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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腧穴主治·国家标准》中妇科病的腧穴分析

徐小茹　王富春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１３０１１７）

摘要　目的：系统总结、整理《腧穴主治·国家标准 ＧＢ／Ｔ３０２３３２０１３》中主治妇科病的腧穴，分析腧穴所属经脉和腧穴所
属部位，为腧穴研究提供依据。方法：人工检索《腧穴主治·国家标准》中主治妇科病的腧穴，对其进行腧穴归经和部位的

分析。结果：《腧穴主治·国家标准》中主治妇科病的腧穴共计７１个；从腧穴所属经脉上看，主治妇科病的经脉以足太阳
膀胱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足阳明胃经、任脉和足太阴脾经为主，其中，足太阳膀胱经的腧穴数最多，为１４个，占腧
穴总数的１９７２％；从腧穴分布部位上看，以下肢部、胸腹部和腰骶部为主，其中腧穴分布主要是在下肢部，共２８个，占腧
穴总数的３９４４％。结论：系统总结《腧穴主治·国家标准》中主治妇科病的腧穴，能够指导腧穴配伍和针灸处方选穴，也
能为妇科病的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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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科病的发病机理是以女性的特殊生理而决定
的，包括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乳房疾病

和妇科杂病等。针灸治疗妇科疾病临床疗效显

著［１］，尤其在选穴与配穴上很有讲究［２］。而《腧穴

主治·国家标准ＧＢ／Ｔ３０２３３２０１３》［３］是国内行业最
高标准，对每种疾病的选穴都经过了严格的考究。

笔者通过对《腧穴主治·国家标准 ＧＢ／Ｔ３０２３３
２０１３》中主治妇科病的腧穴加以整理和归纳，系统总
结主治妇科病的腧穴，并对其进行腧穴归经和部位

的分析，以期指导腧穴配伍和针灸处方选穴，为妇科

病的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检索方法　人工检索《腧穴主治·国家标准
ＧＢ／Ｔ３０２３３２０１３》。

１２　数据统计方法　人工检索《腧穴主治·国家标
准》中主治妇科病的腧穴，人工分类统计妇科病中月

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乳房疾病和妇科杂病

等六大种类，共２５个疾病的腧穴；将２５个疾病的７１
个腧穴按经脉归属统计，得到表１；将腧穴按归属部
位统计，得到表２。
２　结果

经统计，《腧穴主治·国家标准》中记载的主治

妇科病的腧穴共计７１个。其中，主治月经病的腧穴
共计４４个，月经病包括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崩漏；
主治带下病的腧穴共计２３个，带下病包括赤白带下
和带下；主治妊娠病的腧穴有７个，妊娠病主要包括
了难产；主治产后病的腧穴共有１１个，产后病包括
恶露不尽、恶露不绝、产后缺乳和产后诸症；主治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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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疾病的腧穴１６个，乳房疾病包括乳房胀痛、乳癖、
乳痛、乳痈；主治妇科杂病的腧穴共有２４个，妇科杂
病包括妇人腹中包块、妇人阴冷、妇人阴中痛、不孕、

