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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试论《黄帝内经》背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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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俞是临床常用腧穴，也是《黄帝内经》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根据《黄帝内经》对背俞的记载试论其含义、定位、
取穴、主病规律及相关配伍应用等，以期为临床、科研、针灸术语的制订及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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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俞首载于《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并
设《灵枢·背俞》这一专篇进行论述，但篇中只提及

了五脏俞的名称、定位及针灸之法，对背俞的概念、

取穴、主病等论及较少。本文结合《内经》其他章节

及某些名家注解对《灵枢·背俞》进行了分析和总

结，力求能够完整体现背俞的全貌。

１　背俞之含义
背俞在《内经》中多有提及，而其概念及范围在

《内经》中并未完全明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背，脊也。脊，背吕也。然则脊者，背之一端。背不

止於脊。如髀者股外，股不止於髀也。云背脊也，股

髀也。”可知背不仅指背脊部，而是人体后面从肩到

腰的部分。而《说文解字注》解释：“俞，空中木为舟

也”，直译为小木船在空中穿梭游走，与《灵枢·九

针十二原》所说的“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实际上都

是指腧穴而言。所以说“俞”就是腧穴的简称。也

就是《内经》所称的“节”“会”“气穴”“气府”等。那

么背俞就是指人体从肩部到腰部的腧穴。实际上是

否如此，《素问·脉要精微论》曰：“背者胸中之府。”

《灵枢·卫气》言：“气在胸者，止之膺与背俞；气在

腹者，止之背俞”。由此可知，五脏六腑分别居于胸

腹部，而背俞是胸腹营卫之气汇聚之处，也可认为五

脏六腑之气汇聚输注于背俞。而俞又是“神气之所

游行出入也”，因此并非背部所有腧穴都可称为背

俞。背俞的含义就是五脏六腑之气汇聚游行出入之

所。那么背俞都是由哪些穴位组成的？《灵枢·背

俞》曰：“愿闻五脏之俞，出于背者。岐伯曰：肺俞

……心俞……肝俞……脾俞……肾俞……”，这就是

五脏对应的背俞；“六腑俞”在《内经》只略有提及，

并未指明其脏腑对应关系及穴名。王冰注：六腑俞

亦谓背俞也，胆俞……胃俞……三焦俞……大肠俞

……小肠俞……膀胱俞……，注明了六腑俞。其后

由《脉经》补充了六腑俞的穴名及定位。《内经》虽

未对六腑俞有所说明，但提到了“十二脏”，明确了

六腑的范围，在《素问·灵兰秘典论》有：“黄帝问

曰：愿闻十二藏之相使，贵贱何如？岐伯对曰：悉乎

哉问也。请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

者……肝者……胆者……膻中者……脾、胃者……

大肠者……小肠者……肾者……三焦者……膀胱者

……”，张介宾注：藏，藏也。六藏六府总为十二。可

以看出六脏比五脏多出“膻中”一脏。《灵枢·胀

论》亦曰：“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正合心包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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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义。王冰注：膻中者，在胸两乳间，为气之海。张

