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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大成》中复溜穴的临床运用规律探析
何姗姗1 肖家顺1 常广琪1 冯国湘2▲

摘 要 通过研究《针灸大成》中复溜穴的相关条文，从定位、刺灸方法、临床应用等方面进行分

析，旨在探讨复溜穴的临床应用规律，以期为现代针灸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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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大成》[1]是明代针灸学家杨继洲在家传古书

《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的基础上，综合整理了以前的针

灸文献，扩充编辑发展而来[2]。书中全面而系统地记

载了经络腧穴、刺灸法的相关知识，集前人之所成，为

后世医者辨病、辨证取穴奠定了基础，也在临床实践

中得到了历代医家的一致认可[3]。复溜穴为足少阴肾

经之经穴，《针灸大成》对复溜穴的描述总计有72处，

对其定位、归经、刺灸法、主治都有详细的介绍。本文

通过整理《针灸大成》关于复溜穴的条文，并对其穴位

特性及临床应用规律进行总结，以期为复溜穴的临床

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定位归经
对复溜穴的归经，《针灸大成》有确切的描述：“足

少阴穴二十七，涌泉然谷太溪溢，大钟水泉通照海，复

溜交信筑宾实……神藏彧中俞府毕。”表明复溜穴属

足少阴肾经。而对其定位的描述则略有出入，一为将

复溜穴定于内踝上 2寸，太溪直上，如《卷一·刺腰痛

论》言“刺少阴于内踝上二痏（即复溜穴）”，《卷三·百

穴法歌》云“复溜内踝上二寸，向后五分太溪直”，《卷

六·足少阴肾经》谓“足内踝上二寸，筋骨陷中”；亦有

另一说，如《卷八·穴法》云：”在内踝上，除踝一寸，踝

后五分，与太溪相直。”现代应用多以《经络腧穴学》[4]

的描述为通用标准，即内踝尖（太溪）直上２寸，当跟

腱的前缘。

2 刺法灸法
《针灸大成》对于复溜穴的操作有多处描述。就

灸量及针刺深度而言，《卷一·刺疟论》《卷一·刺腰痛

论》均描述为“针三分，灸五壮”，而针刺的手法有“针

复溜入三分，沿皮向骨下一寸”的描述，言其可直刺进

针三分后，再改变针尖方向，沿胫骨内侧缘直刺一寸。

就补泻而言，书中的描述是可补可泻，并且不同

的疾病有不同的补泻方法。《卷八·汗门》言：“多汗：先

泻合谷，次补复溜。少汗：先补合谷，次泻复溜。”《卷

二·兰江赋》云：“无汗更将合谷补，复溜穴泻好施针。”

一方面，从复溜穴的穴性来说，复溜为肾经之金穴，为

肾水之母穴，根据“虚则补其母”的原理，该穴行补法

时可温肾阳。另一方面，从穴位命名而言，复溜有水

液再复之意，在治疗水液代谢相关疾病时，多用泻法。

临床应用中亦当根据病性灵活选择补泻手法。

3 临床应用
3. 1 水液代谢异常病证 水液代谢是维持人体生命

活动不可缺失的部分。《素问·上古天真论》云“肾主水

液”，主有主持、主导的意思，意味着肾在调节人体水

液平衡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水液代谢的过程

有赖于脾胃的运化，肺之输布，三焦之通调，以及最为

关键的肾之气化。肾之阳气为水液代谢的原动力，若

肾中精气不足，其“主水”的能力减弱，则可导致水液

的运化障碍，出现水肿等水液代谢异常疾病。复溜为

肾经经穴，《灵枢·九针十二原》云“所行为经”，意指复

溜穴的肾经经气盛大流行，因此，复溜穴内含肾中精

气，可主持水液，调节水液平衡，治疗水肿、口渴、汗出

等津液代谢障碍疾病。其中《针灸大成》论述了复溜

穴在水肿中的运用，如《卷二·灵光赋》曰：“复溜治肿

效如神医。”《卷八·续增治法》云：“水肿，因气湿食，针

复溜。”现代应用延伸出用复溜、阴陵泉治疗输卵管积

水不孕症[5]。《卷八·肿胀门》言：“肿水气胀满：复溜、神

阙。”以神阙配伍复溜治疗水气胀满，也可配合公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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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水分、阴交。而在治疗水肿的操作上则以泻法

