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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大成》中大陵穴临床应用规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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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通过对《针灸大成》中大陵穴的理论认识和临床应用探析，以期为现代临床提供理论指导。方法 整理

《针灸大成》中大陵穴的文献记载及现代应用，对其在定位、操作方法和临床应用等方面归纳总结后进行分析。结果 大

陵穴的腧穴定位与现代《经络腧穴学》第１０版中所述定位相一致，位于腕掌侧远端横纹中，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
间，书中关于大陵穴主治证候的记载也较繁多，组方上多为配穴使用，《针灸大成》对刺灸法记录条文较少。结论 大陵

穴的临床应用范围广泛，可治疗心胸、神志、脾胃、肢体经络、口臭、肺系、五官等疾患。临床需根据患者病情正确辨证组

穴，灵活运用适宜的针刺方法、补泻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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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大成》［１］为杨继洲所著，以家学《卫生针灸玄机秘
要》为基础，广集各家经典针灸著作，总结我国针灸学理论，并

结合自身经验而著成，其实用性和权威性得到了历代医家的高

度推崇和认可，对针灸学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分

析总结书中关于大陵穴的理论以及临床相关内容，结合现代文

献对于大陵穴的研究，以期为大陵穴现代针灸临床应用提供参

考和理论指导。

１　命名与定位
大陵穴首载于《灵柩经》：“……心也，其原出于大陵”。

“陵”是指古代帝王安葬之处，该穴位于手掌横纹中心的隆起

处，形似丘陵一般，因此称为“大陵”。其在《千金方》又名“鬼

心”，《肘后备急方》《外台秘要》又名“心主”。《针灸大成》对

于大陵穴的定位有５处记载，但所描述的位置几乎一致。其中
有一处模糊记载，《针灸大成·孙真人针十三鬼穴歌》云：“四

针掌上大陵穴，入针五分为鬼心”，其意指大陵穴位于手掌横

纹上，未说明其在掌横纹的具体位置。书中还有四处大陵穴较

精确的定位记载，分别是《针灸大成·百穴法歌》云：“大陵掌

后两筋间”，《针灸大成·手厥阴心包经 》云：“掌后骨下，两筋

间陷中”，《针灸大成·穴法》云：“在掌后横纹中，两筋间陷

中”，《针灸大成·十二经治症主客原经》云：“可刺手厥阴心包

经原（原者，大陵穴，包络脉所过为原，掌后横纹中）”。由此可

见，大陵穴的定位与现今《经络腧穴学》［２］中定位基本一致，位

于腕掌侧远端横纹中，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

２　操作方法
刺灸法及推拿：分为刺法、灸法、推拿、补泻等。针刺方

面：《针灸大成》中没有针刺深度不同治疗疾病不同的相关记

载，但有针刺“五分”“六分”之别。分别见于《针灸大成·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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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针灸大成·手厥阴心包经》。在现代临床操作中，进针