前阴痛、阴痛、阴痒、阴肿、子宫脱垂、子宫下垂。

２１　主治病的腧穴归经统计　见表１。

表１　主治妇科病的腧穴归经统计

妇科病 经脉
腧穴

个数
妇科病 经脉

腧穴

个数

月经病 足少阴肾经 ８ 产后病 任脉 ６
足厥阴肝经 ８ 足阳明胃经 １
任脉 ７ 手太阳小肠经 １

足太阳膀胱经 ７ 足太阳膀胱经 １
足太阴脾经 ４ 足少阳胆经 １
足阳明胃经 ４ 足厥阴肝经

足少阳胆经 ３
督脉 ２

手阳明大肠经 １

带下病 足太阳膀胱经 ８ 乳房 足阳明胃经 ６
任脉 ５ 疾病 足少阳胆经 ４

足少阴肾经 ４ 任脉 １
足厥阴肝经 ３ 手太阴肺经 １
足太阴脾经 １ 足太阴脾经 １
督脉 １ 手太阳小肠经 １

足少阳胆经 １ 足少阴肾经 １
足厥阴肝经 １

妊娠病 足太阳膀胱经 ２ 妇科 任脉 ７
足太阴脾经 ２ 杂病 足少阴肾经 ５
足阳明胃经 １ 足厥阴肝经 ５
足厥阴肝经 １ 足太阳膀胱经 ３
足少阳胆经 １ 足太阴脾经 ２

督脉 １
足阳明胃经 １

表２　主治妇科病的腧穴部位统计

妇科病 经脉
腧穴

个数
妇科病 经脉

腧穴

个数

月经病 下肢部 ２０ 妊娠病 下肢部 ４
腹部 １５ 腹部 １
腰骶部 ８ 上肢部 １
上肢部 １ 肩部 １

带下病 腹部 ９ 乳房 胸腹部 ７
腰骶部 ９ 疾病 下肢部 ６
下肢部 ５ 上肢部 ２

肩部 １

产后病 胸腹部 ７ 妇科 腹部 １０
腰骶部 １ 杂病 下肢部 １０
下肢部 １ 腰骶部 ３
上肢部 １ 头部 １
肩部 １

　　根据表１可知，《腧穴主治·国家标准》中主治
六种妇科病腧穴归属经脉不尽相同，但却也都有规

律可循：结果显示，使用频次较多的主治妇科病的腧

穴主要集中在任脉、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足

厥阴肝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依据每种疾病

的特点也有不同经脉的腧穴能够治疗，例如，能够治

疗产后乳的经验穴少泽，便归属于手太阳小肠经。

２２　主治妇科病的腧穴部位统计　见表２。根据
表２可知，《腧穴主治·国家标准》中主治六种妇科
病腧穴归属部位虽然不尽相同，但仍有规律可循：结

果显示，主治妇科病的腧穴以下肢部和腹部最多，其

次为腰骶部；依据疾病特点，也有不同取穴特点，例

如，子宫脱垂选用具有升举阳气的百会穴。

３　讨论
经统计，《腧穴主治·国家标准 ＧＢ／Ｔ３０２３３

２０１３》中主治妇科病的腧穴共计７１个。
从腧穴归属经脉上，主治妇科病的腧穴主要集

中在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足厥阴肝经、任脉、

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足太阳膀胱经下起于

足，上通于脑，络肾，经别当心入散，其背俞为脏腑之

精气输注于背部的穴位，联系诸经。《素问·热论》

记载：“膀胱经，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

故为诸阳主气也”。《素问·吴注》：“巨阳，太阳。

言其统摄诸阳，为诸阳所宗属也”［４］妇科疾病选取的

腧穴以膀胱经为主，体现了“阴病治阳”的治疗原

则，故用阳气最盛的膀胱经腧穴来治疗妇科疾病；

《河间六书》曰：“妇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间，皆属少

阴；天癸即行，皆属厥阴论之；天癸即绝，乃属太阴经

也。”说明妇女的生理特点与肝脾肾三脏关系密切。

而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

生化之源，妇科疾病的痊愈有赖于精血充足，气血旺

盛。足少阴经经穴肾藏精，主封藏，“任之本在肾”，

“胞络者系于肾”，肾与胞宫、胞脉关系密切。肾气

不足，肾阴亏损或肾阳衰微以致肾阴阳失调，影响冲

任二脉的调节，而致月事不调、崩漏、闭经、不孕诸症

的发生。足厥阴经经穴肝藏血，主疏泄，肝脉环绕阴

器，肝气疏泄太过与不及均可导致妇人诸多疾病。

如《丹溪心法》云：“女子以肝为先天”。脾主运化，

司统血，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妇科经

纶》曰：“妇人经水与乳，皆由脾胃所生”若脾胃功能

衰减，则妇人百病皆生［５］；任脉的功能之一是“主胞

胎”，与生育功能有关，任脉部分腧穴可以治疗生殖

系统疾病。任，即担任，能总任一身之阴经，故有“阴

脉之海”之称，任，还有“妊养”的意思，其脉起于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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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女子具有妊育胎儿的作用［６］。由于妇科病自

