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腧穴表象浅谈
张雅龙 1 张 卫 2▲

摘 要 腧穴作为经络系统与外界交通的关键部分，是脏腑经络气血运行输注的部位。文中通

过研读相关古籍文献，结合现代理论研究，从腧穴之命名、分布、揣摸、针感及疗效等方面浅析对腧穴

表象的认识，以期为腧穴理论研究及针灸临床提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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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是体表经络上的一个特殊部位，可以是一个

点，或是一个范围，具有连接经脉、沟通人体内外气

血、反应脏腑病理状况等作用[1]。《灵枢·九针十二原》

曰：“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

会。”穴位刺激作用于经脉，以疏通经脉、调和气血，进

而通过经脉影响脏腑，逆向调节五脏中心，达疾病疗

愈之效。今笔者就腧穴表象的初浅认识略述己见，谨

陈于下。

1 腧穴之命名

腧穴，“穴位”之学名，《黄帝内经》中将其称为

“会”“节”“气穴”等，在后世医家的医籍文献中亦可见

“气府”“骨空”“孔穴”“穴道”的记载。然其别名虽多，

常用名称却始终不离一个“穴”字。许慎《说文解字》

云：“穴，土室也，引伸之凡空竅（窍）皆为穴。”“穴”古

义为土室，是人们防风避雨的地方，之后词义引申至

人体即体表结构的孔隙为穴，是经脉气血汇聚藏匿之

处。正如《灵枢·本输》所曰：“此四时之序，气之所处，

病之所舍，脏之所宜。”穴是气血汇集之处，而营卫通

行于穴，宗气会合于穴，淫邪病气亦壅滞于穴，脏腑和

宜彰显于穴。

2 腧穴之分布

穴，即空洞、孔穴，“人之肢节以应天地”，若人之

身体是一座山，腧穴就是山中洞穴、岩穴，位于神经、

肌肉、骨骼等结构的凹陷中。穴者，空窍之处也，一些

穴位明确说是在凹陷处[1]，如阳溪穴，位于解剖学“鼻

烟窝”凹陷中；又如肩髃穴，在肩峰外侧两骨间凹陷

中；再如阴陵泉，取小腿胫骨内侧髁下缘凹陷中。“刺

犊鼻者，屈不能伸；刺两关者，伸不能屈”亦证实腧穴

是一凹陷，为能准确刺入穴位，有时要求受术者保持

一定动作或角度。《灵枢·邪客》道：“地有高山，人有肩

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

脉……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若

将人体以应天地，地有江河，人体内也有流动的沟渠。

“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溪”（《针灸甲乙经》）表明

骨骼、肢节、肌肉、筋膜间相互衔接的罅隙、空窍或下

陷之处，大者称“谷”，小者为“溪”。所谓“肉分之间，

溪谷之会”，本质是由于肢体筋骨或肌肉之间相接处

天然的物理结构的缺失，形成局部小空间，经脉气血

流经全身时有部分输注于此处并不断积聚，恰如“水

往低处流”，溪流常在地表天然的沟壑处汇聚形成。

在地壳坂块的交界处又或是地质大断裂区，丰富的地

热、蒸汽从岩石中的深长裂隙通达地面促使天然温泉

得以形成；滴灌带中的水流因滴头处的孔隙得以灌溉

农田；经脉气血汇聚于腧穴，因其特殊的结构瑕疵，或

为凹陷，或为裂隙，或为空窍。

3 腧穴之揣摸

“摸穴”又称“揣穴”，《说文解字》云：“揣，量也，从

手。”揣穴，是医者利用手指在人体结构上进行切循、

按压，通过揣摸肌肉之深浅、孔隙的范围，明确指感的

位置，循分按拨局部的肌肉筋结，显露出腧穴的特定

结构。《灵枢·经水》云：“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

可度量切循而得之。”《针灸甲乙经》亦言：“凡刺之数，

先视其经脉，切而循之。”医者用手切、循、扪、按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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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之间”的经络隙穴，感知因气血交会而形成的各类

