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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大成》支沟穴临床应用浅析 
王会兵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摘要：目的：对《针灸大成》中关于支沟穴记载进行详细的归纳整理，并结合现代医家的临床应用经验，进一步深入研究支沟穴的穴义，

并为现代针灸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方法：应用中医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支沟穴的腧穴定位、刺法灸法、配伍规律和临床作用进行总结。

结果：支沟穴，位于腕背侧远端横纹上三寸，尺骨与桡骨间隙中点，深层布有前臂背侧皮神经、前臂骨间背侧神经及掌侧神经，是手少阳

三焦经的经穴。常用来治疗脾胃系病病症、肝胆系病症、肢体经络病、妇科疾病、皮肤病、等诸多疾患。 

关键词：针灸大成；支沟穴；刺法灸法；手少阳三焦经；临床应用 

 

《针灸大成》是明代针灸学家杨继洲所著，成书于明万历二十

九年（公元 1610 年），是我国古代针灸医学书籍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针灸专著，也是对明以前针灸学术发展的总结，其涵盖了针灸的理

论基础、脏腑经络腧穴的详细论述、针灸歌赋、各家针法灸法、医

案等丰富的内容，对后世医者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本文对《针灸

大成》中关于支沟穴的定位、刺法灸法、作用和配伍规律的记载进

行了详细的归纳整理，并结合近代医家的临床应用经验，进一步深

入的探索了支沟穴的穴义，为现代针灸提供一定参考。 

1 腧穴定位 

《针灸大成》中，关于支沟穴的定位，有比较详细且基本一致

的论述。《针灸大成•卷二•标幽赋》云“飞虎穴即支沟穴，以手于

虎口一飞，中指尽处是穴也。”《针灸大成•卷三•百穴法歌》：“支沟

腕后三寸闻”《针灸大成•卷七•手少阳经穴主治》也记载了“支沟

一名飞虎，腕后臂外三寸，两骨间陷中。”这与《经络腧穴学》[1]

中的记载基本相同，即在“腕背侧远端横纹上三寸，尺骨与桡骨间

隙中点”。 

2 刺法灸法 

《针灸大成》中有关支沟穴的刺法灸法，各卷疾病不同，描述

不同。如《卷三•肘后歌》曰“疟疾寒热真可畏，须知虚实可用意；

间使宜透支沟中，大椎七壮合圣治。”指的是在得疟疾后，首先应

辨别疾病的虚实，针刺时可以采用间使透支沟的透刺法，并灸大椎

穴宣阳和阴，泻阳火之有余。《针灸大成•卷三•玉龙歌》“脾家之症

最可怜，有寒有热两相煎， 间使二穴针泻动，热泻寒补病俱痊。 间

使透针支沟，如脾寒可灸。”则提到了在治疗脾胃病时，可采用间

使穴透支沟穴，脾胃虚寒时，可施灸法温阳散寒。在《卷七•手少

阳经穴主治》的描述则是“《铜人》针二分，灸二七壮。《明堂》灸

五壮。《素注》针二分，留七呼，灸三壮。”《针灸大成》还记载了

针刺支沟穴的开穴时间，《卷五•徐氏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云

“戊辰气纳三焦脉，经穴支沟刺必痊。”即在子午流注中，按照三

焦经（阳日）气纳三焦的开穴原则，推算出戊日（阳日）的戊辰时

是开三焦经经穴（支沟穴）的时间。除此之外，《针灸大成》中对

三焦经适用的刺法还有“手足三阳，手走头而头走足；手足三阴，

足走腹而胸走手。阴升阳降，出入之机。逆之者为泻、为迎，顺之

者为补、为随。春夏刺浅者以瘦，秋冬刺深者以肥。更观元气厚薄，

浅深之刺犹宜。” 

3 临床应用 

3.1 总论 《针灸大成》对支沟穴的临床应用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卷七•手少阳经穴主治》指出支沟穴“主热病汗不出，肩臂酸重，

