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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针灸大成》论心身疾病辨治探赜*

吴天明 席 强 李岩琪△

摘要: 目的 挖掘《针灸大成》中有关心身疾病的相关论述，总结辨治规律。方法 摘录《针灸大成》中符合心身疾病诊疗特点

的原文，建立数据库，分析取穴规律。结果 涉及心身疾病诊疗穴位共 87 个，共计频次 140 次; 最常使用足太阳膀胱经，其次为任

脉、足阳明胃经; 最常使用的腧穴为足三里、中脘、肺俞、大陵; 穴位主要集中在四肢部; 所有穴位中包含 70 个特定穴，其中，五输穴

使用频次最高，其次为交会穴和募穴。结论 《针灸大成》治疗心身疾病具有取穴广泛，量少质佳，重用特定穴，多种配穴方法灵活

应用，强调辨证论治，整体治疗，善用灸法的特点，为后世诊疗心身疾病提供了选穴思路与辨治要点。
关键词:《针灸大成》; 心身疾病; 取穴规律; 辨治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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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sychosomatic Disease Treatment Based on the Great Compendium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WU Tianming XI Qiang LI Yanqi△

(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161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evant psychosomatic disease treatment based on the Great Compendium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to summarize the rules of treatment． Methods Comprehensive excerpts of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Great Compendium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hat mee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eatment of psychosomatic diseases，Excel software was used to build a
database and analyze the laws of the meridians attribution，frequency，and specific points． Ｒesults There were 87 acupoints involved in the
Great Compendium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and the frequency of acupoints was 140 time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ridians were
the bladder meridian of foot-taiyang，ren meridian and the stomach meridian of foot-yangming．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acupoints were
Zusanli ( ST36) ，Zhongwan ( ＲN12) ，Feishu ( BL13) ，Daling ( PC7) ． Acupoint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extremities． There were
70 specific acupoints accounted of the total selected acupoint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specific acupoints were five-shu points，crossing
points and front-mu points． Conclusion The Great Compendium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psychosomatic diseases
is characterized by a wide range of acupuncture points，a small quantity of well quality，the use of specific acupuncture points，the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a variety of acupuncture point methods，the emphasis on evidence-based treatment，holistic treatment，and the good use of
moxibustion，which has provided future generations with ideas for the selection of acupuncture point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reatment poi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psychosomatic diseases．
Key words: Great Compendium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psychosomatic disease; acupoint selection rule; treatment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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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疾病是在疾病发生、发展、康复过程中与社会 心理因素紧密相关的一类疾病［1］。研究统计，几乎

80%的人群曾患有不同程度的心身疾病，遍布全身各

器官系统、涉及临床各科，严重影响了现代人的健康和

生活［2］。西医学认为，心身疾病有生物学、心理等病

因，发病机制主要有神经生理机制、神经内分泌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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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机制等［3］，治疗主要以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为

主，能够一定程度改善患者的情绪，但长期使用仍可导

致一系列不良反应［4］。中医治疗心身疾病多基于古

代情志致病理论，重视心理疏导，辨证遣方，用药灵活

多变［5］。针灸作为中医特色疗法之一，因在焦虑、抑

郁、失眠、功能性消化不良等心身疾病的临床治疗上取

得良好疗效而得到广泛应用［6］。
《针灸大成》由明代杨继洲撰著，是针灸学术历史

上的第 3 次系统总结，后世医家多有注解，具有图文并

重、重视临证的特点。该书虽未提出心身疾病病名，但

有颇多关于心身疾病的记载，验证了七情致病学说的

诊疗正确性与可行性［7］。本文拟对杨继洲《针灸大

成》中有关心身疾病的论述进行整理总结，以期对心

身疾病的临床选穴、学术研究提供文献证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检索方法 以《针灸大成》［8］作为文献检索来源，手

动检索符合条件的心身疾病的论述、穴位治疗和医案。
1. 2 纳入标准 ①同时具有情志因素与功能性疾病

的穴位主治条文，如“鱼际……主心烦少气，腹痛不下

食”，情志因素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②明确含

有情志原因的疾病处方条文，如“烦心喜噫: 少商 太溪

陷谷”。③提及社会、心理因素作为病因或诱因的医案，

如“己卯岁……近因下第抑郁，疾转加增”案。
1. 3 排除标准 ①仅含情志疾病未提及功能性改变

的条文，如“喜笑: 水沟 列缺 阳溪 大陵”。②普遍认

为属常见功能性疾病但原文未提及情志因素的条文，

如“胀而胃痛: 膈俞”。
1. 4 数据规范化处理 ①原文未明确区分的穴位结

合上下文、注解、所在经络加以判断，如“三里”为手三里

或足三里;“通谷”为足通谷或腹通谷。②穴位名称、归
经、特定穴的规范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经穴

