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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贺普仁对穴应用经验撷萃

王桂玲 薛立文

【摘要】 本文总结了贺普仁临床应用对穴的经验。贺老认为:劳宫与照海配伍既滋肾水，又清
心火，有补有清，使水火既济而治愈口腔溃疡;中封与蠡沟为肝经的经穴络穴相配，同经相应，通过
疏调肝经气机、通经活络止痛而治疗前、后阴疾患;心俞与譩譆配伍，同经相应，通过醒脑开窍、镇静
养心安神而治疗癫狂痫等神志病;阳溪与后溪配伍，木火相生，二肠同治，通过清热利湿、杀虫止痒
而治疗肛门瘙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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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普仁( 1926～ 2015) ，首届国医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统医药代表性传承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届首都国医名师。贺老从医 70 余年，

提出并逐渐完善了“贺氏针灸三通法”理论体系，贺老重视
研究穴位，在选穴、配穴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强调用穴在精
不在多，只有明辨腧穴的穴性原理及功效才能少而精地选配
穴位，擅长应用对穴治疗疑难杂症。兹介绍其对穴应用经验
如下。

1 劳宫—照海

1．1 穴性原理
劳宫出自《灵枢·本输》，为手厥阴心包经荥穴，五行属

火，“荥主身热”，心包代心受邪，肝心为母子关系，故针刺劳
宫穴通过泻心包之火而达到泻心胃之热、清肝火的目的［1］。
《针灸甲乙经》记载其“主掌中热”［2］; 《针灸大成》亦云其
“主大小人口中腥臭、口疮”［3］; 《普济方》有云“治大小便血、

衄血不止……大小人口中腥臭”［4］。目前，临床运用此穴除
治疗局部病变外，多用于治疗神志病、中风病及口臭、便秘等
消化系病证［5-10］。

照海出自《针灸甲乙经》［2］，为足少阴肾经穴，补之可滋
补肾阴，滋水涵木，泻之能清退虚热，降火安神［11］。《针灸聚

英·拦江赋》言其治疗“噤口喉风”［12］; 《针灸大成·标幽
赋》云其主治“喉中闭塞”［3］。足少阴之脉入肺，循喉咙挟舌
本。若肺肾阴虚，虚火上炎，可致咽喉疼痛、干咳或咳血。照
海又为八脉交会穴之一，肾经脉气归聚于此而生发阴跷脉，

肾经与阴跷汇合于胸膈、喉咙，针刺照海可滋肺肾之阴而降
虚火。目前，临床常用于治疗目疾、肺系及睡眠障碍等
疾病［13-17］。

心包经属火，肾经属水，水克火，贺老认为劳宫与照海两
穴相配既滋肾水，又清心火，有补有清，刚柔相济，用穴虽少，

却能充分发挥协同治疗作用，常用于治疗口腔溃疡。查阅相
关文献发现，目前临床单用二穴者甚少，多配伍其他穴位治
疗戒断综合征、精神强迫症及复发性口疮等［18-20］。
1．2 验案举隅

患者，女，45岁。主因“口腔溃疡反复发作 7 年”就诊。

患者 7年前因发热而出现口腔黏膜溃烂，经治疗后症状好
转，但经常反复发作，且日渐加重。近日整个口腔呈黄白色
溃疡面，因疼痛而不能说话，不能进食，身体日渐消瘦，眠差，

二便正常。舌质黯红，苔薄白，脉沉细无力。辨证属于素体
虚弱，虚火上炎，耗损阴液。治以养阴清热，泻火祛腐。取
穴:劳宫、照海。刺法:以毫针直刺 0．5～ 0．8寸，先补后泻，先
针照海穴行九六捻转之补法，后针劳宫穴行九六捻转之泻
法。留针 30分钟。针后 4 小时，病人疼痛大减，可进食水，

