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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依脉定腧”取穴法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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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腧穴是人体脏腑经络之气输注出入的特殊部位，既是疾病的反应点，又是针灸防治疾病的刺

激点，主要存在“静息”和“敏化”两种状态。临床上，笔者结合多年经验总结，依据腧穴在疾病状态下的力

敏效应选取针刺穴位，具体表现为，在对患者进行经络诊察过程中，当应用“循、按、扪、切”等操作手法刺

激到人体某一部位时，会即刻引起患者寸口气口九道脉中病变经脉的脉象发生改变，且该脉象的变化可

随刺激的停止而消失，继续而重现。该现象恰与《易经》“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观点相对应，此外医源于

易，医易本属一家，所以就二者间存在的相似之处，临床可类比应用。本研究结合笔者自身对“寂然不动，

感而遂通”的理解，通过经络诊察刺激患者疾病状态下的敏化腧穴，引起寸口气口九道脉中病变经脉脉象发

生改变的临床实践方式，选取针刺穴位，收效颇著。因此，本研究提出“依脉定腧”的新型取穴方法，指明引

起脉象变化的特殊部位即为患者在疾病状态下的敏化腧穴，是针刺治疗起效的关键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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腧穴是人体脏腑经络之气输注出入的特殊部位，

既是疾病的反应点，又是针灸防治疾病的刺激点[1]；主

要存在“静息”和“敏化”两种状态，静息态腧穴主要存

在于人体健康状态下，而敏化态腧穴则为疾病的反应

点。随着疾病的发生和痊愈，静息态和敏化态的腧穴

之间可发生相互转化，即随着疾病的发生，腧穴由静

息状态转化为敏化状态，而随着疾病的好转或康复，

敏化态腧穴又会转化为静息态[2]。

腧穴敏化理论认为，腧穴敏化的类型诸多，目前

主要包括热敏、力敏、压敏和磁敏等，由于各型敏化态

腧穴均具有对外界适宜的针灸刺激会产生“小刺激，

大反应”治疗效果的临床特点[3]。因此，准确地判断敏

化态腧穴是指导针灸临床选穴和提高针灸疗效的关

键。经络诊察是临床针灸医师最常用的诊疗手段，其

主要通过“循、按、扪、切”等基本操作手法，作用于人

体来帮助医师找寻病变部位，从而对疾病的治疗具有

重要的指导性作用。由于该法主要通过力敏效应作

用于人体，因此，应用此法所确定的疾病反应点即为

患者在病理状态下的力敏腧穴。

1 “依脉定腧”的来源及操作方法

从腧穴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主要经历了“以痛为

腧”，“以络为腧”和“以应为腧”三个历史阶段[4]，本研

究依据笔者自身多年的临床实践发现，临床上有一部

分患者在按照上述三种取穴方法进行针灸取穴治疗

后，疗效欠佳。本研究发现在对患者进行临床经络诊

察过程中，当“循、按、扪、切”等操作手法刺激到人体

某一具体部位时，会立即引起患者寸口气口九道脉中

病变经脉的脉象发生改变，且该脉象的变化可随刺激

的停止而消失，继续而重现。将之与《易经》“寂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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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感而遂通”的思想理念相结合，本课题组认为敏化