名称与定位》［9］、《经外奇穴名称与定位》［10］。
1. 5 数据处理 运用 Microsoft Excel 2016 建立数据

库，将符合条件的原文按条文编号、卷数、原文页码、穴
位名称、穴位归经、穴位所在部位、特定穴属性、刺灸方

法录入 Excel 软件，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 1 腧 穴 归 经 共 检 索 到 涉 及 心 身 疾 病 的 穴 位

87 个，累计频次 140 次。分析其归经情况，经脉应用

频次最高的是足太阳膀胱经，共计 20 次，占总频次的

14. 29% ; 其次为任脉，用穴频次 18 次，占比 12. 86% ;

其后是足阳明胃经，用穴频次 16 次，占比 11. 43%。
见表 1。
2. 2 腧穴使用频次 选取 87 个穴位、140 次频次中

使用频率在 3 次及以上的穴位，频次最高者为足三里

( 5. 00% ) ，其次为中脘 ( 4. 29% ) ，其后为肺俞、大陵

( 3. 57% ) 。见图 1。
表 1 《针灸大成》中涉身心疾病的穴位归经分析

经脉 穴位名( 频次) 总频次

足太阳膀胱经
睛明 2 肺俞 5 心俞 3 肾俞 3 白环俞 1 委

中 1 膏肓 3 昆仑 1 束骨 1
20

任脉
关元 2 气海 2 中脘 6 上脘 2 巨阙 1 鸠尾 1

膻中 2 天突 1 承浆 1
18

足阳明胃经
地仓 1 颊车 1 乳根 2 梁门 1 天枢 1 足三

里 7 解溪 1 陷谷 1 厉兑 1
16

手厥阴心包经 曲泽 2 间使 1 内关 3 大陵 5 劳宫 1 12

督脉 命门 1 陶道 1 大椎 1 百会 4 神庭 1 水沟 3 11

手太阴肺经
云门 1 天府 1 侠白 1 尺泽 2 列缺 1 太渊 2

鱼际 1 少商 2
11

足少阳胆经
瞳子髎 2 风池2 肩井1 日月1 阳陵泉1 光

明 1 阳辅 1 足临泣 1 足窍阴 1
11

足少阴肾经
涌泉 1 然谷 1 太溪 1 大钟 1 照海 1 复溜 1

阴谷 1 阴都 1 腹通谷 1 幽门 1 俞府 1
11

足太阴脾经 隐白 1 公孙 1 三阴交 3 漏谷 1 阴陵泉 2 8

手阳明大肠经 三间 1 合谷 3 阳溪 1 温溜 1 曲池 1 7

手少阴心经 极泉 1 少海 1 灵道 1 通里 1 神门 2 6

足厥阴肝经 行间 2 章门 2 期门 1 5

手少阳三焦经 支沟 2 2

经外奇穴 颈百劳 1 太阳 1 2

图 1 《针灸大成》中涉及身心疾病的穴位使用频次≥3 次的穴位

2. 3 腧穴所在部位 将人体划分为头面部、颈项部、
胸腹部、腰背部、胁肋部、四肢部 6 大部分，将穴位分布

按照使用频次进行统计，其中四肢部穴位使用频次 72
次，占 比 51. 43% ; 其 次 为 胸 腹 部，共 计 26 次，占 比

18. 57% ; 其后为头面部和腰背部，共计 16 次，占比

11. 43%。见表 2。
表 2 《针灸大成》中涉身心疾病的腧穴所在部位分析

部位 频次 占比 /%

四肢部 72 51. 43

胸腹部 26 18. 57

头面部 16 11. 43

腰背部 16 11. 43

颈项部 8 5. 71

胁肋部 2 1. 43

2. 4 特定穴属性分析 在所有穴位中，70 个有特定

穴属性，占比 80. 46% ; 特定穴的使用频次总计116 次，

·3501·光明中医 2024 年 3 月第 39 卷第 6 期 CJGMCM March 2024. Vol 39. 6



占总频次 82. 86%。70 个特定穴中，章门、委中、足三

里、阳陵泉、内关、列缺、公孙、关元、中脘、膻中、日月、
期门、大陵、太渊、足临泣、太溪、神门等 17 个穴位具有

2 种或 2 种以上特定穴属性。将 70 个穴位按特定穴

属性分类，使用频次最高的为五输穴 ( 包含井穴、荥