次日已能说话;二诊后，溃疡面缩小，疼痛轻微;六诊后，溃疡
面痊愈。

按 贺老认为本病可分为虚实两端，虚者多由肾阴不
足，虚火上炎，耗损阴液所致;实者多由心火炽盛，胃火薰蒸，

津亏液耗引起。虽有虚有实，但皆与火有关，虚实之火循经
上炎于口，壅滞口内经络，经气不畅，局部失养，而发生糜烂
溃疡［1］。舌为心之苗，针刺劳宫可泻心胃之火而止口舌疼
痛，取照海可益阴填精，引火下行而口疮可消，一清一补，补
泻兼施，水火既济而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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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封—蠡沟

2．1 穴性原理
中封出自《灵枢·本输》，为足厥阴肝经之经穴，五行属

金，能通达厥阴气血，清泄肝胆，舒筋通络。《医宗金鉴》记
载: “主治梦泄遗精，阴缩，五淋，不得尿，鼓胀瘿气。此穴合
足三里并灸，治行步艰辛。”［21］查阅其他针灸古籍对此穴的
记载较少，现常用于治疗尿路结石疼痛及头痛等［22-23］。

蠡沟出自《灵枢·经脉》，为足厥阴肝经之络穴，一络通
两经，其别走少阳，可沟通肝胆表里两经经气、通利三焦。三
焦为气化场所，亦为水液代谢通道，针刺蠡沟具有疏调肝胆
气机、调畅三焦、化气行滞、通络止痛之功效［24］。《针灸大
成》云其: “主疝痛，小腹胀满，暴痛如窿闭……女子赤白带
下，月水不调，气逆则睾丸卒痛，实则挺长，泻之。虚则暴痒，
补之。”［3］现常用于治疗小便不利、遗尿、月经不调、带下、阴
痒等症［25-30］。

足厥阴经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经言:
“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灵枢·经脉》就记载其病候所主为
“丈夫颓疝”“妇人少腹肿”“遗溺”“闭癃”等。中封及蠡沟
均为足厥阴肝经穴，一为经穴一为络穴。一般来讲，原络配
穴在临床较为常用，而经络配穴鲜有应用，而贺老选穴思路
独特，常取中封、蠡沟作为“对穴”来治疗前列腺肥大、慢性
前列腺炎、外阴白斑、泌尿系结石等泌尿、生殖系统疾病。贺
老认为肝经的经穴与络穴相配，同经相应，同气相求，可进一
步提高疏调肝经气机、通经活络止痛的作用。
2．2 验案举隅

案一:患者，男，38 岁。主因“突发右下腹疼痛 3 天”就
诊。3天前患者突发右下腹疼痛，向会阴部放射，伴血尿，在
外科住院做尿路造影发现右输尿管近膀胱处结石，约 7毫米
大小，经外科消炎止痛等治疗后，症状缓解，但结石未排出。
舌黯，苔白，脉弦。辨证为气机不利，水道不畅，聚而成石，不
通则痛。治以疏通气机，通利排石。取穴: 中封、蠡沟。刺
法:用毫针直刺中封 0．5～0．8寸，平刺蠡沟 0．8～ 1寸，均施用
龙虎交战手法，先补后泻。留针 30 分钟，配合应用关元、水
道、三阴交，并嘱多饮水。次日排出结石一枚。

按 主穴中封、蠡沟都是足厥阴肝经穴位，可疏肝理气、
止痛利尿。配穴水道可通利水道，关元是任脉与足三阴的交
会穴，小肠经的募穴，可补肾益气;三阴交穴可健脾补肾、调
气利水。现代研究表明，针灸可以解除泌尿系平滑肌痉挛，
缓解疼痛，排出结石［23，31］。贺老采用“龙虎交战”手法，先补
阳数九次，后泻阴数六次，针感强烈但不伤正气，针欲泻而先
补，镇痛效果明显，还可提高结石的排出率。

案二:患者，女，58 岁。主因“外阴色白瘙痒 15 年”就
诊。15年前患者出现外阴部颜色变白、瘙痒、起小水泡，破
后则局部疼痛难忍。曾用激光、胎盘组织浆注射液、针灸、中
药外洗及内服中药等，病情略有好转，白斑颜色变深，去年因
爱人患病，情绪波动又诱发外阴瘙痒加重，夜不能寐。舌淡
红，苔薄白，脉沉细。辨证属肝肾不足，气失条达。治以温通