腧穴可作为病变经脉的激发点，刺激该点对病变经脉

气血的调节可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治疗作用。由于

经络系统是指导针灸治病的灵魂，是沟通人体脏腑、

表里，调节全身气血、阴阳的免疫和治愈系统。而寸

口气口九道脉是一种可以同时诊察十二经脉和奇经

八脉经脉气血病变，而不同于其他传统脉法的古老脉

法；该脉诊法的要点是依据脉诊过程中脉象的具体变

化情况，判断出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所运行气血的盛

衰变化情况及所属的具体病变经脉。卢喜学[5]教授认

为，该种脉诊法建立于脉诊和穴位触诊基础之上，关

注的是桡动脉周围软组织的异常变化。当某条经脉

有病时，该经脉会被激活，其对应的脉道会显现于寸

口，故在寸口脉可触摸到异常脉象。当感受到寸口病

变经脉的异常脉象后，在本经或他经的相应穴位会出

现开穴反应，所开之穴即是应治疗之穴。笔者有幸曾

求学于卢老，后经多年临床实践观察，验证了寸口气

口九道脉脉诊法的临床实用性，进一步明确了该脉法

能切实有效地指导临床治病。由于患者存在个体差

异性，所患疾病种类及临床表现具有特殊性，所以不

同患者在不同疾病状态下所表现出的敏化穴位各不

相同。因此，为了能较准确的找到敏化腧穴以较好的

提高临床疗效；医师在对患者进行经络诊察的同时，

也对其进行寸口气口九道脉切诊，从而依据指端下寸

口病变经脉脉象在经络诊察前后发生的变化情况来

确定针刺穴位，以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2 临床验案

2.1 头痛案

陈某，男，56岁，因“反复头痛 1余年，复发加重 3
天”于 2019年 5月 1日就诊。症见：自觉头胀痛而眩，

两侧为重，心烦易怒，夜寐不宁，口苦面红，伴两侧胁

肋部胀痛，随烦劳郁怒而加重，心情愉悦可缓解，舌红

苔黄，寸口气口九道脉脉象提示寸口内侧面肝脉异

常。经络诊察：经络诊察至患者双下肢太冲、蠡沟、内

踝尖上 8寸等处时，寸口气口九道脉内侧面肝脉脉象

由弦疾绷紧变得柔和徐缓，当诊察至其他部位时，手

下肝脉脉象又恢复弦疾绷紧状态。辨证：头痛病（肝

阳上亢证）；治法：平肝潜阳息风；治疗：常规针刺双侧

太冲、蠡沟、内踝尖上 8寸等处，留针 30 min，取针后，

患者诉头痛较前已减大半，再次切脉，肝脉较前柔和

徐缓，每日 1次，连续治疗 3次后，患者自觉神清气爽，

已无头痛。

按语：《灵枢·经脉》记载：“肝足厥阴之脉……布

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

会于巅。 [1]”中医学理论认为“肝主疏泄，调畅情志”。

《奇经八脉考校注·气口九道脉》曰：“前部如内者，足

厥阴（肝）也。”[6]依据病案中患者头胀痛而眩，口苦面

红，心烦易怒，伴两侧胁肋部胀痛，随烦劳郁怒而加

重，心情愉悦可缓解，寸口气口九道脉脉象提示寸口

内侧面肝脉脉象为弦疾绷紧状态等症状、体征可诊断

该患者为肝阳上亢型头痛病，且病变经脉主要为肝

脉。《景岳全书·血证》云：“人有阴阳，即为血气。阳主

气，故气全则神旺；阴主血，故血盛则形强。人生所

赖，唯斯而已。”指出了气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

要物质，是机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物质基础；而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则表明了疾病的产生源于人

体脏腑气血失于调和，使得正不胜邪，故变生他病。

中医学认为，疼痛的产生与经脉气血运行障碍引起的

“不通则痛”或“不荣则痛”关系密切[7]。因此，病案中

患者头痛的主要原因是肝经气血运行失常导致脑窍

失于濡养。太冲、蠡沟、内踝尖上 8寸等处均处于肝经

循行路线范围内，经络诊察过程中刺激上述特定部

位，会引起肝脉脉象发生变化，从而表明了刺激该特

定部位可有效地调节肝脉气血。因此，可判断双侧太

冲、蠡沟、内踝尖上 8寸等处为该患者在疾病状态下的

力敏腧穴，对其进行针刺刺激可调节肝脉气血变化，

使得肝脉气血平和、阴阳平衡，头痛得减。

2.2 感冒案

王某，女，36岁，因“肢节酸痛，伴鼻塞、流涕 1天”

于 2019年 5月 2日就诊。症见：恶寒重，发热轻，无汗，

头痛，肢节酸痛，伴鼻塞、流涕，咽痒，咳嗽，痰吐稀薄

色白，口不渴，舌苔薄白而润，寸口气口九道脉脉象呈

现阳维脉脉象。经络诊察：当经络诊察至患者双侧外

关、肩井、风池和风府、哑门等处时，可感知手下明显

的阳维脉脉象逐渐变得模糊不清，终至消失不见；当

诊察至经脉其他部位时，指端下阳维脉脉象又逐渐变

得清晰明显。辨证：感冒（风寒束表证）；治法：散寒解

表；治疗：常规针刺哑门、风府、和双侧外关、肩井、风

池等穴，留针 30 min，取针后，患者肢节酸痛、鼻塞、流

涕、恶寒等，每天 1次，连续治疗 3次后，感冒症状基本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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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阳维脉“维络诸阳”，《难经·二十九难》曰：

