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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隆穴定位沿革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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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丰隆穴的位置进行探讨,通过分析针灸古籍、《针灸学》高等教材以及具有影响力的针灸著作,对丰

隆穴的横纵坐标的沿革进行分析,结合现代解剖学知识,提出丰隆穴的定位为小腿外侧,外踝尖上 8 寸,胫骨前肌

与趾长伸肌肌肉相连临界点处,以供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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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隆,足阳明胃经之络穴,以善“化痰”得名[1],临

床应用十分广泛。《太平圣惠方》曾载“穴点以差讹,

治病全然纰缪”,腧穴定位的准确与否与能否发挥其临

床疗效辅车相依。从国标《经穴名称:GB1234—1990》

到国标《腧穴名称与定位:GB12346—2006》,丰隆穴的

横向坐标由“距胫骨前缘二横指(中指)”变为了“条

口(ST38)外侧一横指处”,2021 年国标继续沿用 ST38

外侧一横指处。所以,丰隆穴精确定位为何?出现此类

变化缘由为何?笔者通过对比历代相关记载,从现代解

剖学角度对于丰隆穴定位方法有了更为明确的描述。 

 

1  纵坐标沿革 

随着现代针灸学的发展,腧穴定位的纷争纷至沓

来,武彦在研究中日两国对传统腧穴所属部位的争论

中提到,丰隆穴的定位不统一是由于文献记载不明造

成的[2]。笔者对于古代部分著作进行梳理后,基于表 1

可以看出有关丰隆穴纵向定位描述的部分著作中,对

于丰隆穴的定位是以其与其他穴位的纵向相对位置来

确定的,这其中“条口外上方”“下廉外一寸”以及“上

巨虚上外侧”等多个表述的高度不尽相同,王勇等[3]

认为出现此等定位分歧的原因是不同骨度取穴尺度体

系造成的。所以丰隆穴的纵向定位到底参考哪一标准

值得深思,有关于膝下距离外踝的骨度折量,《灵枢·骨

度》有“膝腘以下至跗属,长一尺六寸”,此处的“跗

属”,杨上善在《太素》中注为“胫骨与跗骨相连之处

曰属也”,现代《中医大辞典》记载为“足上曰附,其

外侧近踝者曰附属”[4],故“跗属”可理解为见今之脚

踝处[5],所以一尺六寸是膝腘以下至外踝的距离;在后

续《黄帝明堂经》中丰隆穴纵向定位为“外踝上八寸,

下廉胻外廉”,此书中下廉的定位为膝下九寸,若以此

番定位,膝以下距离外踝的尺寸达到了一尺七寸;而后

《医心方》记载杨上善注本《明堂经》时又提出“丰

隆”在“下廉”之下,以此为标准,膝以下距离外踝则

超过了一尺七寸。也正是因为一尺六寸与一尺七寸这

两种骨度分寸的差异,导致了后续对于丰隆穴纵坐标

的记载有了多种表述,如明代马莳《黄帝内经灵枢注证

发微》中记载为膝下九寸;嘉靖针灸铜人中的“条口外

上方”(膝下八寸以内);明代吴昆《针方六集》、明代

高武《针灸聚英》、明汪机《针灸问对》中的“下廉外

一寸”(膝下九寸);明代施沛《经穴指掌图》中的“上

巨虚上外侧”(膝下六寸以内);近代赵尔康《中华针灸

学》中的“下巨虚外稍上方”(膝下九寸以内)。在探

讨个中差异时,不免要代入著作的成书年代的历史背

景来看,黄龙祥 [6]认为,此等差异是后人不知个中变故,

为了迁就《灵枢·骨度》与《黄帝明堂经》两书记载

的差异导致的,所以骨度分寸法不必拘泥于后人发挥,

应顺应《黄帝内经》之本意[7]。在现代高等中医院校

以及国标等记载中(表 2),丰隆穴纵坐标从“外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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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寸”变化为了“外踝尖上 8 寸”(国标《经穴名

称:GB1234—1990》开始记载)。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标准中[8]记录为“小腿前

外侧面,胫前肌外侧缘,外踝突出部分上 8 寸”。此处的

“the prominence of the lateral malleolus(外踝

突出部分)”与“外踝尖”不谋而合,而自国标《经穴

名称:GB1234—1990》中“外踝尖”一个“尖”字的增

加,也更凸显了对于丰隆穴这一定位描述的严谨性。故

笔者认为顺应《内经》之骨度分寸法,结合现代教材记

载,丰隆穴的准确“纵坐标”应为外踝尖上 8 寸。 

 

2  横坐标沿革 

由表 1 可见,丰隆穴的横向定位的记载的差异多

在于其与他穴的横向相对位置上,笔者梳理了建国以

来国家标准及高等中医院校教材和较有影响力的针灸

著作中关于丰隆穴的定位(表 2)后发现,在“横坐标”