深度一般为直刺０．３～０．５寸，与上述五分、六分的深度基本
符合。胡春晓［３］认为，大陵穴配合他穴治疗顽固性失眠伴焦

虑疾患以通达上下内外、调整脏腑阴阳、助眠解郁安神为原

则，取大陵直刺 ０．５～１．０寸行泻法，现代针刺深度可达１．０
寸。本书未提及不同艾灸状数对疾病疗效的影响，就灸法而

言，《针灸大成》中有灸“三壮”与灸“百壮”之别，分别见于

《针灸大成·穴法》《针灸大成·心脾胃门》，其中未谈及不同

艾灸状数对疾病疗效的影响。推拿方面：《针灸大成》中有推

拿治疗小儿天吊惊的记载，如《针灸大成· 治小儿诸筋推揉

等法》云：“推三关、补肾水各五十……大陵穴掐一下”。补泻

方面，《针灸大成·续增治法》记载有：“腹痛：有虚实……实

痛宜泻……大陵三阴交”，《针灸大成·手厥阴心包经》云：

“大陵：掌后骨下……心包络实泻之”，《针灸大成·十二经病

井荥俞经合补虚泻实》云：“手厥阴心包络经……泻用戌时，

大陵，为输土。火生土，实则泻其子”。可见大陵穴所施手法

中，主要以泻法为主，而据《针灸大成》中有关记载可见大陵

穴可灸，由此体现了补的思想，所以临床中运用本穴需辨证

而定，不可一成不变。

３　临床应用
大陵穴是手厥阴心包经原穴，原［４］，本源也，是脏腑元气

经过与停留之处，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针刺原穴能使元

气通达，具有调节所属脏腑经络虚实、维护正气、抗御病邪的作

用。又是心包经的俞穴，俞：输也，为心包经经气输出之地，向

外输出脾土中的气化之气。又名“鬼心”，为古代治疗癫狂等

精神疾患的“十三鬼穴”之一，其治疗精神神志疾病的临床疗

效确切。《针灸大成》对大陵穴的应用记载十分详尽，如《针灸

大成·手厥阴心包经》云：“大陵……主热病汗不出，手心热，

肘臂挛痛，腋肿，善笑不休，烦心，心悬若饥，心痛掌热，喜悲泣

惊恐，目赤目黄，小便如血，呕
#

无度，狂言不乐，喉痹，口干，身

热头痛，短气，胸胁痛，?疮疥癣”《针灸大成·通玄指要赋》

云：“抑又闻心胸痛，求掌后之大陵 ”，《针灸大成·治病要穴》

云：“大陵：主呕血，疟 ”，《针灸大成·痰喘咳嗽门》云：“呕逆：

大陵 ”，《针灸大成·胜玉歌》云：“……心热口臭大陵驱”，《针

灸大成·十二经治症主客原经》云：“包络主，三焦客：包络为

病手挛急，臂不能伸痛如屈，胸膺胁满腋肿平，心中淡淡面色

赤，目黄善笑不肯休，心烦心痛掌热极，良医达士细推详，大陵、

外关病消释”。从以上条文可知针灸大陵穴可治神志、心胸、

脾胃、口臭、肢体痛等疾患。

３．１　心痛、心悸、胸胁痛等心胸病症
大陵穴为手厥阴心包经原穴。《灵枢·九针十二原》记

载：“五脏有疾，当取之十二原”。临床选用原穴能使三焦通

达，激发元气以抗御脏腑之邪，具有宁心安神、宽胸理气、定悸

的作用。书中关于大陵穴的主治中，有关心胸病的记载是最多

的。通过分析《针灸大成》中大陵穴的相关条文可知，治疗心

胸疾病时大陵穴多与其他腧穴配合使用，如《针灸大成·心脾

胃门》治疗心痛、《针灸大成·胸背胁门》治疗胸胁痛、《针灸大

成·八脉图并治症穴（徐氏）》治疗痞块不散，心中闷痛的取穴

中均为大陵穴配合它穴使用。但《针灸大成·通玄指要赋》有

独刺大陵穴以治疗心胸痛的记载。心胸痛属于现代医学的冠

心病，张晋等［５］发现，心包卫护心脏，有“代心受邪”功能，治疗

冠心病主选任脉及手厥阴心包经腧穴，经穴运用中选取曲泽－

大陵配伍，可用于冠心病合并负面情绪的治疗。《针灸大成·

治症总要》云：“心胸疼痛：大陵内关曲泽”，可见杨继洲应用大

陵穴治疗心胸疾病。《针灸大成·八脉图并治症穴（徐氏）》中

对九种心疼、胸中刺痛、疟疾心胸疼痛、胸中满痛、胸中噎塞痛、

五心烦热等症均选取大陵穴配合它穴，如“九种心疼……：大

陵、中脘、隐白”“胸中刺痛，隐隐不乐：内关、大陵、中”。

《类经治裁》曰：“心痛，心包络病 ，实不在心也 ，心为君主，不

受邪”。认为外邪袭心时，包络先受病，心包代心受邪，这与现

代研究前景相契合，景苗苗等［６］为了进一步揭示心包代心受

邪理论的科学内涵，为中医经典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提供科学依

据，提出今后可以采用代谢组学、蛋白组学技术等，深入探讨心