“阳维为病，苦寒热。”且有学者解释说：“卫为阳主表，

阳维受邪为病在表，故苦寒热。[8]”《奇经八脉考校注·

气口九道脉》曰：“前部如外者，足太阳（膀胱）也；后部

如内者，足少阴（肾）也；从少阴斜至太阳者，阳维也。”

依据该患者肢节酸痛、鼻塞、流涕、恶寒重、发热轻、无

汗、头痛等寒邪束表的外感症状及寸口气口九道脉提

示的阳维脉象可判断该患者病变经脉为阳维脉，治疗

时当以调理阳维脉气血以散寒解表为法。通过经络

诊察可明确外关、肩井、风池、哑门、风府为患者在风

寒束表型感冒状态下的敏化腧穴，其中外关穴为阳维

脉的络穴，刺之可调节阳维脉气血虚实、盛衰变化；肩

井是全身气血的大关津，刺之可疏通全身气血；风池、

风府为临床常用疏风解表要穴，刺之可疏风解表、散

寒驱邪；哑门属阳脉之海督脉之穴，刺之可扶正祛邪；

因此，针刺上述腧穴可调理全身气血，共奏散寒解表

之功效。

2.3 湿疹案

李某，女，74岁，因“双手背反复出现丘疹伴瘙痒

10余年，加重 1月”于 2019年 3月 20日就诊。症见：见

密集丘疹，皮色稍红，皮温稍高，表面破溃伴有淡黄色

液体流出，丘疹主要沿手背三焦经、大肠经、肺经分

布，瘙痒不适，常随暴饮暴食加重，清淡及少量饮食而

缓解，时感腹胀、腹泻，纳差，精神、睡眠欠佳，大便粘

腻不爽，喜粘马桶，不易冲净，舌尖红，苔厚稍黄腻，

寸口气口九道脉脉象提示肺脉、三焦脉、大肠脉、胃

脉、心脉、冲脉、阴维脉等壅塞不畅，脾脉虚弱无力。

经络诊察：双手背可见密集丘疹，皮色稍红，皮温稍

高，表面破溃伴有淡黄色液体流出，丘疹主要沿手背

三焦经、大肠经、肺经分布；经络诊察至双侧尺泽、外

关、偏历、天枢、大横、内关、足三里、阴陵泉、上巨虚、

下巨虚、丰隆，中脘、巨阙等处时可明显体会到指端

下相关病理脉象逐渐向柔和平稳的正常脉象转变，

停止对上述部位刺激后，指端下的病理脉象又变得

清晰明显。辨证：湿疹（脾虚湿盛证）；治法：健脾祛

湿；治疗：常规针刺双侧尺泽、外关、偏历、天枢、大横、

内关、足三里、阴陵泉、上巨虚、下巨虚、丰隆，中脘、巨

阙，留针 30 min，每日 1次，连续治疗 7次后，手背丘

疹较前明显减少，皮色不红，皮温不高，表面干燥无

渗液，患者自诉瘙痒、腹胀、腹泻、纳差较前显著改

善，睡眠及大便情况较前明显好转；舌尖稍红，苔稍

厚且黄腻，寸口气口九道脉的病理脉象较前柔和通

畅，连续针灸治疗 14天后，手背破溃流液的丘疹已

明显干燥结痂，患者自诉已无瘙痒、腹胀、腹泻、纳

差等症，1月后，电话随访，患者诉手背丘疹已痊愈，

未曾复发、加重。

按语：脏腑阴阳气血失调和脾胃运化失常是湿疹

发病的关键所在，其中，“湿”为主因，风、湿、热三邪相

兼致病，清代《外科心法真验指掌·作痒论篇》说：“因

气血足者，能助育新肉皮肤，畅生易长，充而养之之

故，是美疾也；”[9]指出脏腑气血虚弱是湿疹反复发作、

经久不愈的原因之一。清代《疡医大全·斑疹门》记载:
“胃与大肠之风热亢盛已极，内不得疏泄，外不得透

达，怫郁于皮毛腠理之间，轻则为疹。”[10]清代《外科选

要》曰：“荣气者，胃气也，运气也。荣气为本，本逆不

行，为湿气所坏而为疮疡也。膏粱之变，亦是言厚味

过度，而使荣气逆气，凝于经络为疮疡也。”[11]案例中

该患者暴饮暴食，致食阻中焦，水湿停聚，三焦不通，

终致水液代谢失常。食湿停胃，蕴而化热，湿热怫郁

于皮毛腠理，变生湿疹。饮食失节，伤及脾胃，脾胃

受损，气血生化乏源，故见“血海”空虚，冲脉气血不

足。《难经·二十八难》曰：“阴维维于阴……阴维为病

苦心痛。”心为阳而“部于表”，疮者，营血运行失调，

壅滞逆乱，瘀而化热所致也，故《素问·至真要大论》

曰：“诸痛痒疮，皆属于心。”[12]同时，湿疹的发生还与

肺主“皮毛”的功能失常相关。由于手足三阴经及

任、冲、胃、阴维脉及阴跷脉均交汇于腹部，因此，饮

食停聚中焦也会影响手足三阴经及任、冲、胃、阴维

脉、阴跷脉气血的正常运行，故可感知到该湿疹患者

寸口气口九道脉中肺脉、三焦脉、大肠脉、胃脉、心

脉、冲脉、阴维脉及脾脉、胃脉的病理脉象；由于全身

经脉气血的运行如环无端，因此，针刺与寸口气口九

道脉脉象相对应的敏化腧穴可调节奇经八脉及十二

经脉气血的运行，从而使得气血调和、三焦得疏、湿

疹得愈。

3 讨论

寸口气口九道脉是一种源于《脉经》的古老脉法，

《气口九道脉》曰：“气口之中，阴阳交会，中有五部；前

后、左右，各有所主；上下、中央，分为九道，诊之则知

病邪所在也。”李濒湖曰：“气口一脉，分为九道，总统

十二经并奇经八脉；各出诊法，乃岐伯秘授皇帝之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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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扁鹊推之，独取寸口以决死生，盖气口为百脉流