的描述上,2 版《针灸学》教材出现了“犊鼻与解溪之

间的连线”这一标准,后续教材并未表明此基准线,直

至 2006 国标《腧穴名称与定位:GB12346—2006》才再

次出现了这一连线,2021 年国标经穴定位沿用此基准

点,这样一系列修改是否合适?这种“以上参下”的定

位方法就使得临近参照腧穴的准确性与否变得至关重

要[9]。犊鼻穴的定位为膝前侧,髌韧带外侧凹陷中,因

膝关节处于不同体位时,犊鼻穴的定位会发生移动,其

与解溪的连线自然会发生移动,故临床取穴时需要屈

膝 45°,但这对于膝关节伸屈困难甚至无法自由活动

的患者来说是不适用的,且 45°对于部分患者来说并

不能精确把握。也曾有学者因犊鼻穴的移动性而提出

建议舍弃犊鼻这一基准穴[10],所以,一种不受制于膝关

节伸屈的腧穴定位法是有必要的。 

表 1  古代著作中关于丰隆穴的定位记载 

定位 著作 

足阳明之别,名曰丰隆,去踝八寸 《灵枢·经脉》《千金要方》 

外踝上八寸下廉胻外廉 《黄帝明堂经》 

在外踝上八寸,下廉胻外廉陷者中 《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外台秘要》 

在踝上八寸,下廉下骭外廉陷者中 《医心方》 

条口外上方 嘉靖针灸铜人 

膝下八寸下廉看,膝下九寸丰隆系,却是踝上八寸量,比那下廉外边缀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 

丰隆下廉外一寸 《针灸聚英》《针灸问对》《针方六集》 

上巨虚上外侧 《经穴指掌图》 

从下巨虚复斜向后上行,在外踝上八寸,胻骨外廉陷中 《医宗金鉴》 

下巨虚外稍上方 赵尔康《中华针灸学》 

外踝上八寸,条口穴后方约一寸 《针灸十四经穴位考订》 

基于表 2,建国以来国家标准及高等中医院校教

材和较有影响力的针灸著作中丰隆穴的横向尺寸都是

以条口穴为参照穴,其中不同之处为丰隆穴距离条口

穴的位置,变化为由 1与 2版《针灸学》的“一横指”、

4与 5 版的“1 寸”、6版的“胫骨前缘二横指中指”、

7 版与 8 版的“1 寸,胫骨前嵴外 2 横指处”、9版的“1

寸”,再到 10 版的“一横指处”,这其中,6 版与 8 版

标注了“横指”为“中指”;在国家标准经穴记载中,

由 1990 年的“胫骨前缘二横指(中指)”发展到 2006

年的“条口外侧一横指处”,2021 年沿用此标准。值

得注意的是,国标《经穴名称:GB1234—1990》中指出

条口横坐标为胫骨前缘一横指,故“条口外 1 寸”“条

口外一横指”与“条口外,胫骨前缘二横指”三者本质

上表达同义,但因表述未进行统一,易造成混淆。所以

“1寸”“一横指”“横指(中指)”是否可以画等?在最

新版国标《经穴名称与定位:GB/T12346—2021》中列

出了中指同身寸、拇指同身寸、横指同身寸(一夫法)

三种手指同身寸法,但并未解释“横指”这一指寸定位

衡量标准,但在多个版本的教材中均运用了“横指”来

描述丰隆穴的横向坐标。那么“横指”这一概念为何?

其与教材常用的三种同身寸有何关联?WHO 标准[8]中解

释了此处的“横指”是中指远端指骨的宽度,并指出“此

法需要与中指同身寸区分开来,并仅见于颊车和丰隆

穴的定位”。这一解释使得此处的“横指”有了特定指

代性,且其无法应用于其他有关“横指”或“横指(中

指)”的定位中。故单纯用“横指”两字极易造成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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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混淆,大大影响了定位的准确性。故“条口外一

