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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李鼎教授对腧穴的研究与贡献 
 

李余洁 1,高崚 1,高希言 1,2,李薇 1,李玉冰 1,钱佳慧 1,祁尚文 1 

(1.河南中医药大学,郑州 450046;2.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郑州 450003) 

 

【摘要】  李鼎教授(1929—2022)从事针灸临床教学与科研 70 余载,善于运用经典释难解疑,以批判性的思维溯

源导流,对腧穴的应用及主治提出了许多独特思考及见解。李教授潜心研学对针灸学科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该

文就李教授在腧穴研究方面的部分学术思想做出总结,即从穴名的含义对仆参、消泺、膻中、次髎、阴郄、胃脘、

曲差等腧穴的读音进行考辨;从同名穴总结穴位的发展顺序及应用规律;循本溯源,严谨考证天容穴的归经演变

过程;研究华佗夹脊穴的横向定位当旁开 1 寸,纵向定位为第一胸椎至八髎穴,而不包括颈夹脊穴及归经;认为四

关当指十二原而非太冲、合谷;从气血的关系,讨论阴经郄穴、阳经郄穴的作用等;把握腧穴异同,对腧穴主治、

应用及腧穴补泻提出独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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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教授(1929—2022) 我国著名中医针灸学家,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针灸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导师,上海

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传承工作

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名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名师,博

士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是我国高等针灸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经穴研究的先行者,新中国针灸学专业及教材的开拓

者,国家经穴标准主要制定者。李教授出生于中国传统

医学世家,自幼接受中医文化熏陶,从小对针灸产生浓

厚兴趣,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他不仅掌握了传统针

灸技术,还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创造了多种创新疗法,

并以其独特的治疗理念和丰富的临床经验闻名。他善

于运用经典考证穴位,从穴位名称、定位、主治等方面

研究腧穴,现将李教授对腧穴的部分研究总结如下。 

 

1  探讨腧穴读音与名称 

1.1  考辨读音 

每个穴位的名称都有一定的意义,《素问·阴阳应

象大论》[1]:“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指出每个腧穴

名均有丰富的内涵。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有的

腧穴读音发生很大变化。李教授[2]认为使穴名读音有

一个标准,这对于正确把握腧穴主治功能以及开展针

灸教学和经验交流都是非常必要的。 

以仆参穴为例,李教授认为仆参的“参”应读作参

见、参观的“参”[2]。《针灸甲乙经》[3]记载:“仆参

者一名安邪,在跟骨下陷者中,拱足得之,足太阳脉之

所行也,为经。”仆参穴位于昆仑直下,外踝后下方,

跟骨外侧赤白肉际处,据此李教授认为仆参穴在仆人

参见下跪时显露的足跟处,位于足跟外侧,故名。 

消泺穴的“泺”有两个读音,一读作 luò,指水名,

在山东,古名泺水;一读作 pō,指浅水湖,与泊通,原读

入声。该穴名意指三焦经经气在此冷降为地部经水,

为清冷渊穴传来的滞重水湿云气,至本穴后,水湿云气

消解并化雨降地,降地之雨在地之表部形成湖泊,且消

泺穴位置位于上臂伸侧的凹陷部而得名,故应名 pō。 

此外,李教授[2]还对膻中、次髎、阴郄、胃脘、曲

差等腧穴的读音进行考辨。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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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穴读音及释义 

穴位 读音 释义 

膻中 膻音 dàn 意为袒露的胸部,指人体部位,李时珍《奇经八脉考》释音:“膻,音亶,胸中也。” 

次髎 髎音 liáo 意为孔穴,《太素》杨上善注“髎字音聊,空穴也。” 