肝肾经脉，调达气机。取穴:中封、蠡沟、阿是穴。刺法:以毫
针直刺中封 0．5～0．8寸，平刺蠡沟 0．8～ 1寸，行九六补法，留
针 30 分钟。以粗火针速刺局部皮肤颜色变白处。二诊后，
患者瘙痒减轻;三诊时，症如前述，加刺血海穴，用补法;四诊
时，白斑减小，皮损处变粉色，瘙痒已除。十诊时，患者近日
吃羊肉多，瘙痒又作，治同前法。十六诊时，患者已 2周内无
瘙痒及疼痛。二十四诊后，患者外阴颜色已变深，诸症消失，
临床治愈。

按 本病因肝肾不足，精血亏虚，肝脉不通，经气不能荣
于外阴所致。从经脉循行看，足厥阴肝经入毛中，过阴器，是
与外阴联系最密切的经脉。故针刺中封、蠡沟调补肝经气
血，畅达气机，并配合火针点刺局部温通经脉，使病变局部得
以濡养而治愈。

3 心俞—譩譆

3．1 穴性原理
心俞出自《灵枢·背俞》，为足太阳膀胱经穴，心的背俞

穴，心气输注之所，“心主神志”，为治心系疾病、神志病之要
穴。《类经图翼》言主治“偏风半身不遂，食噎积结寒热，心
气闷乱，烦满恍惚，心惊汗不出，中风偃卧不得，冒绝发痫悲
泣，呕吐咳血，发狂健忘”［32］; 《针灸大成》记载: “心气乱恍
惚，狂走发痫。”［3］现在临床多用于治疗神志病、心痛、惊
悸等［33-36］。

譩譆出自《素问·骨空论篇》，为足太阳膀胱经穴，其中
云: “譩譆，在背下侠脊旁三寸所，压之令病者呼譩譆，譩譆
应手。”《增订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言: “治腋拘挛暴脉，急行
胁痛，热病汗不出，温疟肩背痛，目眩，鼻衄，喘逆腹胀，肩膊
内廉痛不得俯仰。”［37］

纵观经典古籍及现代文献，譩譆多治疗肩膊痛、热病汗
不出等症，而贺老总结多年临床经验，发现譩譆具有蠲化痰
浊、调达气血、开窍安神、疏通经气的特殊功效［24］，且心俞、
譩譆同属膀胱经穴，同经相应，膀胱经“从巅入络脑”，脑为
元神之府，亦与神志关系密切，故将心俞、譩譆作为“对穴”
广泛运用于癫狂痫等神志病的治疗［38］。对于譩譆穴的定
位，贺老的经验是在第 6 胸椎棘突下旁开 3 寸处，医者以指
按之，若病人有疼痛酸楚感，出现“唏嘘”之声即为此穴［24］。
现代研究证实，针刺心俞、譩譆可改善主观认知下降人群的
认知功能［39］。
3．2 验案举隅

案一:患者，女，29岁。主因“经常自言自语，骂人，举止
异常 2年余”就诊。患者 2年前在外院诊为“精神分裂症”，
经住院治疗已趋平稳，出院后不足 1 年又频繁发作，自言自
语，语无伦次，经常骂人，举止异常，食欲尚可，眠差，二便正
常。舌苔白，有齿痕，脉沉细数。考虑其情志不畅，气血耗
散，致成癫证。治以清心开窍，补益气血。取穴:心俞、譩譆。
刺法:以毫针向脊柱方向斜刺 0．5～ 0．8寸，用九六捻转补法，
留针 30分钟。每周治疗 2次。共针刺治疗 40余次，精神逐
步恢复正常。一年后随访，患者精神正常，并结婚已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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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贺老认为思虑过度，劳伤心脾，阴血暗耗，神无所
主，神明逆乱，可发癫、狂;心脾气结，郁而生痰，痰蒙心窍，则
发痫症，癫狂痫都与“心主神明”功能失常有关，故均可选用
心俞治疗; 另心俞、譩譆均为膀胱经穴，膀胱经“从巅入络
脑”，脑为元神之府，与人的神志亦有密切关系。心俞、譩譆
合用可加强醒脑开窍，镇静养心安神之作用。

