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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刍论 (三
——论穴位的大小

●李 磊h 尤传香2
4

摘要本文分析了穴位理论的基本内容，对穴位的大小了深入的探讨，澄清了有关穴位的一些模

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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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的大小范围是穴位研究

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且与

针灸临床密切相关。

要确定穴位的大小首先应该

明确穴位的结构。穴位作为气血

输注、反应病证、协助诊断和治疗

疾病的所在，无疑具有客观存在

的物质基础，然而穴位概念的形

成却是古人模糊的理性思辨方式

产生的结果，因此穴位本身不仅

是形态上的结构，也带有形态和

功能相结合的特征。目前的科学

技术发展水平还无法阐明穴位的

实质和结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

根据古人的有关论述，在理论上

对穴位的大小范围有所认识。

“穴”有孔洞的含义。人体上

的穴位多处于骨节之间或筋肉之

间的凹陷中，因此是相对中空的

立体结构。

骨节之间的缝隙或筋肉之间

的凹陷有大有小，穴位本身自然

也就有着范围大小的不同。

就穴位的起源来说，穴位的

产生与血脉有关。用砭石在病痛

局部砭刺出血是早期的针刺形

式，穴位处的血脉则是针砭施术

的确切部位。对此《黄帝内经》中

有着大量的论述，例如《素问·刺

腰痛》中便记载了“刺解脉”、“刺

同阴之脉”、“刺阳维之脉”、“刺

直阳之脉”、“刺飞阳之脉”、“刺

散脉”、“刺肉里之脉”等不同的

取穴方法。刺血脉即是刺穴位，

血脉的所在也就是穴位的所在。

另外，从大迎、人迎、冲阳、太冲、

瘼脉等一些穴位的命名中也可以

明显看出早期穴位由脉到穴的演

变痕迹。

这样，穴位的大小还取决于

穴位处血脉的外在形态。

元代窦汉卿的《标幽赋》在叙

述穴位所处的位置时说：“在阳部

筋骨之侧，陷下为真；在阴分郄胭

之问，动脉相应。”

明代徐凤注解说：“阳部者，

诸阳之经也。如合谷、三里、阳陵

泉等穴，必取侠骨侧指陷中为真

也。阴分者，诸阴之经也。如箕

门、五里、太冲等穴，在屈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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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以动脉应指，乃为真穴也。”

现在针灸界多认为穴位是圆

点形的结构，经穴在十四经脉上

的分布与排列以及全身经穴、奇

穴甚至阿是穴的种种体表定位方

法都体现了这一点，但事实上并

非如此。骨节之间的缝隙和筋肉

之间的凹陷都具有不确定的形

状，穴位处大络、小络、浮络或动

脉等血脉的形态也各有所异，因

此穴位的空间结构具有多样化的

形态特征。

例如，睛明穴“在目内眦外”

(《针灸甲乙经》卷三第十)。其

穴位并不在某个点上，而是位于

目内眦的眼球与眼眶之间的狭长

凹陷中，因此是一个狭长形的中

空结构。现代命名的上睛明、内

睛明、外睛明、睛光、东明1、健明

4等新穴，实际上都不过是睛明穴

的不同别名。眼内眦角平面以

上，眼眶内侧缘与眼球之间的狭

长凹陷都应属于睛明穴的穴位结

构范围。

委中穴在“胭中央，为合，委

而取之”(《灵枢·本输》)，“胭中

央约纹中动脉”(《针灸甲乙经》

卷三第三十五)。穴位位于胭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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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深层有胭静脉和胭动脉，其

外侧则为委阳穴，因此委中穴的

穴位结构范围包括了胭窝的大部

份，实际上是一个菱形的中空结

构。委中穴既可以定位在胭横纹

正中，亦可以定位在胭横纹的上

下左右，刺络放血时尤应如此。

太冲穴的定位：在“行间上二

寸陷者之中”(《灵枢·本输》)，

“在足大指本节后二寸，或日一寸

五分陷者中”(《针灸甲乙经》卷

三第三十一)，“在行间后半寸”

(《针灸集成》卷一别穴)。实际

上，太冲穴在足背第一、二跖骨结

合部前方凹陷中，穴下有太冲脉

(第一跖骨背侧动脉)，其定位则

以脉动为准，所以有或为本节上

二寸，或为本节上一寸五分，或为

行间后半寸的不同取穴方法，整

个足背第一跖骨间隙的狭长凹陷

都应属于太冲穴的穴位结构范

围。

穴位并不只是圆点形的空间

结构。有些穴位可以是圆点状，

有些则是其它形状。穴位所在的

部位不同，穴位本身的形状结构

也就有所不同。明代以后，出现

了小儿推拿，小儿推拿有着自己

的特定穴位，这些穴位既有圆点

状，也有线状或面状。线状或面

状穴位的出现固然与推拿手法在

体表的直接操作有关，但也说明

古人并没有把穴位仅仅看作是某

一个局限的圆点。

既然不同的穴位具有不同的

形状结构，穴位的大小范围就必

须根据不同的穴位而定。有些穴

位本身就处于一个特定的狭窄位

置．这些穴位的结构范围往往不

大，例如十二井穴、素髂、次髂、章

门、京门等等。

但穴位体表的位置大小并不

一定完全和穴位深部的结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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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同，例如地仓穴，定位虽在口