阴郄 郄音 xì 常与穴位连用,《庄子·养生主》“批大郄”指骨肉之交的空隙,字与隙同。 

攒竹 攒音 Cuán 聚集的意思。本穴上行的水湿之气量小,如同捆扎聚集的竹杆小头一般,故名攒竹。 

曲差 差音 chā “曲”为本穴与督脉曲折相会;“差”为眉冲穴传至本穴,水湿之气再减少至若有若无之状,故名曲差。 

1.2  从穴名看腧穴发展 

李教授认为从名称上可反映出古人是如何认识穴

位的,还可分析出腧穴间的关系[4],而同名穴更能反映

这种联系。李教授指出同名穴的出现有先有后[5],而这

种先后的联系不仅可以体现出穴位之间的关系,还可

以看出腧穴主治的特点、针灸学术的发展过程等[6]。 

李教授提出通过手、足部的同名穴,可窥见腧穴的

出现是由上及下的[4]。以“窍阴穴”为例,其位置在耳、

目孔窍的后(阴)面而得名,故窍阴穴是先有头窍阴穴,

随后又有足窍阴穴。《针灸甲乙经》载:“头痛如锥刺

之……喉痹、舌卷、口干……耳聋鸣,窍阴皆主之。”

说明头、喉、舌、口、耳这些部位和器官的病症可取

足窍阴施治。因两穴同名为“窍阴”,出于由近及远的

治疗联系,皆可治疗头部五官病症,故两穴主治作用也

有一定相似性。李教授认为这是“病在头者取之足”

的经络联系规律在同名穴的联系中的具体说明[4]。 

同样背俞穴也有先后顺序,五脏背俞首先见于《灵

枢·背输》,在《素问·气府论》有六府俞的记载,而

其他背俞穴的出现则更晚。气海俞见于华佗背俞穴中,

关元俞的记载见于宋代的《太平圣惠方》一书中。两

穴功能主治及腧穴定位与腹部的关元及气海极为相似,

但究竟谁先谁后?从位置上看,气海俞与气海位置相近;

再从主治上看,李教授的研究认为气海俞、关元俞具有

气海的主治功能[4],可用于调理气机,强壮腰脊,治疗

妇科疾病。故李教授认为气海俞、关元俞出现是由任

脉的气海、关元发展而来的。 

李教授提出从同名穴可以看出穴位的发展由头到

足、由上肢到下肢[4]。在腧穴治疗作用中可以看出远

近相应、前后相应等治疗规律。 

 

2  探讨腧穴的归经、定位 

2.1  探讨腧穴归经 

李教授通过文献考证了天容穴归经演变过程,从

归属足少阳,到手少阳,最后归为手太阳[5]。根据《灵

枢·根结》《灵枢·本输》的记载,天容穴归于足少阳

胆经,即“足少阳……入于天容、光明也”“……四次

脉,足少阳也,名曰天容。”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3]

记载:“天容,在耳曲颊后,手少阳脉气所发。”指出天

容穴属手少阳三焦经,这一直沿用至唐代,《外台秘

要》[7]将该穴归为手太阳小肠经,即“天容,在耳下曲

颊后,手太阳脉气所发”。北宋《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元代《十四经发挥》、明代《针灸大成》之后,一直沿

用天容穴归小肠经的说法。 

从李教授的研究发现,天容穴的归经可能是一种

误传,《灵枢·本输》中早已明确指出天容穴属足少阳

胆经。《针灸甲乙经》误载本穴归于手少阳三焦经,

《外台秘要》《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记载该穴为小肠

经腧穴,一直误用至今。以至于长久以来用《外台秘要》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归经观点来解释《灵枢》所