身的特点，因此临床上常常选取膀胱经、任脉、肝脾

肾等经脉的腧穴治疗。

从腧穴所属部位上看，治疗妇科的腧穴主要分

布于下肢部，共有２８个，占腧穴总数的３９４４％，这
体现了腧穴的远治作用。根据标本根结理论，四肢

是经脉的“根”和“本”部，因此选取下肢部的腧穴来

治疗妇科疾病。根据经络联系，以及“经脉所过，主

治所及”的取穴原则，在远离病变部位的相关经脉上

取穴［７］有助于疾病的治疗。如治疗痛经常常选取足

太阴脾经的三阴交穴，三阴交穴出自《针灸甲乙

经》，是足三阴经交会之处，统治脾、肝、肾三阴经所

主疾病。《金针王乐亭》云：“三阴交滋阴、健脾、助

阳。为治血之要穴。”临床实践也证明，三阴交穴应

用于妇科较为广泛，可以治疗经、带、胎、产及妇科杂

病，疗效也最稳定。在治疗痛经上，丁玉梅等［８］用温

针疗法作用于三阴交穴治疗５２例原发性痛经患者，
总有效率达９８１％。而实验研究也表明［９］电针“三

阴交”穴后能通过调整血清性激素及下丘脑 βＥＰ
含量变化而调节生殖内分泌，调整自主神经功能紊

乱。三阴交为精血之穴，三阴交能调理三脏功能，气

血充足胞宫得养，益气通脉冲任自调；其次为局部选

取胸腹部和腰骶部，根据“腧穴所在，主治所及”的

取穴原则，妇人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及杂

病之病变部位多在胞宫，因此局部取穴多取下腹部

及腰骶部近于胞宫的腧穴。如治疗痛经常取中极、

水道、次
!

，中极为任脉经穴，膀胱之募穴，胞宫位于

膀胱之后，故中极内应胞宫；水道为足阳明胃经经

穴，在下腹部，当脐中下３寸，痛经多伴有腰骶酸痛，
次

!

位于腰骶部，局部取此三穴，可疏通气血以止腹

痛［１０］。

导师王富春教授总结３０多年临床经验和科研
成果，提出“同功穴”［１１］的新概念，即具有相同主治

功能的一类腧穴。“同功穴”在临床应用上往往能

够达到协同增效的作用。王富春教授认为腧穴配伍

是基于中医理论，在针灸选穴原则的指导下，结合临

床和腧穴主治特性选取两个以上作用相同的腧穴进

行配伍，发挥腧穴的协同增效作用，以达到特定治疗

效果，从而提高临床疗效的一种方法。

笔者人工查阅并总结《腧穴主治·国家标准》

中主治妇科病的腧穴，以期为腧穴研究和针灸临床

及实验研究选穴提供理论依据。导师王富春教授提

出的“同功穴”概念，更是为针灸选穴研究翻开了新

的篇章。笔者选取妇科病这类病症进行了腧穴总

结，但由于妇科疾病种类繁多，腧穴选取没有特殊的

规律，从主治妇科疾病的腧穴频次分析也不能将其

归为“同功穴”，因此，笔者在本文着重分析了《腧穴

主治·国家标准》中主治妇科疾病的腧穴经脉归属

以及部位归属，以期为针灸临床、教学、科研提供强

有力的理论依据，为妇科病的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

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将来妇科疾病“同功穴”研究提

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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