介宾注：膻中在上焦，亦名上气海，为宗气所积之处。

按十二经表里，有心包络而无膻中。心包之位，正据

膈上，为心之护卫。由此可知心包络这一名称较膻

中更合此脏的生理功能。但《内经》没有提及心包

络的对应背俞。至《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载有：“厥

阴俞二穴……”明确提出了厥阴俞；《针灸聚英》亦

载：“藏府皆有俞在背，独心包络无俞，何也？曰：厥

阴俞即心包络俞也。”也就是说与心包络对应的背俞

是厥阴俞，补足了《内经》十二背俞之缺。

２　背俞之定位
背俞定位在《内经》多篇中数次出现，在《素问

·血气形志篇》描述较为详细，但在《灵枢·背俞》

篇中只有横向定位，并未说明纵向定位，而《素问·

气府论篇》谈到了六腑俞及大致定位范围，未涉及具

体的穴位及其定位。如在《素问·血气形志篇》曰：

“欲知背俞，先度其两乳间，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

半已，即以两隅相拄也。乃举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

上，齐脊大椎；两隅在下。当其下隅者，肺之俞也。

复下一度，心之俞也。复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

角，脾之俞也。复下一度，肾之俞也。”此种度量甚为

粗略，虽然是使用工具进行测量，因随手取用草量，

又用草折成三角形，操作上极易出现误差，多次取穴

时，常导致同一腧穴所取之点不一致，可重复性差；

另外，此法测量穴位仅限于对肺俞、心俞、肝俞、脾俞

及肾俞这五脏俞的定位，对于其他背俞的量法并未

列出，因此应用范围较为局限，基于以上２种原因导
致此法并未在后世广为流传。《灵枢·背俞》亦仅

载五脏背俞定位：“愿闻五藏之俞，出于背者。岐伯

曰：肺俞在三椎之傍，心俞在五椎之傍，肝俞在九椎

之傍，脾俞在十一椎之傍，肾俞在十四椎之傍。”并未

提及六腑俞。在《素问·气府论篇》有：“侠背以下

至尻尾二十一节十五间，各一。五藏之俞，各五。六

府之俞，各六。”亦未列出六腑俞穴名和具体定位，对

此王冰注：六腑俞亦谓背俞也，胆俞在十椎之傍。胃

俞在十二椎之傍。三焦俞在十三椎之傍。大肠俞在

十六椎之傍。小肠俞在十八椎之傍。膀胱俞在十九

椎之傍。后由《脉经》补入胆、胃、大肠、小肠和膀胱

五腑背俞穴名及其定位，由《备急千金要方》补入厥

阴俞及其定位，由《针灸甲乙经》补入三焦俞及其定

位，至此十二背俞定位完备（表１）。但是《灵枢·背
腧》中认为背俞穴是在“椎之傍……皆挟脊相去三

寸所”，而《扁鹊针灸经》的定位却是：“侠脊左右各

一寸半或一寸二分”。历代医书中也各有论点，一系

列的背俞定位之争自《内经》以后始终存在，笔者认

为可以将“椎之傍……皆挟脊相去三寸所”作为大

致定位坐标，勿须纠结其穴位在椎骨的两旁还是椎

骨之下的两旁、椎之傍一寸五分还是一寸二分［１］而

应“欲得而验之，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腧

也。”以此作为背俞的定位标准，按是否效验再进行

确认。

表１　背俞定位及出处

背俞 出处 原文

肺俞 《内经》 “肺俞在三椎之间”

厥阴俞 《备急千金要方》 “厥阴俞，穴在第四椎，两边各相去一寸五分”

心俞 《内经》 “心俞在五椎之间”

肝俞 《内经》 “肝俞在九椎之间”

脾俞 《内经》 “脾俞在十一椎之间”

肾俞 《内经》 “肾俞在十四椎之间”

胆俞 《脉经》 “胆俞在背第十椎”

胃俞 《脉经》 “胃俞在背第十二椎”

三焦俞 《针灸甲乙经》 “三焦俞，在第十三椎下，两傍各一寸五分”

大肠俞 《脉经》 “大肠俞在背第十六椎”

小肠俞 《脉经》 “小肠俞在背第十八椎”

膀胱俞 《脉经》 “膀胱俞在第十九椎”

３　背俞之主病
《灵枢·卫气》言：“气在胸者，止之膺与背俞；

气在腹者，止之背俞。”可知背俞是五脏六腑之气汇

聚游行出入之处，那么调节此五脏六腑之气汇聚游

行出入之处是否可以治疗对应脏腑及其他病证，可

视《内经》如何论述。如《素问·通评虚实论》曰：

“病名曰胆瘅……而口为之苦。治之以胆募俞

……”出现胆病时，用胆募穴日月和胆俞治疗，这也

是五脏俞治疗五脏病的例子。《素问·通评虚实论

篇》还有：“霍乱，刺俞傍五……”。是用胃俞治疗胃

病，也就是用六腑俞治疗六腑病的典型。在《素问·

长刺节论》中说：“迫脏刺背，背俞也，刺之迫脏，脏

会。”王冰注：迫，近。渐近于藏则刺背五藏之俞也。

马莳注：刺五脏之俞在于背者，即肺俞、心俞、肝俞、

脾俞、肾俞也。可知五脏俞主治寒热深重外感之病。

《素问·调经论》曰：“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

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

张介宾注：五藏在内，经隧在外。脉道相通，以行血

气。血气不和，乃生百病。故但守经隧，则可以治五

藏之病。而五脏背俞可以治疗五脏病，故五脏背俞

亦可以调节五脏经脉之气血，使血气和，治百病。

《素问·八正神明》曰：“血气者，人之神……”血气

是人之神的物质基础。而调节气血就能够影响人的

心神，因背俞又可调和气血，使心神开朗。因此可以

说背俞能够治神。根据《内经》所载，背俞可主治五

脏病、六腑病、外感病，可以调气血、通心神。后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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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俞的主治范围亦进行了补充，如《太平圣惠方》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因此对背俞的主治不应局