腧穴的特殊结构。一方面，气血经络在这些特殊结构

交会，将深层能量向浅层传输，由局部向全身布散；另

一方面，医者通过对这些特殊结构的揣摸，审视患者

当下气血运行状态是否存在异常。生理状态下，医者

可在指下触及腧穴分别位于肌腹肌腱交接处、神经或

血管的分支等结构特点；病理状态下，受寒湿、痰浊和

瘀血等病邪的影响，经络中运行的气血出现虚实寒

热、升降出入逆乱等不同状态，气血转输在腧穴处受

阻碍，随即产生结块、条索、筋结等异常反应。《灵枢·

九针十二原》曰：“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灵枢·官

针》言：“凡刺有十二节，以应十二经。”这里的“节”就

是“腧穴”。若是着眼于宏观结构，神经、肌肉、骨骼等

组织的凹陷缝隙中常有腧穴分布，且多分布在皮、脉、

肉、筋、骨的五节部位，如脉节所在之处的太渊、太溪；

肌腱附着凹陷处的曲池、少海、尺泽、阳陵泉；肉节处

的足三里、丰隆、孔最；骨节处的悬钟、腕骨、公孙；骨

缝里的养老、照海、商丘、丘墟等。因此，医者不仅需

要用手揣摸经络缝隙所在的解剖形态结构，更要注意

因肌肉、血管、神经分支等组织的多形态变化形成的

凹陷、骨沟、交叉等特殊构造；揣穴时应凝神聚气，与

患者密切配合，透过手下切、循、扪、按的感觉，视察患

者神情意志准确定穴，以意行气，并通过指下细微的

变化感受气血运行的异常[2，3]。正如《灵枢·刺节真邪》

所曰：“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

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而下之。”故揣穴的第一要

义为探明穴位，通过寻找具有疼痛、酸楚、快感等特殊

感觉的腧穴，感知人体气血运行状态，并通过对特定

腧穴进行干预来调节全身气血经络运行。

《灵枢·四时气》云：“灸刺之道，得气穴为定。”《备

急千金要方·灸例第六》[4]言：“人有老少，体有长短，肤

有肥瘦 ......又以肌肉纹理节解缝会宛陷之中，及以手

按之，病者快然。”医者在临床掌握经络诊察、辨经、选

经、配穴之后，准确揣穴并按察气血虚实成为治疗有

效必不可少的因素。经络医学的临床实践[5，6]证明，在

经过准确“揣穴”后定位的腧穴上，以针灸或是推拿手

法刺激，都可显著提升腧穴的传感强度和广度，疗效

也随之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4 针感与得气

针感作为近代出现的新名词，目前广泛应用在现

代针刺研究和临床实践中。现代高等中医学教材中

将针感等同于得气，认为：针感，古称“得气”或“气

至”，是将毫针刺进腧穴达一定深度后，应用特定的行

针手法，在针刺部位诱导经络气血汇聚，获得经气感

应[1，7]。针感包括针刺后局部出现酸、麻、胀、重的患者

自觉针感和刺手指下沉紧、涩滞的他觉针感。刺手之

感“是谓冥冥，莫知其形”，若得气盛而至则如“见其乌

乌，见其稷稷，从见其飞，不知其谁”，亦如“鱼吞钩饵

之浮沉”。《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记载：“凡刺之道，必

中气穴，无中肉节，中气穴则针游于巷。”“巷，谓街巷，

空穴之处也”，可知“巷”与“穴”同义，亦可言“中气穴

则针游于穴”。查阅古籍，古人称横渡为“游”，“中气

穴则针游于巷”有取水中浮行或水中潜行之意，即中

气穴则针下要有像物体在水中浮行的感觉，针下得气

则施术者指下毫针如于水中潜行般自由进出。然古

籍文献中却鲜少提及患者针下的自觉针感，偶可见施

术部位针下寒热的描述，如《素问·针解》云：“刺虚则

实之者，针下热也……满而泄之者，针下寒也。”又如

《灵枢·终始》曰：“刺热厥者，留针反为寒；刺寒厥者，

留针反为热。”由此可知，医者若要从“针感”判断气穴

得气与否，应更注重其指下针感，而非“酸、麻、胀、重”

等这些目前针刺中常出现的患者自觉针感。

《灵枢·终始》道：“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

内，是谓得气。”故得气是人体内气机调和的一种状

态，阳气入内，阴气向外，阴阳之气交通融合，正气内

存，邪气不纳，这是得气。《灵枢·寿夭刚柔》云：“刺营

者出血，刺卫者出气。”《灵枢·官针》言：“已入分肉之

间则谷气出……始浅刺之，以逐邪气而来血气。”这些

经文阐明得气涵盖得“卫气”，得“谷气”，得“营气”等

不同层次。皮肤针轻叩皮肤至有轻微痛感和些许皮

肤潮红，是得浅层的“卫气”；针刺分肉之间感酸、麻、

胀、重是得“谷气”；针刺血管壁出现痛感并出血，是得

深层“营气”[8]。针感，是针刺人体所产生的反应，由于

揣穴的参差、进针的深浅、进针角度之差异，针刺后所

出现的反应千差万别[9]。针感与得气、气至关系紧密，

作为针下得气与否的重要判断依据，笔者认为临床行

针时不可拘泥于酸、麻、胀、重的患者自觉针感，当遵

古籍体会刺手指下“针游于巷”“如鱼吞钩饵之沉浮”

之针感，即使受术者无明显针感，也并不失为一种

气至。

5 针刺疗效

《灵枢·九针十二原》曰：“刺之要，气至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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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有效是得气的重要标志。一般认为，针刺得气和

疗效是成正比的，如“气速效速，气迟效迟”（《金针

赋》）。若气未至，医者手下则感“伏如横弩”，通过施

以特定行针手法，以“无问其数”；若气行滞缓稽留不

至，当“因而迎之”，即用针快速针刺气机滞留之处，以

接引其气运达病所[10]。《灵枢·终始》载：“邪气来也紧

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徐徐和缓的针刺感应为病者

所耐受，且能在此基础上反复行针，延续针刺作用及

时间，有利于针刺作用的积累，亦可达“效之信，若风

吹云，昭然于天”。《黄帝内经》着重指出针刺的基本原

则是“针向病所”，即将针尖朝向病变位置，极限激发

针感、引领经络之气以达补虚泻实的目的。除此之

外，医者根据病邪性质和病情急缓选取相应的针刺部

位、针刺深度、针刺治疗量亦有利于提高针刺疗效，故

曰：“皮肉筋脉，各有所处。病各有所舍，针各有所宜”

“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刺急者，深内而久留之；刺缓

者，浅内而疾发针”。由于“用针之类，在于调气”，故

针刺得当，调气有法，则气积于胃，营卫以通，其道可

行，刺之有效。

6 小结

穴位是五脏六腑病理状况在体表的特殊反应点，

与“有诸形于内，必形于外”的中医观念遥相呼应。《灵

枢·九针十二原》言：“五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原穴

有所反应和表现时，常提示脏腑发生病变，因此临床

中根据原穴部位出现的异常变化，可推测判断脏腑功

能之荣枯、气血盈亏的变化。经络穴位理论是中医药

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历史悠久、内涵丰富、

玄妙精深。穴位作为其中的精华之一，有着值得深入

探讨之处。本文从穴位的命名、分布、揣摸及针感、针

刺疗效等方面探讨穴位的表象，以期为穴位的理解和

认识提供新的思路，提高穴位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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