包代心受邪理论的生物学基础。《针灸大成·八脉图并治症

穴（徐氏）》云：“胸前两乳红肿痛：少泽、大陵、膻中”“……乳汁

不通：少泽、大陵、膻中、关冲。”可见，大陵穴可治疗乳房疾病。

杜婷等［７］研究发现，心包经原穴大陵的红外辐射光谱能够承

载心脏的病理信息。刘汉平等［８］通过研究红外光谱对冠心病

患者手三阴经原穴的辐射强度，发现心肌缺血缺氧的病理状态

能够反应在原穴大陵的红外辐射变化上，说明大陵与心密切相

关。王欣等［９］研究发现，针刺大陵穴具有改善冠心病患者心

肌供血的即刻效应。马铁明等［１０］实验发现，针刺大陵能诱导

急性心肌缺血家兔心肌细胞 ＶＥＧＦ的表达，有助于促进血管舒
张、抑制血栓形成、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张晋等［５］研究

发现曲泽与大陵相配能够调畅情志，适用于冠心病合并负性情

绪的常规治疗。并提出对此可采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

现代临床实践进行深入研究。这与《针灸大成》中大陵穴治疗

心胸疾病的记载不谋而合。

３．２　神志
大陵穴为心包经的原穴，心藏神，为“君主之官”，具有调

控思维活动的作用，与神志活动密切相关，心包具有抵御外来

邪气的作用，选择大陵穴可以起到镇惊、安神、补益心气之功，

可治外邪侵袭所致的心窍被蒙的癫狂等症。如《针灸大成·

孙真人针十三鬼穴歌》记载：“百病癫狂所为病，针有十三穴须

认……四针鬼心，即大陵，入五分。”“鬼”意指地部阴气，与天

部阳气相对应，而且能治“鬼病”，即现代精神神志系统疾病。

《针灸大成·心脾胃门》中对心痹悲恐、心惊恐、心喜笑的治疗

均选用大陵穴配合他穴。《针灸大成·心邪癫狂门》云：“癫狂

……大陵 ……”“狂言不乐：大陵”。大陵穴五行属土，脾胃收

纳运化失常，水湿内聚成痰，痰湿与火热互结蒙蔽心窍或痰湿

郁久化热、热扰心神，发为癫狂，《针灸大成·八脉图并治症

穴》云：“痰热结胸：列缺、大陵、涌泉”。十三鬼穴对一些发病

突然、行为怪异的精神、神志病症有较好的治疗作用［１１］。由此

可见，大陵穴治疗精神神志疾病的临床疗效早已被中医实践所

证明。孙文珂等［１２］在临床中用大陵穴埋针治疗中风后强哭强

笑具有很好的效果，并且操作简便，可在临床推广应用。袁青

宝等［１３］采用针药结合的方法，其中选取大陵穴以辟秽清窍、益

血养心、通督醒脑、涤痰泻火。华云辉等［１４］在临床观察中发现

靳三针加大陵穴配合五音调式音乐能提高中风后轻中度认知

功能障碍功能的ＭＭＳＥ积分。
３．３　脾胃系

大陵穴五行属土，具有气化脾土中水湿的作用，其主治病

症与脾胃相关。脾胃是中焦气机之枢，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或

素体脾胃虚弱，无力运化，致中焦气机不利，气滞于胃则胃痛。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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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陵穴有梳理经络气机、调和胃气之功，如《针灸大成·痰喘

咳嗽门》云 ：“呕逆：大陵”，《针灸大成·八脉图并治症穴》记

载有针刺：“中脘、大陵、三里、膻中、三阴交以健脾和胃、气化

水湿、通畅条达脏腑原气，使原动力能够正常输出，以缓解痞

满，治疗胃脘伤寒。《针灸大成·治症总要》第１５０条记载有：
“口吐清涎：大陵、膻中、中脘、劳宫”，第１４１条取膻中、中脘、
大陵以治疗胃气上逆所致的呃逆。可见，心系与脾胃系解剖位

置相互邻近，功能上起相互协同的作用，二者通过经络、血脉相

互贯通。梁淑萍等［１５］在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探析中发现大

陵可治胃气不降之呕哕，具有和胃宽胸之效。

３．４　肢体痛
大陵穴为手厥阴心包经输穴，输主“体重节痛”，其对上肢

病证如手痹、臂痛有较好的治疗作用，这同时也体现了腧穴的

近治作用，骨与四肢关节疼痛可取之。如《针灸大成·手足腰

腋门》指出：“肘挛：尺泽、肩
!