限在《内经》之中。

４　背俞之灸刺
对于背俞的针灸，在《内经》中有多处提及，如

《素问·骨空论》曰：“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

……”、《素·刺疟篇》曰：“……刺三阳经背俞之血

者。”可见《内经》对针刺和艾灸都较为重视。

据《灵枢·背俞》所载：“……灸之则可，刺之则

不可”，是说背俞可以艾灸，但不可针刺。而在《素

问·长刺节论》说：“迫脏刺背，背俞也”。王冰注：

寒热病气深专，渐近于藏则刺背五藏之俞也。当寒

热之病的病气深入五藏时，可以针刺五藏的背俞穴。

因《内经》一书并非一家一时之言，即使前后论述有

不一致之处，也应结合前后行文加以理解。所以可

知，背俞穴即可以艾灸，又可以针刺。那么对背俞穴

针刺的深度和角度是什么样的呢，根据《华佗传》所

载：“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阿善针术。

凡医咸言背及胸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过四分，而

阿针背入一二寸，巨阙胸藏针下五六寸，而病辄皆

瘳”。对于背部穴位可以直刺深达一、二寸。据研究

古代针灸医籍记载的背俞穴都是浅刺，而高等医学

院校教材《针灸学》《腧穴学》所载背俞穴的针刺深

度虽然较古代有所加深，但依然较临床应用为浅，在

实际临床上针刺深度可以超过以上文献中所载的数

值［２］。值得注意的是，依笔者临床经验，背俞直刺的

临床治疗效果最佳，但并不是针刺深度越深疗效越

好，尤其针刺心俞等部位更不可过深，以防穿过胸壁

筋膜导致气胸，对患者产生不必要的伤害。

５　背俞之配穴
背俞在临床上应用常结合其他腧穴等同时进行

治疗，这些腧穴有的也是背俞、背部腧穴、十二经各

经脉腧穴、甚至有的是非经非穴，笔者将其归纳如

下：

５１　俞募配穴　《灵枢·卫气》曰：“请言气街……
气在胸中，止之膺与背俞；气在腹者，止之背俞。”既

然胸腹之气止之于背俞，那么胸腹营卫之气就可用

背俞来调节。正如《素问·通评虚实论》曰：“病名

曰胆瘅……而口为之苦。治之以胆募俞，治在《阴阳

十二官相使》。”出现胆病时，用胆募穴和胆俞治疗，

这也是《内经》治疗五脏病时首载的俞募配穴法。

然俞募配穴法可如《素问·通评虚实论篇》所言取

穴：“腹暴满，按之不下，取手太阳经络者，胃之募也；

少阴俞去脊椎三寸旁五。”按高世縂所注：腹中卒暴

而满，太阴脾土病也；王冰注：取中脘穴，即胃之募

也；张介宾注：少阴俞，即肾俞也。肾是胃关，故亦当

取之。故知当出现脾病时，取胃募穴中脘和肾俞配

穴治疗。就是说脏病也可取与本经相表里的经脉之

募穴及当关之背俞。不仅仅局限在本经之俞募配

穴。

５２　俞俞配穴　在《内经》中也有采用多个背俞结
合治疗疾病的配穴方法。如《素问·刺疟篇》曰：

“风疟，疟发则汗出，恶风，刺三阳经背俞之血者。”

高世縂注：风疟，因风病疟也。张介宾注：三阳经背

俞之穴，谓足太阳膀胱俞，足阳明胃俞，足少阳胆俞，

皆足太阳经穴。就是采用针刺膀胱俞、胃俞、胆俞出

血来治疗疟疾发作时出汗、恶风的例子。

５３　俞经配穴　俞经配穴是指背俞与本经脉—足
太阳膀胱经上的穴位配合治疗对应脏腑病证。如

《素问·通评虚实论篇》曰：“霍乱，刺俞傍五，足阳

明及上傍三”。丹波元简注：霍乱者……其乱在于肠

胃之间者。王冰注：足阳明，言胃俞也。去胃俞兼取

少阴俞外两傍向上第三穴，则胃仓穴也。就是用胃

俞及足太阳膀胱经上的背部腧穴———胃仓相配，治

疗与胃俞对应的胃部病证的方法。

５４　其他配穴　背俞在《内经》中与腧穴的配合应
用极为广泛，甚至不仅仅局限在与腧穴的配伍，更可

与非穴部位配合治疗疾病。如在《素问·骨空论》

中曰：“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次灸橛骨……

视背俞陷者，灸之。举臂、肩上陷者，灸之。两季胁

之间，灸之。外踝上、绝骨之端，灸之。
"

