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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腧穴与中药功效的对应研究
———手足少阴经腧穴与中药的对应研究

郭教礼　　杨世忠　　董秀娟
（海南医学院中医学院，海南 海口 ５７１１００）

摘　要：为了系统性探讨中医十二经脉诸多重要腧穴与相关中药之间的对应关系，分别从两者之间的主要

功效和治疗病症等方面加以对照研究，结果证明笔者在业界率先提出的“针药相应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期望通过此项研究的深入进行，能为针灸和中药教学及临床工作带来突破和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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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阴经对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两条经
脉，虽然其各自所包含的腧穴不算太多，但却颇为

重要，因为手少阴经内连心脏，为人体的主宰，号称

君主之官；足少阴经内连肾脏，乃精气内存之处，号

称先天之本［１］。因此，尽最大努力对少阴经的两条

经脉腧穴与相应中药进行对照探讨，则显得更为

重要。

１　手少阴心经腧穴
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对人体而言，具有主血

脉和藏神的重要作用，因而无论在生理、病理、保

健、预防方面，均有非同小可的地位。手少阴心经

起于极泉穴、止于少冲穴，还有青灵穴、少海穴、灵

道穴、通里穴、阴郄穴、神门穴、少府穴七穴，左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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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共计十八穴。在临床上较为常用的腧穴包括少

海、通里、神门、少府及少冲等穴。

少海为手少阴心经之合穴，当屈肘时在肘横纹

内侧端与肱骨内上髁连线中点上，其效用与中药天

麻的作用相当，具有养心安神、平肝熄风功能，主要

用于治疗头痛眩晕、健忘失眠、肘臂疼痛、腋胁不适

及手颤不举等病症；通里为手少阴心经络穴，位于

小臂掌侧，尺侧腕屈肌肌腱桡侧缘，腕横纹上展１

寸处，其临床效用与中药桃仁的功能较为相似，具

有活血、化瘀、通便、止痛之功，主要用于冠心病的

心悸怔忡，中风所致的暴喑、舌强不语及各种外伤

瘀血疼痛等病［２］。

阴郗一穴，为手少阴心经之郗穴，素以治疗冠

心病心绞痛见长，位于小臂掌侧，尺侧腕屈肌肌腱

桡侧缘，腕横纹上展０．５寸处，其效用与中药薤白

的作用相当，除了主治心悸、心痛、暴喑及惊恐之

外，还可治疗神经衰弱、癫痫等病；神门是手少阴心

经的原穴，位于手腕部，腕掌侧横纹尺侧端，尺侧腕

屈肌肌腱桡侧凹陷处，对睡眠障碍症具有肯定的疗

效。如果论其作用，则与中药酸枣仁的功能基本一

致，除了具有良好的治疗失眠功效之外，又有很好

的养心健脑作用，主要用于冠心病所引起的心痛、

心烦、惊悸、怔忡等症，高脂血症及神经衰弱所导致

的健忘、失眠、痴呆、癫狂等病症［３］。

少府为手少阴心经荥穴，位于手部掌面，在第

４掌骨与第５掌骨之间，握拳时小指尖所指之处。

其治疗效用与中药水蛭颇为相近，均有破瘀通络作

用，善治冠心病所致的心悸、胸痛等病症，还对肋间

神经痛及手指挛急疼痛等病症取效神速。少冲为

手少阴心经井穴，位于手小指末节桡侧，指甲角外

展０．１寸处。其作用主要在于清热熄风、宁神醒

脑，与中药牛黄的作用较为接近，临床上主要用于

昏迷急救，同时也善于治疗心悸、心痛、癫狂、胸胁

疼痛及吐血，便血等病症。

总之，心属人体五脏之一，位于肺之下，横隔膜

之上，和现代医学所认识的心脏机能大致相同，是

维持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器官。手少阴心经是维

持心脏功能的核心经脉，一旦出现任何损伤，人体

变会呈现出各种不适的症状，甚至危及生命。因

此，如果心经发生异常变化，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

舒服的感觉，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可以采用刺激

心经上的有关穴位，或相应的药物加以防治，则会

强化功能、减轻症状、消除危险，保护身体。

２　足少阴肾经腧穴

足少阴肾经起于足小趾，斜向脚底到达涌泉

穴，沿人体足部、小腿内侧上行，再沿着大腿内后

侧，通过脊柱入于肾中，又从肾向上，通过肝膈，进

入肺中，沿着喉咙，夹舌根旁，其旁支终于俞府。从

其循行路线可以看出，肾经虽然穴位不多，仅仅２７

个穴位，但却与人体的肾、膀胱、肝、肺等脏腑都有

密切联系，也是与人体脏腑器官联系最多的一条

经脉。

足少阴肾经如果出了问题，人体通常会表现出

口干、舌热、咽喉肿痛、心烦、易受惊吓；另外还有心

胸疼痛，腰、脊、下肢无力或肌肉萎缩麻木，脚底热

痛等症状。就肾经在临床上常用的腧穴而言，包括

太溪、照海、复溜、阴谷、大赫等穴，其养生保健及强

身治病作用非常显著。

足少阴肾经原穴太溪在足内侧，内踝后方，当

内踝尖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其效用与中药熟地黄

的作用相当，具有滋补肝肾、填精补髓的功效［４］，主

要用于治疗慢性肾炎、肾绞痛、失眠、癔病性失语及

足跟痛等病；照海在足内侧，内踝尖下方凹陷处，为

足少阴肾经与阴跷脉的交会穴，其功效与中药玄参

的功能较为相似，具有养阴润燥、清热利咽之功，主

要用于慢性咽炎、咽喉肿痛、美尼尔氏综合及非淋

菌性尿道炎等病的治疗。

复溜为足少阴肾经的重要腧穴之一，在小腿内

侧，太溪穴直上２寸处，跟腱的前方，其作用与中药

胡黄连的功能比较相近，除了具有良好的清退虚热

功能之外，又有很好的解毒作用，主要用于骨蒸潮

热、下肢浮肿、子宫出血、肌肉扭伤及尿路感染等

病［５］；阴谷在窝内侧，当屈膝时，位于半腱肌肌腱

与半膜肌肌腱之间，其效用和中药怀牛膝的作用较

为接近，具有滋补肝肾、祛风除湿及强筋健骨作用，

主治阳痿、小便不利、膝关节炎及颈椎病等病。

大赫一穴，位于人体下腹部，在脐中下４寸，前

正中线旁开０．５寸处。本穴素以治疗男性病见长，

与中药巴戟天的作用相当，主要治疗阳痿、遗精、早

泄、前列腺炎及性冷淡等病，具有补肾壮阳、温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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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等作用。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足少阴肾经对人体具有

颇为广泛的保健及治疗作用，主治泌尿生殖系统、

神经精神方面病症、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某些病

症，以及本经脉所经过部位的病症。如果肾气不

足，人体就会出现早衰现象，肾气强盛则能长寿，在

日常生活中，我们既可以采用按压肾经保健穴位的

方法来发挥相应的养生作用，而且也可以采用作用

接近的中药发挥此类作用，以上通过对它们之间的

功效特点和治疗范围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其中的有

关规律，值得在中医教学、临床之际加以应用，以拓

宽学员的学习兴趣和思路，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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