注朝会之始故也。因此，通过切诊寸口气口九道脉可

初步判断十二经脉及奇经八脉的气血盛衰情况，从而

找到病变经脉。

十二经脉及奇经八脉在寸口的具体分布如下：

“前部如外者，足太阳（膀胱）也；中部如外者，足阳明

（胃）也；后部如外者，足少阳（胆）也；前部如内者，足

厥阴（肝）也；中部如内者，足太阴（脾）也；后部如内

者，足少阴（肾）也；前部中央直者，手少阴（心、手太

阳小肠）也；中部中央直中者，手（厥阴）心主也；后部

中央直者，手太阴（肺、手阳明）也；前部横于寸口丸

丸者，任脉也；三部俱浮，直上直下者，督脉也；三部

俱牢，直上直下者，冲脉也；前部左右弹者，阳跷也；

中部左右弹者，带脉也；后部左右弹者，阴跷也；从少

阴斜至太阳者，阳维也；从少阳斜至厥阴者，阴维

也。”经络诊疗系统认为，疾病的产生与经络系统的

气血运行失常密切相关，其中《奇经八脉考》记录：

“其流溢之气，入于奇经，转相灌溉，内温藏府，外濡

腠理。奇经凡八脉，不拘制于十二正经，无表里配

合，故谓之奇。盖正经犹夫沟渠，奇经犹夫湖泽；正

经之脉隆盛，则溢于奇经。”因此，奇经八脉对十二经

脉气血具有蓄积和渗灌的调节作用，而十二经脉对

奇经八脉也具有补充和调节作用，所以，按照“依脉

定腧”取穴法进行针刺治疗可同时调节全身十二经

脉及奇经八脉的气血盛衰变化，可使全身经脉气血

平和、阴阳平衡。

腧穴能输注脏腑经络气血、加强表里脏腑联系，

既是脏腑经络气血转输出入体表的特殊部位，又是针

刺治疗中反映病症、防治疾病的关键部位。《素问·气

府论》称经穴为“脉气所发”，故刺激相应病变经脉在

疾病状态下的敏化腧穴可调节病变经脉的气血虚实、

盛衰变化；而该刺激产生的调节作用可通过寸口气口

九道脉的脉象变化情况来进行判断。因此，本课题组

认为经络诊察过程中致使寸口气口九道脉脉象发生

变化的诊察部位为患者在生病状态下的敏化腧穴，是

治愈疾病，提高针刺疗效的关键所在。

《易经》记载：“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其原意是指

关注某事物 ,诚到一定程度 ,就能具备感知事物的能

力。由于在理论方面，中医源于《易经》，医易密切相

关，因此，本研究认为该思想理念同样适用于临床针

灸治病，其主要包括两层含义：①专注。由于寸口气

口九道脉综合了十二经脉并奇经八脉的所有脉象，且

各种脉象特点万千、差别甚大，故脉诊时脉象较为复

杂多变，稍不留神，就很难体会到指端下脉象的改变，

无法辨别出病变经脉而导致选穴错误，从而使得针刺

疗效大打折扣。故在对患者进行寸口气口九道脉脉

诊的过程中，诊脉者只有做到专注、用心，才可清楚明

了的感受到指端下脉象的具体变化，进而才能选准治

疗穴位。②“感在腧穴，通在经脉气血”。经络系统是

运行全身气血的调节和感应系统，而敏化腧穴则是开

启该系统的开关。从而，不论以何种方式打开该经络

系统的腧穴开关，均可激活经络系统以发挥调理经脉

气血的作用。由于寸口气口九道脉可感知十二经脉

及奇经八脉的气血变化，且在临床经络诊察过程中，

当“循、按、扪、切”等操作手法刺激到人体疾病状态下

的敏化穴位时，可立即激活经络系统，调节全身气血；

而腧穴对经络系统气血的该种调节作用也会即刻通

过寸口气口九道脉中病变经脉的脉象变化而表现出

来，即“感在腧穴，通在经脉气血”，进而发挥治病

作用。

当前，本研究已把上述对“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的理解与思考通过“依脉定腧”的取穴方式应用到临

床针灸治病当中，已取得了显著疗效，证实了“依脉定

腧”取穴法的临床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也证实了

在经络诊察过程中，力敏腧穴除了具有既往在按压后

会引起疼痛加剧、缓解，可触及到皮下结节或局部有

酸麻胀感等临床特征外，还具有使寸口气口九道脉中

病变经脉脉象发生改变的作用特点。据本课题组多

年的临床实践经验来看，对部分患者具有按压后疼痛

加剧、缓解、可触及到皮下结节或局部有酸麻胀感的

部位进行针刺治疗后，治病疗效并不理想；而以经络

诊察过程中能引起脉象变化的敏化腧穴为主进行针

刺治疗后，患者不适症状往往能得到明显改善。这在

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依脉定腧”取穴法比“以痛为腧”

“以络为腧”和“以应为腧”等取穴方法在取穴的适用

性上更具优势，其可作为一种新的取穴方法来丰富针

灸治病的诊疗系统，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探讨并加以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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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cupoints Select Method Named "Acupoints Judged by Pulse