横指”这一描述是无法等同于“条口外 1寸”,需要对

此处的“横指”指代的是“中指”即中指末节的宽度

加以说明。又不同的手指同身寸是无法实现相互代

替[11],同时,指寸法的理论依据不足,争议之处众多[12],

适用部位无法标准统一化[13],故其定位的准确性远不

及骨度寸以及解剖体表标志。另笔者在临床使用中发

现,手指同身寸的局限性在于部分患者在躺卧姿势无

法实现手指同身寸的衡量,且由于杵状指与风湿类等

疾病导致的手指关节变形情况,使得手指同身寸的实

施大大受限。所以,在“横坐标”中以“横指”此类定

位描述虽然简便,这对于腧穴的准确性来说是远远不

够的。此时,定位准确,取穴方便且符合标准化的解剖

定位值得被重视。 

表 2  建国以来国家标准及高等中医院校教材和较有影响力的针灸著作关于丰隆穴的定位 

时间 著作名称 定位 

1957 南京《针灸学》 外踝上八寸。外踝上八寸胻骨外廉陷中取之 

1961 1 版《针灸学讲义》 外踝上八寸。从条口穴外开一横指处取之 

1964 2 版《针灸学讲义》 
在外踝上八寸,下廉胻外廉陷者中。位于犊鼻与解溪之间的中点,在条口后方

约一横指取之 

1979 4 版《针灸学》 外踝上 8寸,条口穴外 1寸 

1985 5 版《针灸学》 外踝上 8寸,条口穴外 1寸 

1990 《经穴部位:GB12346—1990》 在小腿外侧,当外踝尖上 8寸,条口外,距胫骨前缘二横指(中指) 

1997 6 版《针灸学》 在小腿前外侧,当外踝尖上 8 寸,条口外,距胫骨前缘二横指中指 

2002 7 版《针灸学》 外踝尖上 8寸,条口穴外 1寸,胫骨前嵴外 2 横指处 

2006 《腧穴名称与定位:GB/T12346—2006》 

在小腿外侧,外踝尖上 8寸,胫骨前肌的外缘。犊鼻(ST35)与解溪(ST41)连线

的中点,条口(ST38)外侧一横指处。犊鼻,膝前侧,髌韧带外侧凹陷中,屈膝

45°,髌骨外下方的凹陷中 

2007 8 版《针灸学》 
外踝尖上 8 寸,条口外 1 寸,胫骨前嵴外两横指(中指)处,在趾长伸肌外侧和

腓骨短肌之间,有胫前动脉分支,当腓浅神经处 

2012 9 版《针灸学》 在小腿外侧,外踝尖上 8寸,胫骨前肌外缘;条口旁开 1寸 

2016 10 版《针灸学》 在小腿外侧,外踝尖上 8寸,胫骨前肌外缘;条口旁开一横指处 

2021 《经穴名称与定位:GB/T12346—2021》 

在小腿外侧,外踝尖上 8寸,胫骨前肌的外缘。犊鼻(ST35)与解溪(ST41)连线

的中点,条口(ST38)外侧一横指处。犊鼻,膝前侧,髌韧带外侧凹陷中,屈膝

45°,髌骨外下方的凹陷中 

3  解剖定位 

随着现代解剖学的发展,腧穴定位的准确性大大

提高,同时,对于一些因史料记载流传出现偏差的腧穴,

在解剖学手段下也越发的精确[14]。经络腧穴与人体解

剖学的关系成果也是现代针灸学临床中实现针刺安全,

疗效显著的基础[15]。WHO 标准中也曾特别规定当解剖

标志法不符合指寸时,优先考虑解剖标志法。故笔者认

为丰隆穴的解剖定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面。楼新法

等[16]认为实现腧穴有效刺激的解剖学基础是腧穴部位

处富含丰富血管神经、结缔组织,以及骨、肌、筋膜围

成的孔隙。范郁山等[17]发现筋膜与针刺的“得气”“近

治”“远治”“镇痛”以及“能量学的变化”都有着不

同层次的联系,陈德成[18]研究发现,当针刺至深筋膜层

时,可出现“重感”的针感,这可能是由于深筋膜受人

体自主神经系统支配,针刺至筋膜层后,针感传导速度

较快[19]。研究[20]发现肌筋膜的走形与经脉的走形有一

定的相似性。足阳明胃经在小腿的走向与前表线所包

含肌肉有着一定意义上重合[21]。解剖位置上,丰隆穴位

于小腿前外侧,胫骨前肌的外缘,严振国教授在其所著

《经穴断面解剖图解》指出丰隆穴位于趾长伸肌上,

孙千惠等[22-23]认为胃经的“下循胫外廉”与“下膝三

寸而别”就分别指的胫骨前肌与趾长伸肌,胫骨前肌与

趾长伸肌参与了踝关节稳定和足弓调节,是小腿下肌

群的重要骨骼肌。连文玺等[24]对于胫骨前肌与趾长伸

肌的肌梭进行分析,发现二者的肌梭均靠近腓深神经

入肌点附近。郭少卿等[25]利用现代技术发现小腿前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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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骨脊外侧与胫骨前肌、趾长伸肌等相关肌肉的触发

点牵涉痛区域与足阳明经络脉的分支出现了重合。研

究[26]发现以胫骨前肌深层筋膜和趾长伸肌相连得固有

筋膜为中心的范围内,分布着丰富的结缔组织,这些结

缔组织是针刺时获得最强“得气”感的关键。所以,

笔者认为,丰隆穴应位于胫骨前肌与趾长伸肌两个肌

肉之间的孔隙内,针刺时针尖抵达两肌肉间筋膜时,得

气感最强,该穴效应可最大被发挥。 

 