角，但针刺时多向颊车穴透刺，其

穴位的结构范围便不是只限于口

角。又如腰奇穴，定位在尾骨尖

上两寸，骶角之间凹陷中，但针刺

时要沿皮向上平刺2～3寸，其穴

位的结构范围也不是只限于骶角

之间的凹陷局部。

穴位的大小与该穴位是否与

其它穴位相邻近无疑也有着极大

关系，这是一个易于了解的常识，

例如，承扶穴、殷门穴、环跳穴、足

三里穴、承筋穴等穴，与其它穴位

相隔较远，所以这些穴位的结构

范围较大；而周围穴位较多，则该

穴位的大小范围自然就受到限

制，例如，神庭穴、上星穴、眉冲穴

数穴相近，阴交穴、气海穴、石门

穴、中注穴、四满穴数穴相近，这

些穴位的结构范围都相应有所局

限。

某些穴位的结构范围在穴位

演变过程中有所变化，例如瘼脉

穴和颅息穴，《针灸甲乙经》卷三

第十一中说：颅息穴“在耳本后鸡

足青络脉”，瘼脉穴“在耳后间青

络脉”，二穴的定位都以耳后的青

络脉为准，主治也大致相同，实际

上是把一个由局部血脉定位的穴

位分化成两个穴位。又如百会

穴，位于耳尖直上，头顶正中，《太

平圣惠方》卷第九十九中说：百会

穴“在头中心陷者中”。因为只能

沿皮刺，针刺的前后左右方向便

成了问题，于是出现了神聪穴或

称四神聪穴，《太平圣惠方》卷第

九十九中说：“神聪四穴，在百会

四面，各相去同身寸一寸”。四神

聪穴明显是百会穴的分化，其主

治也与百会穴基本相同。这样，

百会穴原来的穴位结构范围因为

四神聪穴的出现而大大变小。

穴位是多样化的空间结构，

不同位置的穴位其结构范围亦有

所不同，然而穴位的大小是模糊

和不具体的，穴位的范围并不存

在着一个截然分明的边界。从穴

位的发展来看，穴位的体表定位

经历了一个由不确定到具体，由

粗略到精确的发展过程，但古人

并没有对穴位的深层结构加以论

述，因此，穴位的大小范围是一个

相对的概念。我们不能把穴位只

看作是一个局限的圆点，也不能

在空间结构上对穴位的大小范围

加以具体的量化。

《灵枢·官针》中论述的各种

不同的针刺手法从实际操作上表

明了穴位大小范围的模糊和不确

定性。

经刺：“经刺者，刺大经之结

络经分也。”络刺：“络刺者，刺小

络之血脉也。”分刺：“分刺者，刺

分肉之间也。”毛刺：“毛刺者，刺

浮痹皮肤也。”恢刺：“恢刺者，直

刺傍之，举之前后，恢筋急，以治

筋痹也。”直针刺：“直针刺者，引

皮乃刺之，以治寒气之浅者也。”

输刺：“输刺者，直人直出，稀发针

而深之，以治气盛而热者也。”短

刺：“短刺者，刺骨痹，稍摇而深

之，致针骨所，以上下摩骨也。”浮

刺：“浮刺者，傍人而浮之，以治肌

急而寒者也。”这是根据穴位的部

位和结构决定对不同疾病的不同

刺法。

傍针刺：“傍针刺者，直刺、傍

刺各一，以治留痹久居者也。”齐

刺：“齐刺者，直人一，傍入二，以

治寒气小深者。”扬刺：“扬刺者，

正内一，傍内四，而浮之，以治寒

气之博大者也。”这是根据穴位的

大小范围应用两针同刺、三针同

刺、五针同刺的不同刺法。

三刺：“所谓‘三刺则谷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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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先浅刺绝皮，以出阳邪；‘再刺

则阴邪出’者，少益深，绝皮，致肌

肉，未人分肉间也；已入分肉之间，

则谷气出。故《刺法》日：‘始刺浅

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后刺深之，

以致阴气之邪，最后刺极深之，以

下谷气。’此之谓也。”这是把穴位

的深度按皮内、皮下、分肉分为浅、

中、深三层的刺法。

五刺：“凡刺有五，以应五藏。

一日‘半刺’。半刺者，浅内而疾发

针，无针伤肉，如拔毛状，以取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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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此肺之应也。二日‘豹文刺’。

豹文刺者，左右前后针之，中脉为

故，以取经络之血者。此心之应

也。三日‘关刺’。关刺者，直刺左

右，尽筋上，以取筋痹，慎无出血。

此肝之应也。或日‘渊刺’。一日

‘岂刺’。四日‘合谷刺’。合谷刺

者，左右鸡足，针于分肉之间，以取

肌痹。此脾之应也。五日‘输刺’。

输刺者，直入直出，深内之至骨，以

取骨痹。此肾之应也。”这是把穴

位的深度按皮、肉、脉、筋、骨分为

五层以和肺、心、肝、脾、肾五脏病

变相应的刺法。

穴位的大小范围和深度不能

一概而论，因此便出现了不同的针

刺方法。

穴位的形成和发展明显受到

了古人模糊思维方式的影响，穴位

的大小范围也带有不确定的思维

特征。不了解这一点，针灸临床的

实际操作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有

关穴位实质的研究便会走入误区。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