Condition"

Zhi Na1，Mo Qian1，Yang Shuo1，Yang Chuanjing1，Zhou Xuesong1，Chen Hao1，Si Yuanhong2

(1. Gui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yang, 550025, China；2.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Acupoints are special parts of the organs and meridians of the human body, which are not only the response
points of diseases, but also the stimulated point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Acupoints have two main states: "rest" and "sensitization". Clinically, based on years of experience, the author
selected acupuncture points according to the acupoint's susceptibility effect under the disease state.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pathological meridians of the nine arteries of cunkou qikou in patients will be changed immediately when a certain
part of human body stimulated by some manipulations, such as "follow, press, palpation, cut", and the pulse condition
would disappear or reappear with the stop or continue of stimulation. This phenomenon is exactly corresponding to the
idea of "silence and immobility, feeling and then pass" from the book named YI JING, In addition, YI JING is one of
origin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both of them derived from the same cultural family with many
similarities, which can be applied in clinical aspects by analogy. Combing with own understanding of silence and
immobility,feeling and then pass and practice, it is effective when the author stimulated the sensitized acupoints that can
change the pulse condition of diseased meridians of the nine arteries of cunkou qikou, and be choosed by clinical
practice named meridian diagnosis of the patients. Then, the writer put forward the new method named "Acupoints
judged by Pulse Condi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pecial points that can cause the changes of pulse condition is the
sensitized acupoints of patients, which is the key acupoint to limit the curative effect.
Keywords: Acupoints, The resting state, The sensitive state, Feeling and then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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