4  小结 

丰隆作为足阳明胃经的络穴,自古以来不乏文献

对其定位进行记载,但其纵坐标与横坐标都在文献的

传承中出现了多种说法,笔者经过分析发现出现这种

问题的缘由大多为后世学者为了迁就《黄帝明堂经》

与《灵枢·骨度》里的尺寸差异以及“横指”这一概

念的不同运用导致。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解剖学角度,

分析丰隆穴所在肌肉与其作用,认为在两肌肉间的筋

膜即结缔组织处取此穴可最大程度实现针刺效果。综

上所述,笔者认为,丰隆穴在小腿前外侧部,外踝尖上

8 寸,胫骨前肌肉与趾长伸肌之间连接孔隙处。 

参考文献 

[1]  牟东晓,杨峰.追本溯源,穷流知变:“丰隆治痰”考

证[J].中国针灸,2021,41(9):1036-1042,1054. 

[2]  武彦.中日对传统经穴部位的争论及其当代意义[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36(6):71-77,127. 

[3]  王勇,黄龙祥.经穴定位分歧的基本因素[J].针刺研究, 

2008,33(2):139-141. 

[4]  李经纬,邓铁涛,余瀛鳌,等.中医大辞典[M].北京:人

民卫生出版社,1995:1504-1505. 

[5]  孙迪,朱鹏举,陈磊,等.术语学视角下探讨《黄帝内经》

下肢相关术语[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6): 

3302-3306. 

[6]  黄龙祥,黄幼民.针灸腧穴通考[M].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11:244. 

[7]  潘赐明,姜楠,张书涵,等.骨度分寸经纬探源[J].上海

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32(5):4-6. 

[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 

tern pacific. (2008). WHO standard acupuncture point 

location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EB/OL].[2023- 

03-11]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53407. 

[9]  金传阳,张建斌,许骞,等.腧穴理论发展特征分析[J].

针刺研究,2021,46(11):967-972. 

[10] 凌建维.关于足三里穴定位的思考[J].上海针灸杂志, 

2015,34(10):1001-1003. 

[11] 施秀娟,邓钰杰.同身寸定位法研究进展[J].中医文献

杂志,2016,34(4):71-73. 

[12] 方进.指寸定位法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5,21(5):568-570. 

[13] 陈艳焦,徐玉东,刘佳缘,等.骨度、骨度折量分寸与同

身寸及其关系的研究[J].上海针灸杂志,2016,35(4): 

452-456. 

[14] 魏树勤,郭冬艳,周春阳.攒竹穴的解剖标志定位辨

析[J].中国针灸,2022,42(1):96-98. 

[15] 梁栋阳,李向春,马铁明,等.经络腧穴与解剖学关系的

模型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9,27(3):596-597. 

[16] 楼新法,蒋松鹤.穴位的解剖学特征及其分类[J].中国

针灸,2012,32(4):319-323. 

[17] 范郁山,庞瑞康,贺彩,等.基于筋膜学理论探讨针刺效

应的产生机制[J].中医杂志,2021,62(23):2046- 

2050. 

[18] 陈德成.针刺层次与针感的关系[J].中国针灸,2017, 

37(11):1219-1222. 

[19] 和蕊,赵百孝.针感灸感及其感传机制的研究进展[J].

针刺研究,2019,44(4):307-311. 

[20] 刘佳伟,于学平,邹伟.从腧穴定位看经络与肌筋膜的

相关性[J].针灸临床杂志,2021,37(6):97-101. 

[21] 于洋,董宝强,李春日,等.足三阳经筋与肌筋膜链比较

研究[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19(3):173-175. 

[22] 孙千惠,郭玥彤,徐畅,等.关于国标足三里定位取穴之

我见[J].中国针灸,2021,41(12):1331-1332. 

[23] 方烨红,刘帆,崔欢,等.大鼠肌肉伤害性感觉神经元的

形态学及电生理特性[J].解剖学报,2018,49(2):172- 

178. 

[24] 连文玺,段红梅,郝飞,等.C57BL/6 小鼠胫骨前肌和趾

长伸肌肌梭解剖学分析[J].解剖学报,2022,53(2): 

203-209. 

[25] 郭少卿,徐基民,马彦韬,等.基于肌筋膜触发点的研究

探讨针灸穴位和经络本质[J].中国针灸,2021,41(6):  

633-640. 

[26] 伍晓鸣,毛翔,周熙,等.用肌骨超声技术探索针刺足三

里穴“得气”相关的局部组织特征[J].针刺研究,2017, 

42(5):444-448.           收稿日期 2023-0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