为主，《卷三·杂病穴法歌》云：“取血法：先用针补入地

部，少停泻出人部，少停复补入地部，少停泻出针，其

瘀血自出。”

中医认为，汗证是由于阴阳失调，腠理卫表不固，

而致津液蒸腾出于体表的病症，根据临床表现可分为

自汗、盗汗、黄汗等。《针灸大成》对于复溜穴治疗汗证

有多处描述，如《卷九·治证总要》言“伤寒汗多：内庭

合谷（泻）复溜（补）百劳”“伤寒汗多：内庭合谷（泻）复

溜（补）百劳”；《卷八·汗门》谓“多汗：先泻合谷，次补

复溜；少汗：先补合谷，次泻复溜”；《卷二·玉龙赋》云

“伤寒无汗，攻复溜宜泻；伤寒有汗，取合谷当随”。由

此可见，复溜穴治疗汗证也并非单一地进行补泻，根

据病因的不同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在治疗多汗证时多

用补法，反之多用泻法。治疗时多与合谷相配伍，其

中合谷穴为手阳明大肠经原穴，有益气、行气之功，且

贯通气血，通行原气，在针刺补泻中可补可泻：补益肺

气可鼓汗外出；泻能清肺之邪热、开发腠理、清宣阳

明。复溜为肾经经穴，五行属金应肺，金水相生以滋

阴液。大汗的病机可责之阴亏阳亢，阴液亏虚则阳偏

亢，虚热内生，致津失敛藏发为本证。因此，泻复溜可

鼓卫气，开腠理而发汗；补可滋阴液，滋水则汗止。阴

液生则阳亢自减，虚热退则卫气固。因此，合谷与复

溜二穴阴阳相配，刚柔相济，可奏调整阴阳之功[6]。临

床也提出复溜穴在中风后盗汗中的运用[7]，指出复溜

穴可补肾固水、润肺养阴。

3. 2 痛症 痛症从其病机来看，不外乎“不通则通”

及“不荣则通”。若由于寒湿、瘀血等病理产物阻滞经

络，局部气血运行不畅所致疼痛，即不通则痛，此为实

证；若由于气血不足，生化失源以致血海空虚而致疼

痛，即不荣则痛，此为虚证。《卷一·刺腰痛论》提到“足

少阴令人腰痛，痛引脊内廉。刺少阴于内踝上二痏”，

说明复溜穴可以治疗腰痛。究其原因，足少阴肾经为

肾之所主，肾为腰之府，主骨生髓，腰痛其根本乃肾之

虚证，肾虚则腰脊惫矣。而复溜为肾经经穴，五行属

金，根据“虚则补其母”的原理，以复溜穴补肾之阳气

可治疗腰痛。临床应用时，可与足太阳膀胱经的穴位

飞扬相配，飞扬为膀胱经之络穴，与肾经相同，其治引

膀胱经阳气上行，一表一里，有益肾温阳、通经活络之

功。《卷八·胸背胁门》用复溜配合谷、昆仑治疗脊背疼

痛不能屈伸，腰脊疼痛还可与委中同取。《针灸大成》

亦描述复溜穴可治疗足跟痛，其机理主要是“经脉所

过，主治所及”。《卷八·手足腰腋门》记载“足痿不收”