提出的经脉循行路线,会出现解释不通的问题。目前关

于天容穴的归经仍有争议,后世学者董广通等[8]受《针

灸释难》影响,从《内经》原文、颈部经脉循行阐释,

亦认为天容穴当归属于足少阳胆经。 

2.2  探讨夹脊穴定位 

针灸学教材记载,华佗夹脊定位在背部后正中线

旁开 0.5 寸。《肘后备急方》[9]引华佗治霍乱法,“夹

背脊大骨穴位中,去脊各一寸”。指出夹脊穴在脊柱旁

开 1 寸。孙思邈在《千金要方》[10]中载:“侠脊骨两边,

相去各一寸”,后被解释为夹脊穴左右相距 1 寸,即椎

间旁开 0.5 寸。李教授认为这是误传,夹脊穴的下方是

脊椎小关节、椎间孔、横突间隙的范围,若是 0.5 寸则

难以刺入大肉中。且《三国志·魏书·华佗传》[11]记

载华佗的学生樊阿“针入背一二寸”,说明若夹脊穴为

脊旁 0.5 寸时难以刺入一、二寸的深度。因此,李教授

认为夹脊穴的位置应为脊柱旁开 1 寸[12]。 

另外,李教授研究《华佗针灸经》发现,华佗将十

八椎至第二十二椎的八髎穴也纳入夹脊穴,可见由第

一胸椎至八髎穴均属于华佗夹脊穴,而近年来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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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夹脊不属于华佗夹脊穴的范畴。据叶明柱等[13]学者

的研究发现颈夹脊最是由 19 世纪的日本学者提出,证

明颈夹脊不属于华佗夹脊穴。 

 

3  探讨腧穴主治作用的异同 

李教授在穴位作用研究中,将功能主治相似的穴

位及距离相近的穴位进行比较,既注重把握穴位之间

的相似性,又善于分辨穴位间的异同。 

3.1  辨主治功能相似的腧穴 

以风池、风府、风门为例[5] ,三穴命名均与“风”

字有关,主治功能也十分相似,均可治疗风邪袭表所致

的鼻塞流涕、头项肩背疼痛等外感证,也可治疗内风妄

动引起的惊厥、抽搐、头晕癫、狂等病[14-15]。三穴虽

同为治“风”要穴,却各有偏重。 

风池偏于治疗肝阳、痰浊等所引起的风气;风府靠

近头部,多用于清利头目、利咽等;风门属于足太阳膀

胱,位于背部靠近肺脏,故善于祛风解表,泄肺热。 

风池穴属足少阳胆经,具有熄风潜阳、聪耳明目的

功效,《玉龙歌》[16]:“偏正头风有两般,有无痰饮细推

观;若然痰饮刺风池,倘无痰饮刺合谷。”因此,李教授

认为风池可治疗“痰饮头风”,如高血压、血管性头痛、

偏头痛等疾患[5]。现代研究亦表明针刺风池可起到改

善大脑血液循环,调节神经递质传递,抑制中枢过度兴

奋的作用[17]。 

李教授解释“府”是聚藏的地方,风府则为风气汇

集之地[5]。风池与风府主治较为相似,两穴同用可加强

祛风之效。但风府靠近头部,内部与舌本及目系相连,

善于治疗脑部及舌咽部病症,如口舌歪斜、语言謇涩

等。现代解剖也发现风府深层有部分纤维随舌咽神经

分布于喉咽部,故可治疗失音、失语及咽喉病变等[18]。 

风门穴又名“热府”,为督脉、足太阳膀胱经交会

穴,出自《针灸甲乙经》[3]中“风眩头痛,鼻不利,时嚏,

清涕自出,风门主之”。《铜人腧穴针灸图经》[19]:“喘

气,卧不安;若频刺,泄诸阳热气,背永不发痈疽。”李

教授认为该穴比其他二穴更善于疏风泻热、宣肺平

喘[5]。风门穴深部为肺脏,可用来治疗外感寒热、咳嗽

气喘等,临床是治疗肺热、肺气不畅引起的急慢性支气

管炎、肺炎、哮喘[20]等疾病的常用穴。 

3.2  辨距离相近的腧穴 

以通里、阴郄、神门为例,三穴同属于手少阴心经,

位置距离较近依次相隔 0.5 寸,均善于治疗心系及神

志疾病。李教授认为三穴主治除了共性外还各有特点。

《通玄指要赋》[16]:“神门去心性之痴呆。”《百症赋》[16]:

“发狂奔走,上脘同起于神门。”由此可见,神门善于

治疗精神类疾病,如抑郁、躁狂等。阴郄可用于养阴安

神收敛浮阳,如《标幽赋》载:“泄阴郄盗汗,治小儿骨

蒸。”通里穴善于治疗惊悸怔忡,《玉龙赋》[16]载:“通

里疗心惊而即瘥。”通里为络穴,具有沟通调和表里两

经气血的功效,故李教授认为通里穴善于治疗惊悸怔

忡伴头晕、声音嘶哑或胃肠道症状的疾病。 

 

4  对常用穴的探讨 

4.1  对四关的认识 

四关最早见于《灵枢·九针十二原》[21]中“十二

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脏”。指出十二原出于四关。

目前大多认为四关即合谷与太冲,但四关仅合谷、太冲

二穴就可治疗五脏之疾吗?李教授认为杨上善的“四关,

四肢也”才是对四关穴的正确解释[5],即四关应是十二

原的总称,合谷、太冲仅为代表。而四关被误认为合谷、

太冲,是如何发生的?李教授认为此误会源于对《标幽

赋》的误读。《标幽赋》[22]:“拘挛闭塞,遣八邪而去

矣;寒热痹痛,开四关而已之。”徐凤解释为治疗邪风、

寒热痹痛应取十二原穴,后附加“十二原出于四关——

太冲、合谷是也。”徐凤列出合谷、四关仅为十二原

中的两穴,以偏概全就会失去原意。杨继洲在《针灸大

成》中沿用了徐凤的注释,并且在《针灸大成》收录了

“四关”穴,即合谷、太冲,这就导致对四关的误用。 

4.2  对原穴的认识 

原穴的出现与原气关系密切[5],原气发于命门,即

《难经·三十六难》[23]载:“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

气之所系也。”后又随三焦散发入五脏六腑,《难经·二

十六难》[23]载:“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主通行三气,经历

五脏六腑,原者三焦之尊号也,故所止辄为原,五脏六

腑之有病也,皆取其原也。”李教授认为原穴可作为一

身五脏六腑之气的代表,即“五脏有疾,当取之十二

原。”其认为古代针灸盛行时期,只说针刺某条经而未

说穴名者,多指原穴,如足太阴脾经指三阴交穴;手阳

明经即指合谷穴等。 

4.3  对郄穴的认识 

郄穴,最早见于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现常将

其主治作用归纳为阴郄穴善治血症,阳郄善治痛症。但

李教授认为此类归法过于笼统,郄穴的主治作用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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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经气血盛衰及经络特点相结合[5],针刺阴郄、阳郄来

调节气血的关系,即阴经的郄穴常善于治疗血分病症,

阳经的郄穴常用于治疗气分病症[24]。如常用的孔最用

于肺热、咯血;中都可用于治疗崩漏;而阳经的郄穴,

如梁丘用于治疗乳胀、胃痛;会宗用于耳聋、气闭等。 

4.4  对井穴补泻的认识 

井穴位于手足指(趾)末端,皮肉浅薄,感觉异常敏

锐具有一定特殊性[22],普通的迎随补泻手法均不适用

于井穴。如何在井穴补泻?李教授认为井穴点刺出血即

为泻[5]。又因为井穴与荥穴有类似的作用,井穴的泻法

也可遵循《难经》所说“当刺井者,以荥泻之”。关于

井穴的补法,李教授认为有两种方法[5],一者浅刺即为

补,《千金方》治失眠刺少泽“一分半,补之”;《千金

翼方》[23]治疗耳聋“针关冲,一分半补之”。二者李教

授认为井穴的补法,可以根据子母补泻的理论补其合

穴,即“若当补井,必当补其合”。如补隐白者,可补阴

陵泉;当补少冲者,可补少海。 

 

5  讨论 

李教授对腧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指出“要澄清这

些问题,首先要从文字上来一番分析、考证,其次才能

文从字顺,结合临床的意义进行理解。”李教授善于溯

本求源,从腧穴的名称含义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把握穴

位作用[25]。正是李教授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才能在学

术上做出巨大贡献,其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值得学习、

传承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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