4 阳溪—后溪

4．1 穴性原理
阳溪出自《灵枢·本输》，为手阳明大肠之经穴，五行属

火，具有清热祛湿、杀虫止痒、镇静安神、利咽明目、行气止痛
作用［24］。《医宗金鉴》云: “主治热病烦心，瘾疹痂疥，厥逆
头痛，牙痛，咽喉肿痛及狂妄，惊恐见鬼等证。”［21］《铜人腧穴
针灸图经》亦记载其治疗“痂疥”［37］。《针灸甲乙经》云: “虐
寒甚，阳溪主之; 痂疥，阳溪主之。”［2］现在临床常用于治疗
局部病变、咳嗽、鼻炎、目疾、牙痛及荨麻疹等皮肤病［40-44］。

后溪出自《灵枢·本输》，为手太阳小肠经之输穴，五行
属木，具有清利头目、清热利湿、截疟、杀虫止痒之功［2］。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记载其“治疟寒热，目赤生翳，鼻衄耳
聋，胸满，颈项强不得回顾，癫疾臂肘挛急”［37］。《针方六
集》中也有其治疗“痂疥”的记载。现在临床常单用后溪治
疗颈腰椎病、落枕、目疾及咽喉疾病［45-47］; 与他穴配伍治疗
痔疮等［48］。

阳溪是大肠经穴属火，后溪是小肠经穴属木，木火相生，
相辅相成，两穴都有清热利湿、杀虫止痒之功，大小肠与肛门
相连，因此肛门疾病常二肠同治。故贺老常用阳溪、后溪为
“对穴”治疗肛门瘙痒症。
4．2 验案举隅

患者，男，56岁。主因“肛门周围瘙痒 6 年”就诊。病初
起时肛门周围轻微刺痒，曾用高锰酸钾坐浴及服用多种维生
素治疗数月，未见好转，且日渐加重。近 1 年来，瘙痒尤甚。
纳食尚可，夜寐不安，二便调。舌淡红，苔薄白，脉滑。辨证
为湿热下注。治以清热利湿止痒。取穴:阳溪、后溪。刺法:
阳溪毫针直刺 0．8寸，后溪直刺 1寸，用九六捻转泻法，留针
30分钟。首诊后肛周瘙痒明显减轻;二诊后症状继续减轻;
三诊后基本不痒，可正常入睡。共治疗 6次，症状消失。

按 贺老认为引起瘙痒症状的原因多与风邪、湿邪有
关，如外风侵袭、湿热浸淫等。肛门瘙痒多由湿热下注而引
起，大肠湿热之人易感染病虫，阳溪与后溪协同运用可增加
清热利湿，杀虫止痒之功［24］。

5 结语

“对穴”又称“穴对”，是指两个腧穴配合在一起使用其
主治作用相辅相成，临床疗效能进一步提高，早在《针灸大
成》《针灸聚英》《席泓赋》等医籍中已有记载。贺老选用对
穴，取穴虽少而配伍精专，或一清一补，水火既济; 或同经配
伍，同气相求，相辅相成; 或木火相生，二肠同治。贺老临证
治疗思路灵活，针具选择及取穴方法不拘一格，不仅把三通

法运用地炉火纯青，还善用单穴、对穴，贺老认为只有辨证准
当，才能对症下针，进而取得佳效。为提高疗效，贺老常把九
六捻转补泻法运用其中。九六补泻法，是以九六两数为基
数，应用捻转、提插的九六数或九六的倍数作为补或泻的刺
激量，同时还可与针刺深浅( 天部、地部、人部) 相结合所构
成的补泻法［49］。该法在《针灸大全》《针灸聚英》已有记载。
贺老的具体施术为在进针得气后，拇指向前连续捻九次，为
补;拇指向后连续搓六次，为泻。通过九六补泻手法，以激发
感传，促进得气，乃至“气至病所”而获佳效。正如《灵枢·
九针十二原》所云: “刺之要，气至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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