“足寒热”“足胻（小腿）寒”“足不能行”。《卷三·胜玉

歌》：“脚气复溜不须疑。”从中医理论探讨，足跟痛多

见于年老者,年老则脏腑精气渐衰，肾为先天之本，主

骨生髓，肾精亏损,肌肉筋骨不得濡养则表现为肢体

关节烦疼，屈伸不利。现代研究[8]发现，以复溜配伍人

中、后溪、束骨治疗足跟痛取得了明显的疗效。

3. 3 五官疾患 在近代研究中，复溜穴对咽干舌燥

也有一定的疗效。《卷二·百症赋》言：“复溜祛舌干口

燥之悲。”《卷八·鼻口门》言“舌干涎出”“失音不语”，

足少阴肾经循行“入肺中，沿喉咙，夹舌本”。咽干舌

燥与肺相关，肺失濡养则舌干，肾阴虚则虚火上炎发

为本症。复溜穴属金，金水相生，滋肾阴而上润于肺，

滋养喉咽以改善舌干口燥之症。临床用复溜穴缓解

全麻手术后口渴的研究[4]发现，刺激复溜穴可以诱导

兴奋传入与消化器官有关的感受器，改善消化功能，

在兴奋交感神经的同时升高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兴奋

舌下腺、颌下腺、腮腺及口腔黏膜中的许多小的唾液

腺黏，从而缓解口渴症状[9]。

3. 4 肛肠疾患 《卷八·肠痔大便门》言“便血”“血痔

泄，腹痛，承山复溜”，提及用复溜穴治疗便血、痔疮等

肛肠疾患，可与承山、飞扬相配伍。痔疾分为牡痔、牝

痔、肠痔、脉痔和血痔5种，多由饮食不节、劳倦过度、

情志内伤等原因导致湿热瘀滞下焦，经络不通，营卫

不和，瘀血败浊下注肛门而成。复溜穴有滋阴以清虚

热之功，飞扬、承山为足太阳膀胱经之穴位，有清热化

瘀之效，表里配穴共奏清热化瘀、通经活络之效。

3. 5 肢体疾患 足少阴肾经循行沿内踝之后，进入

足跟，过下肢内侧以上脊柱。内侧属阴，若邪气犯于

经，则筋脉凝滞，或久病阴血不足，筋脉失养则发为拘

挛。阴急则阳缓于外，足不能行。复溜穴善于滋阴而

柔筋，《卷八·手足腰腋门》记载，复溜穴可治疗“足不

能行”“足痿不收”。现代研究[10]用从阴引阳针法治疗

中风后痉挛性瘫痪，以阴经之极泉、复溜、照海配伍阳

经经穴取得了确切的疗效。

3. 6 其他病症 《针灸大成》中多处提到复溜穴回阳

复脉的功效。《卷二·玉龙赋》云：“要起六脉之沉匿，复

溜称神。”《卷三·肘后歌》云：“伤寒四肢厥逆冷，脉气

无时仔细寻，神奇妙穴真有二，复溜半寸顺骨行。”无

脉症,多因素体虚弱,或五脏为病,又复感风寒之邪,内
外合邪,气血凝滞,经脉痹阻而成[11]，复溜穴可温肾助

阳，宣通痹阻之气以复脉。复溜穴可治疗伤寒寒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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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卷八·伤寒门》有4处提及，治疗伤寒寒热往来可

用复溜穴配伍风池、少海、鱼际；治疗大热配伍曲池、

足三里；治疗身热可配伍足三里、侠溪、公孙、委中、涌

泉。此为复溜穴以滋阴泻热之功见长。

4 总结
《针灸大成》对于复溜穴的描述十分详尽，复溜穴

为足少阴肾经之经穴，定位位于内踝直上２寸，当跟

腱的前缘。针灸刺法为“针三分，灸五壮”，其治疗特

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复溜为肾经经穴，善调水液

代谢相关疾患，如水肿、汗证等，以治疗汗证见长。治

疗汗证时，多与合谷相配，不同的补泻手法相配伍则

治疗作用有所差异。2）在功效上既可温补肾阳，又可

滋肾阴、通肾气，应用于多种疾病，临床应用广泛。3）
临床可单独使用，亦可与他穴相配，可与足太阳膀胱

经表里相配治疗痛症、痔疾等，又可与合谷上下相配

治疗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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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3次服。

2019年 2月 23日二诊：嗜睡略有好转，仍头昏头

沉，以前方加川芎15 g，6剂。

2019年 3月 2日三诊：嗜睡较前好转，仍大便溏

泄，将前方中白术易为15 g，6剂。

2019年3月9日四诊：嗜睡进一步减轻，仍小腿易

痉挛，将前方中藜芦易为2.5 g，6剂。

2019年3月16日五诊：嗜睡明显好转，仍怕冷，将

前方中制附子、干姜易为12 g，6剂。

2019年 3月 23日六诊：嗜睡基本消除，仍倦怠乏

力，将前方中红参易为12 g，6剂。

药后诸症基本消除，又以前方治疗30余剂，诸症

悉除。随访1年未复发。

按 根据嗜睡、怕冷、脉沉弱辨为阳虚；根据头昏

沉、身体沉重辨为痰；因小腿抽筋辨为风；因倦怠乏力

辨为气虚；因口干欲饮热水辨为寒郁伤阴。以此辨为

阳虚风痰伤阴证。方以桂枝人参汤益气温阳；以赤丸

温化寒痰；以附子花粉汤温阳散寒，益阴生津[9]；以藜

芦芍药汤息风化痰，缓急柔筋。方药相互为用，以取

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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