、小海、间使、大陵、后溪、鱼际”、

《针灸大成· 八脉图并治症穴》云：“手足麻痹，不知痒痛：太

冲、曲池、大陵、合谷、三里、中渚”“手腕起骨痛，名曰绕踝风：

太渊、腕骨、大陵”，《针灸大成·手足腰腋门》云：“腋肘肿：尺

泽、小海、间使、大陵”，以上均体现了“经络所过，主治所及”。

另《针灸大成·玉龙赋》有记载大肠经支沟、三焦经外关配合

大陵穴以泻火通便、调理三焦气机达到治疗便秘的目的。《针

灸大成·续增治法》云：“实痛宜泻：太冲、太白、太渊、大陵、三

阴交”，遍体疼痛、绕踝风及疼痛无时，多与风邪有关，大陵与

诸穴合用，以达行气祛风止痛之效。《针灸大成·八脉图并治

症穴》取章门、支沟、中脘、大陵、阳陵泉健脾和胃、疏肝利湿以

治胁肋下气块刺痛。《针灸大成·玉龙歌 》有针刺大陵、外关

治疗腹中疼痛的记载。董志强等［１６］依据经络所过，主治所及，

采用补阳泻阴法选取临近穴位以达治疗目的，发现取手厥阴心

包经内关、大陵穴配合手少阳三焦经腧穴治疗腕管综合征具有

良好的临床疗效。蔡承全［１７］观察１２例腕管综合征患者，针刺
大陵配合它穴并配合穴位加灸，总有效率 ９２．００％。井辉明
等［１８］采用大陵穴针刺运动疗法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疗效确

切。吴爽等［１９］取患足对侧的大陵穴，同时嘱患者运动下肢以

使针刺部位产生针感，远近结合，上下呼应，有利于气血疏

通，起到“通则不痛”的目的，以治疗腰椎管狭窄性足跟痛，临

床疗效较好。宓群峰［２０］采用药物注射于大陵穴治疗腕管综合

征８０例，同时配合膏药，其主要功用以温经散寒、活血通络为
主，两者结合治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９５．００％。
王威等［２１］选取患侧大陵、内关治疗腕管综合征，３０例患者治
愈１６例，显效６例，有效４例，无效４例，总有效率８６．６７％，说
明针刺大陵穴有利于损伤的正中神经感觉和运动神经纤维的

修复。刘亚光等［２２］临床观察发现针刺大陵穴配合它穴治疗脑

卒中后手指挛痛临床疗效较好，可恢复患者手指功能，改善生

活质量。

３．５　口臭
口臭主因脾虚湿浊上犯，熏蒸于口舌咽喉所致，或心脾之

火太过，心包经积热日久，灼伤血络所致。大陵穴为心包经输

穴，由于心包属火，大陵属土，在五行中“土为火之子”，根据

“实则泻其子”的原则，大陵穴能清泻心火和脾胃之热，治疗心

脾之火上攻所致的口臭。如《针灸大成·玉龙赋》云：“大陵、

人中频泻，口气全除”，《针灸大成·胜玉歌》云：“遗精白浊心

俞治，心热口臭大陵驱”。大陵穴作为心包经之子穴，能治口

臭。然而口气多为实证，实证采用泻其子穴的治疗方法。因

此，针刺大陵穴可清泻心火、清新口气之功。如《针灸大成·

玉龙歌》云：“口臭之疾最可憎，劳心只为苦多情，大陵穴内人

中泻，心得清凉气自平”。李唯溱等［２３］采用针刺大陵配合劳

宫、内庭治疗３２例口气患者，采用泻法治疗２０ｄ后，总有效率
８１．３％，说明针刺大陵治疗口臭，简单方便，疗效可靠。
３．６　肺系

手厥阴心包经经别“入胸”“循喉咙”，依据“经络所过，主

治所及”，可见大陵穴可治肺系疾患。《针灸大成·诸般积聚

门》记载取大陵配伍尺泽治疗短气，《针灸大成·痰喘咳嗽门》

取大陵配伍曲泽、神门、鱼际、三间、商阳、解溪、昆仑、膻中、肺

俞，治疗上喘、《针灸大成·咽喉门》取大陵配伍颊车、合谷、少

商、尺泽、经渠、阳溪、二间前谷，以治喉痹、《针灸大成· 治症

总要》第８２条先刺大陵穴配伍肺俞、膻中、支沟，复刺风门、三
里、支沟以治疗因而伤风，表里未解所致的肺壅咳嗽，第８３条：
“久嗽不愈：肺俞、三里膻中、乳根、风门缺盆”。可见，大陵穴