穴、输 穴、经 穴、合 穴，共 52 次 ) ，其 次 为 交 会 穴

( 35 次) ，其后是募穴( 16 次) 。见图 2。
2. 5 常用腧穴刺灸法对比 《针灸大成》中有“治之

在吾人也，有同异后先之辨”“既吞得气，宜用补泻”
“灸不三分，是谓徒冤”之记载，体现杨氏对穴位的具

体操作方法各有不同要点。对使用频率在 3 次及以上

的穴位进行统计，梳理其在《针灸大成》中关于针刺深

度、留针时长和艾灸壮数的记载。见表 3。

图 2 《针灸大成》中涉及身心疾病的特定穴属性分析

表 3 《针灸大成》中涉及身心疾病的常用腧穴刺灸法分析

穴位 针刺深度 留针时长 艾灸壮数

足三里 刺一寸 /针五分 /针八分 留十呼，泻七吸 灸三壮 /日灸七壮，止百壮 /灸五百壮，少亦一、二百壮

中脘 针八分 /针一寸二分 留七呼，泻五吸，疾出针 灸二七壮，止二百壮 /日灸二七壮，止四百壮 /灸七壮

肺俞 针三分 留七呼，得气则泻 灸百壮 /灸三壮

大陵 针五分 /针六分 留七呼 灸三壮

百会 针二分 /针四分 得气则泻 灸七壮，止七七壮

心俞 针三分 留七呼，得气则泻 不可灸 /灸三壮 /灸百壮

肾俞 针三分 留七呼 灸以年为壮 /灸三壮

膏肓 — — 灸百壮，多至五百壮

内关 针五分 — 灸三壮

水沟 针三分 /针四分 留六呼 /留五呼，得气则泻 灸三壮 /日灸三壮，至二百壮 /灸五壮

三阴交 针三分 灸三壮

合谷 针三分 留六呼 灸三壮

注:“ －”表示原文中该穴位无对应针刺深度或留针时长记载。

3 讨论

3. 1 取穴规律探析

3. 1. 1 取穴广泛 量少质佳 《针灸大成·头不多灸

策》云:“不得其要，虽取穴之多，亦无以济人; 苟得其

要，则虽会通之简，亦足以成功”。杨氏在临床治疗心

身疾病时取穴广泛，除手太阳小肠经未使用外，其余十

三经脉、经外奇穴均有涉及，并且穴位涉及全身部位。
可见，虽心身疾病包含种类众多，但杨氏在治疗时，可

以根据疾病广泛取穴，如同为怒气致病，口眼㖞斜需选

用颊车、合谷、地仓等; 心胸疼痛需选用大陵、内关、曲
泽等; 咳逆发噫需选用膻中、中脘、大陵等。杨氏单列

“经外奇穴”1 篇，与“穴有奇正策”互参，在心身疾病

的大范围内，结合具体病证，给出最佳的穴位治疗，穴

简力专。
3. 1. 2 重用特定穴 杨氏在治疗具有心身共病表现

的疾患时，特定穴占选穴总数的 80. 46%。特定穴主

治规律强、应用范围广，重用特定穴对于治疗常见心身

疾病意义重大，如《针灸大成·心脾胃门》治疗虚烦口

干，独取肺俞，因背俞穴具有治疗相应脏腑、五官九窍、
皮肉筋骨的作用。现代研究也证明了特定穴的疗效，

鲜琦琦 等［11］ 收 集 近 20 年 针 刺 治 疗 单 纯 性 肥 胖 的

145 篇临床文献，认为单纯性肥胖人群主要证型为肝

郁气滞，治疗应以特定穴为主，再按证型配穴。本研

究发现，《针灸大成》最常使用的特定穴为足三里，李

雪梅等［12］基于穷举法探讨合募配穴法治疗腹泻型肠

易激综合征的最佳选穴方案，得出两穴方案为足三

里配天枢; 三穴方案为足三里、上巨虚配天枢。由此

可知，临床上特定穴的使用是提升治疗效果的优质

选择。
3. 1. 3 多种配穴方法灵活应用 研究表明，《针灸大

成》主要运用本经配穴 + 双特配穴、五输穴 + 五输穴、
合穴 + 合穴等配穴方法［13］。在治疗心身疾病时，《针

灸大成》也有相关记载，如“或因他事所关，气攻两胁

疼痛”所致挫闪腰胁痛，选用尺泽、委中、人中，即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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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穴法; 治疗烦闷不卧时选取太渊与公孙，是同名经配