下陷脉，灸

之。外踝后，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动如筋者，灸

之。膺中陷骨间，灸之。掌束骨下，灸之。齐下关元

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膝下三寸分间，灸之。

足阳明跗上动脉，灸之。巅上一，灸之。”治疗寒热病

时，选取的背俞是有凹陷下去的，其他部位的选取，

有督脉的大椎、百会（王冰注）；肩
#

（王冰注）、京

门、阳辅、侠溪（王冰注）、承筋（王冰注）、昆仑（王冰

注）、天突（王冰注）、阳池（王冰注）、关元（马莳注）、

气街（王冰注）、足三里（王冰注）和冲阳（王冰注）等

穴位，还有骶骨部位以及缺盆骨上的结聚处。据此

可以看出，背俞不但可以和头、肩、胸腹、下肢等部位

的穴位相配，同时还可以与人体的骨骼、肌肉之间的

结聚等部位配合进行艾灸。除脏腑对应的十二背俞

外，足太阳膀胱经还有六对称名为“俞”字的背部俞

穴，分别是：督俞、膈俞、气海俞、关元俞、中膂俞及白

环俞。其中《素问·水热穴论》载有：“治热病五十

（下接第１０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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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发之本，是阳气升之枢机。因其疏泄有权，则通

畅一身之气化，肝左升阳气，上浮化生心肺，再次肺

气藏降于右。《本经疏证》言：“盖肺不得肝胆之阳

上畅，则无以使阴下归，复其升降之常。”［１４］肝升肺

降，清则左升，浊必右降，共同调节着元气的升降运

动。肝木升达，三焦之气化“如雾”“如沤”“如渎”发

挥尽致，升清降浊协调，水精五经并行，如阳春三月，

暖气蒸溽，细雨润泽大地万物。毋庸置疑，现中医认

阴虚燥热甚者为生脉散之治以益气生津，而实质却

在于助益阳气升，敛降之以生津。黄坤载《素灵徽蕴

·消渴解》云“消渴之病，独责之于肝木，而不责之

肺金”［１５］。阳气为人身生命之根本，肝气升发依赖

于阳气之功用。脾肾阳虚，水寒土湿，阳气失根，肝

升之疏泄失藏，肝气脆则善消渴。肝气虚则无力升

发，木郁不达则抑郁不畅、失欢不乐。情志郁怒化

火，初则损耗阴津，久致阳气亏虚。阳虚无能化阴，

阴精则不足生，虚阳敛藏无力，则有阳升太过，阴虚

燥热自生，犹如风中残烛之火。阴虚燥热乃因阳气

不足而现收敛不及、升发太过［１６］。张仲景《伤寒论》

论厥阴病脉证首言“厥阴之为病，消渴……乌梅丸主

之。”厥阴者为“阴尽阳生”，阴极而阳气始生，病有

阳复之不及、太过。阳复不及则为四逆汤类，补益脾

肾之阳助肝气以升，阳复太过者则乌梅丸证，表现为

上热下寒，寒热错杂。探析乌梅丸之组方，乌梅酸涩

而温，敛降有补，敛肝木而助厥阴之气生；附子、干

姜、当归、细辛、蜀椒、桂枝温热之药助补脾、肾、肝之

气，为升阳药；黄连、黄柏性味寒苦为降泄之用，人参

补益五脏之气。如此配伍升降相施，不使阳复升发

太过而致上热下寒。郑钦安谓“消症生于厥阴风木

主气，盖厥阴下水而上火，风火相煽，故生消渴诸

症”［１７］。故此，治以阳气升降使枢机运转，三焦通

畅，清阳有升发，浊气得通降，水道通调，天地氤氲则

枯木逢春，槁禾得雨，消渴也随而消退。

３　结论
中医学基于人一整体之观念，运用升降学说认

识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经过后世医家加以提炼归

纳，概括发展为诸家之论，如六经辨证、脏腑辨证、三

焦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参考诸说，以元气升降之

理皆能条析之，可归圆其说。总之，人体的气机升降

以元气为物质动力，以三焦为运行通道，以四时五脏

为功用体现，注重于肝、脾、肾的气机，不离于三焦、

六经之范围。糖尿病的发病首为阳气虚亏，元气不

足，再次升降失衡，气血津液代谢失常，水精不常布，

表现有脏腑、三焦、六经等气化之病变。因此，立足

元气升降论“水精四布”之宗法辨治糖尿病，并未突

破前人医圣的理论核心。大道至简，万法归一，此不

枉为一种执简驭繁的临床研究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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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俞”，王冰注有：“中膂内俞穴。《灵枢·刺节真

邪》名“中膂”。《内经》对其主治病证也有所涉及，

它们也是对背俞治疗范围的有力补充。其定位及主

治病证等尚待作进一步探讨。

６　结语
本文明确了背俞的含义；补充了《内经》对背俞

定位；理清了《内经》中背俞的主治病证；以及背俞

从最初的禁刺不可妄刺斜刺发展到现在的直刺；
还对背俞在《内经》中的配伍应用进行了总结。为

临床及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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