常配合它穴治疗肺系及咽喉疾病，其中现代文献少有对其治疗

肺系疾病的记载。

３．７　五官
手厥阴心包经经别入胸中，别三焦，循喉咙，出耳后。全书

少有相应五官疾患的歌诀、辞赋的记载，只有５处描述，《针灸
大成·耳目门》记载：“目赤：目窗、大陵、合谷、液门、上星、攒

竹、丝竹空”，“目痛：阳溪、二间、大陵、三间、前谷、上星”《针灸

大成·头面门》记载：“头肿：上星、前顶、大陵（出血）、公孙”、

“头痛：百会、上星、风府、风池、攒竹、丝竹空、小海、阳溪、大陵

……”，《针灸大成·伤寒门》记载：“身热头疼：攒竹大陵

……”，《针灸大成·鼻口门》记载：“口干：尺泽、曲泽、大陵

……”。吴嘉萍等［２４］研究发现，古人常运用大陵穴治疗喉痹、

嗌痛、目赤、口干、口臭、舌痛、耳聋、耳鸣等，这与现代教材所述

有一定出入，大陵为心包经原穴，能使三焦通达，人体上部火热

之邪可随下焦水液排出，三焦经与心包经相表里，其“从耳后

入耳中”“至目锐眦”，与耳、目关系密切，心包为心之外膜，心

在窍为舌，手少阴心经与咽喉、目、舌关系密切，故大陵可用于

治疗五官病症。

４　结语
综上所述，《针灸大成》中大陵穴在“在掌后横纹中，两筋

间陷中”，有灸三壮、百壮，针五分、六分之别。可归纳为以下

几点：①在掌后横纹中，两筋间陷中，古今定位一致；②大陵穴
以其所在位置、归经、经脉循行及为心包经原穴和输穴的特性，

在临床应用范围广泛，其在《针灸大成》中的主治范围可归纳

为心胸、神志、脾胃、肢体痛、口臭、肺系、五官等疾病；③现代医
学对于大陵穴的研究以临床试验、验案报道多见，而少有关于

大陵穴的基础研究分析，也缺少对大陵穴针刺、艾灸等的量效

研究，提示今后的研究中应重视穴位刺激的量效关系研究及基

础研究，为大陵穴的临床应用提供更有力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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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挖掘探究《新编国家中成药》治疗不寐的组方规律

吴月１，崔友祥２，张梓行３

（１．河北大学，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０；２．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０；
３．华北理工大学，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２１０）

　　摘要：通过收集《新编国家中成药（第３版）》中治疗不寐的中成药，将符合纳入标准的中成药上传至中医传承计算
平台（Ｖ３．０），依据计算平台的计算方法，分析药物的频次、药性、药味等。将符合的中成药处方纳入分析后，结果显示筛
选出治疗不寐的中成药１８４个处方，采用中药３２５味，３２５味中药累计使用频次为１６９６次，其中，中药使用频次较多的药
物：五味子、茯苓、酸枣仁等。统计分析：其中核心药物组合共有２７组，药物关联有１１组，核心药组中两味中药使用频次
较高为“茯苓配伍远志”，三味中药使用频次较高的为“茯苓－酸枣仁－远志”。药性以温性为主，药味多用甘苦，药物归
经多以心肝肾经，补虚药在药物功效中使用最多。通过聚类分析发现，治疗不寐的结构多为酸枣仁汤、天王补心丹两个

中药方剂加减。

关键词：中医传承计算平台（Ｖ３．０）；新编国家中成药；中成药；用药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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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培训项目（国中医药〔２０１９〕３６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第二轮建设项目
（国中医药办人教函〔２０１９〕６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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