穴法的体现。多种配穴方法的运用，可以加强腧穴之

间的协同作用，对于全身性心身障碍表现能显著提高

治疗效果。临床上不同医家多有发挥，如符文彬教授

善用四花穴、四关穴等阴阳调和组穴，疗效显著［14］。
有学者运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扫描技术，认为远部配

穴针刺治疗月经性偏头痛，可能是通过枕叶和楔前叶

达到对患者脑功能活动的调节［15］，为配穴的临床疗效

提供了现代研究依据。
3. 2 辨治规律探析

3. 2. 1 审查病因 辨证论治 《针灸大成·针有浅深

策》言:“夫曰先曰后者，而所中有荣有卫之殊; 曰寒曰

热者，而所感有阳经阴经之异”。强调针灸治疗务必

辨清荣卫之分、阴阳之别。杨氏医案中，记有“辛未，

武选王会泉公亚夫人患危异之疾”案，杨氏认为“考其

为病之详，变化多端”，系统分析怒、喜、悲、恐、惊、劳、
思等所致病证的特点后，认为需“以五行相胜之理，互

相为治”，最终“目即开，而即能食米饮”。杨氏对九

气、十多为主的情志致病理论有所发挥［16］，告诫后人

对疑难杂症的病因分析应当慎重，不同的情志致病因

素需灵活准确地辨证论治。
3. 2. 2 病涉多脏 整体治疗 杨氏在《针灸大成·通玄

指要赋》注解中告诫后人“知行气所在，经络左右所

起，血气所行，逆顺所会”，才能“除疼痛于目前，疗疾

病于指下”。当精神因素涉及多个脏腑功能性病变

时，临床应从脏腑整体观、形神一体观进行辨治。如

《针灸大成·心脾胃门》治疗烦闷不卧选用太渊、公孙、
隐白、肺俞、阴陵泉、三阴交，内含手太阴肺经、足太阴

脾经、足太阳膀胱经穴位，手足、阴阳经并用，形神合

一。临床上，孙建华教授基于心身医学视角治疗功能

性胃肠病，认为其病位在脑、脾及肠腑，发病关键在于

心、脑、神失调，治疗尤重调神［17］，与《针灸大成》观点

吻合。
3. 2. 3 针药并用 善用灸法 《针灸大成·诸家得失

策》云:“疾在肠胃，非药饵不能以济; 在血脉，非针刺

不能以及; 在腠理，非熨焫不能以达”，充分体现杨氏

针、灸、药并用之临床诊疗思想。本次研究中，通过

对心身类疾患的治疗分析可知，除心俞的记载之一

提及“不可灸”外，其余 11 个使用频率在 3 次及以上

的穴位，均可使用灸法，甚至出现“灸五 百 壮，少 亦

一、二百壮”等描述，体现杨氏对灸法的重视。在杨

氏医案中，也有“治妇人丧妹甚悲，而不饮食，令以亲

家之女陪欢，仍用解郁之药，即能饮食”的记载，体现

传统中药、心理疏导在治疗心身疾病时同样具有重

要地位。

4 结语

心身医学是近年来新生的一门医学学科，目前各

项研究主要以改善临床症状为主，但总的来看，对于心

身疾病的病因病机、发病机制仍不明确，临床治疗难以

直接做到药到病除。针灸等非药物疗法是中医独特优

势。《针灸大成》是代表杨继洲思想的重要学术著作，

通过梳理条文得知，杨氏治疗心身疾病时，取穴广泛，

量少质佳，重用特定穴，多种配穴方法灵活应用，强调

辨证论治，整体治疗，善用灸法。当代医家应在前人的

基础上积极结合现代医学成果，以古鉴今，形成更加完

善的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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