里，三阴交，肾俞。

胜泻 补肾 脾俞，关元，天枢。

不煦精血虚 l 脾肾阳虚(、 温阳 关元，水道，足三里，

能脾 I 、水肿一逐水一阴陵泉，肾俞，三阴交。
温阳 J| l 腰痛，阳痿，遗精 补肾 ．肾俞，三阴交L肾虚—-．月经病，不孕不育 益精 关元，气海，足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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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脾与心

2．2．4 脾与肝

脾

统摄无权

I 崩漏，紫斑， 补脾

虾船1蛳血1f

血液化源不足

心脾不足一面色无华
心悸怔忡]

失眠健忘J

食欲不振I

补益心脾

I
足三里，三阴交，神门。内关

足三里，血海，隐白，曲池，脾俞，胃俞。

嗳气满闷．腹痛泄泻

足三里．阳陵泉．中脘，太冲

，肝血不足一头晕目眩 补益肝脾＼

／ ＼ 视力模糊“ 足三里，三阴交，脾俞，肝俞，太冲。
。

血不养筋一四肢麻木
筋骨不舒＼足三里，三阴交，曲池，合谷。

3 脾胃论治的主要穴位和手法

3．1 穴位调理脾胃的穴位主要是脾经、胃经以及

脾胃的背俞穴和募穴。

3．1．1 足三里：胃经的合穴，合穴主治腑病，故本

穴是治疗一切消化道疾病的主穴。举凡急慢性胃炎、

胃痉挛、胃溃疡、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痢疾、肠

炎、便秘、胃痛、腹泻、阑尾炎等均有特效；小儿麻

痹后遗症、风湿性关节炎、脚气病、神经衰弱等各种

原因引起的下肢感觉及运动功能障碍均可作为主治穴

位；此外对扁桃腺炎、视力模糊、乳腺炎、胆绞痛、

肝炎、肾炎水肿、小便不利以及生殖系统疾患亦有疗

效；该穴有提高机体免疫能力、预防疾病的作用，故

被认为“诸堵虚百损，无所不治”。

3．1．2 三阴交：足三阴经之交会处，主治消化、泌

尿、生殖系统的疾病，如腹痛、腹胀、腹泻、食欲不

振、痛经、月经不调、崩漏、闭经、难产、遗精、阳

痿、淋症、小便不利、风湿性关节炎、，，J,JL麻痹后遗

症以及各种原因所引起的下肢感觉和运动障碍；本

穴亦有全身强壮作用，因此l临床上常用以治疗慢性

消耗性疾病。

3．1．3 脾俞和胃俞：脾胃脏腑气血输注于背部之处，

主治消化系统疾病，如消化不良、腹痛、腹泻、呕

吐、食欲不振、黄疸、腰背疼痛、体质衰弱等。

3．1．4 中脘：胃的募穴，六腑的会穴，是胃腑气血

在腹部外应之处，主治一切胃疾患，如急慢性胃炎、

胃

内卑御J．．理删

且

=一n叩嚣
一

一痛酸胁据黼磁{霎账燃镭舸腻胃嗳痛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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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痉耋二霉耋爹、消化不良、腹胀、呕吐、食欲不 4 结 语
振、肠炎、痢疾。

。 叫 ⋯

3．1．5 章门：脾的募穴，五脏的会穴，脾脏气血在

腹部外应之处，主治消化不良、胸腹胁痛、腹胀、呕

吐、食欲不振。

3．2 手法调理脾胃针刺手法的发展和其他针刺手

法一样，秦汉至金元这段期间，针灸医家多循《内

经》补泻手法，即疾徐补泻，开合补泻，迎随补泻，

呼吸补泻等；到元代以后则发展了烧山火，透天凉补

泻手法。凡邪气盛的实证用泻法，正气亏损的虚证用

补法，这是一般的规律。然而在l艋床实际中，很多病

都不一定具有明显的大虚大实表现，如神经衰弱、高

血压、慢性风湿性关节炎、消化不良、神经官能症等

疾病，即无可泻之邪，亦无可补之虚，多是由于气血

逆乱，营卫倾移，功能紊乱所致，故李东垣在《脾胃

论》中提出用“导气同精法”，此法不补不泻，起到

调和气血、恢复功能的作用，既是《内经》所说“徐

人徐出，是谓导气，补泻无形，谓之同精，是非有余

不足，是气乱之相逆也”的刺法，兹将疾徐补泻与导

气同精法之区别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见到在同一部位，相同的距离，用不

同刺激方法，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前者是已补而

热，后者是已泻而凉。导气手法是缓慢进针缓慢出

针，即与补不同又与泻有别，因而不凉不热，和脾胃

化生的荣卫气血等精气，在经脉里运行时的感觉一

样，即所谓“补泻无形谓之同精”，I临床上操作后病

者自觉有“气”沿经脉循行，同时出现疗效反应。

在生理方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五脏六腑皆

赖脾胃化生的气血以维持正常生理活动；在病理方

面，脾胃与机体免疫防御功能、体质强弱、五脏六腑

气血盛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调理脾胃是中医治疗学

中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过去在有关脾胃论治以方药

治疗为多，我们根据祖国医学文献记录结合具体临

床运用的体会，提出针灸的脾胃论治理论，以希能

起到抛砖引玉、引起同行们的关注，并对其进行更

深入地研究，以提高针灸的疗效，更好为患者服务

的作用。

《浙江中医杂志》与

《养生月刊》2005年征订启事

《浙江中医杂志》为“中国医学孩《期刊”，

“中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糊”。

开设的栏目有：名医真传、经验交流、学术探讨、

实验研究、方药运用、专科撅菁、证治探求、医史

新获、文献综述等兰四十个。月铡，每期定价：

3．50元。邮发代号：国内32一n，冒绋辫85。

《养生月刊》(原《气功》杂志)以介绍科学

实用的保健知识和传统的中医养生理论，报道国内

外科学研究的成果与信息，崇尚科学，反对迷信，

努力为保障人民的心身健康作出新贡献为宗旨。开

设的栏目有：养生讲席、精神卫生、传统詹术、房

中摄养、旅游天地、文化乐园、养生秘籍、美容金

页、补品导用、收藏乐趣等三四卡仑0月刊，大

32开，96页，每期定价：3。50元。邮发代号：国

内32—12，国外M491。

以上期刊国内读者在全国各地邮局(所)均

可订阅，国外读者可向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联系订阅。浙江中医杂志社社址：

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132号。邮政编码：31000_：7。

电话：0571—88082214—3409。网址；钠刚．zjtem．

gov．cn。电子信箱：zjzz@chinajournal．|1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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