胁腋痛，四肢不举，霍乱呕吐，口噤不开，暴喑不能言，心闷不已，

卒心痛，鬼击，伤寒结胸，瘑疮疥癣，妇人妊脉不通，产后血晕，

不省人事。”由此可得知支沟穴涉及的病症范围非常之广，包括脾

胃系疾病、肝胆系病症、肢体经络病、妇科疾病、皮肤病等方面。 

3.2 脾胃系病症 脾胃系病症主要指便秘，是以大便排出困难，

排便周期延长，或周期不长，但粪质干结，排出艰难，或粪质不硬，

虽频有便意，但排便不畅为主要表现的病证[2]。“便秘”病名首见于

《黄帝内经》，与脾胃、小肠、肾有关。如《素问·厥论》曰：“太

阴之厥，则腹满瞋胀，后不利。”《素问·举痛论》曰：“热气留于

小肠，肠中痛，热焦竭，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而手

少阳三焦经“入缺盆，布膻中，散络心包下膈，遍属三焦”。上焦

有肺脏，中焦有脾胃、小肠，下焦有肾、大肠、膀胱。此外，三焦

又为水道，是全身津液上下输布运行的通道，《素问·灵兰秘典论》

云：“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三焦气化失常，水道不利，

可导致津液不下，而成便秘。针刺支沟则能宣通三焦气机，调节肺

脏通调水道功能，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清肃下降，促进大肠传导，

使排便通畅。如《卷三•胜玉歌•杨氏》提到的“筋疼闭结支沟穴”，

筋疼闭结即腹部疼痛，大便燥结，排便困难。《针灸大成•玉龙赋》

亦云“肚痛秘结，大陵合外关于支沟”，《卷三•杂病学法歌•医学入

门》也记载了“大便虚秘补支沟，泻足三里效可拟”。现代临床研

究也证明了支沟穴对便秘的治疗作用。徐莉娜[3]等在对针刺老年人

支沟穴的中枢响应特征研究中，把受试者分为 2 组：试验组针刺左

支沟穴组，对照组针刺左内关穴组，采用血氧水平依赖的功能磁共

振成像技术，在分别针刺左支沟穴、左内关穴时进行大脑皮层区域

扫描，同时与自身未针刺前状态进行对照，结果表明针刺左支沟穴

特异性激活左前扣带回，左额上回，左侧颞叶，这些区域和已知的

功能性胃肠病的大脑响应区域具有一致性。表明了支沟穴的便秘主

治功能与大脑皮层的综合调控有关。《针灸大成》也常将支沟与照

海相配伍，使支沟的宣通三焦气机和照海的滋阴相结合，达到增液

行舟的效果，如《针灸大成•玉龙赋》云“照海、支沟，通大便之

秘”，《针灸大成•玉龙歌》“大便闭结不能通，照海分明在足中，更

把支沟来泻动，方知妙穴有神功”。在穴位配伍时，也会以支沟和

照海穴为基础，结合具体症型，增加其他配穴，如《针灸大成•八

脉图并治症穴》提到“大便艰难，用力脱肛：照海百会支沟”，《针

灸大成•治症总要》第一百十九条：“大便不通：章门照海支沟太白”。

张雯舒等在常规针刺加支沟和照海治疗帕金森病阴虚便秘临床观

察中，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治疗组在对照组常规针刺基础上

加刺支沟、照海穴。结果显示治疗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针刺配合支沟、照海可显著改善患者的

生活质量、粪便性质及排便难度,疗效优于常规针刺治疗。其他医者

在使用支沟穴治疗便秘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如范培用电

针法针刺支沟穴和上强穴治疗盆底失弛缓综合征所致便秘（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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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付新求采用支沟穴埋线治疗功能性便秘疗，在治疗后排便频

率、排便时间、排便费力程度等具有改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 84%，

可见支沟穴治疗便秘简便有效，值得推广；张智龙等采用多中心、

随机对照的方 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采用电针支

沟穴方法，对照组则电针相近位置的非穴点，结果显示电针支沟穴

能明显改善便秘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结肠传输时间，证明了支沟穴具

有良好的调气通腑作用。 

3.3 胆系疾病  胁痛是以一侧或两侧胁肋部疼痛为主症的病

证。病变脏腑主要在肝、胆，与脾、胃、肾有关。《诸病源候论·胸

胁痛候》曰：“胸胁痛者，由胆与肝及肾之支脉虚......此三经之支脉

并循行胸胁，邪气乘于胸胁，故伤其经脉。邪气之与正气交击，故

令胸胁相引而急痛也。”肝脉布胁肋，胆经循胁里，过季胁，胁肋

部为肝胆经络所过之处，故胁痛多取足厥阴肝经腧穴与足少阳胆经

腧穴。支沟为手少阳三焦经的经穴，对胁痛有特定性的良好的治疗

效果，临床可用来治疗肋间神经痛和跌扑闪挫引起的胁痛。如《针

灸大成•标幽赋》云“胸满腹痛刺内关，胁疼肋痛针飞虎”；《针灸

大成•肘后歌》云：“两足两胁痛难伸，飞虎神灸七分到”；《针

灸大成•玉龙歌》亦云“若是胁疼并闭结，支沟奇妙效非常”，以及

《针灸大成•八脉图并治症穴》中的“中焦痞满，两胁刺痛”；《针

灸大成•胸背胁门》中的“胁痛”和《针灸大成•治症总要》第四十

六条：“胁肋疼痛”都采用了支沟穴来治疗胁痛。运用支沟穴治疗

胁痛时，可采用同名经配穴法和表里经配穴法。《灵枢·厥病》“头

重而痛，先取手少阳、阳明，后取足少阳、阳明”，灵活应用同名

经可交汇灌注之特性治疗疾病，手少阳三焦经与足少阳胆经为同名

经，两经同气相求、同气相通，腧穴配合使用，上下呼应，可通畅

气机，加强疏肝利胆的作用，对胁肋部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根据

《针灸大成•卷五•八脉图并治症穴》记载的“胁肋下痛，起止艰难”、

“脏腑虚冷，两胁痛疼”、“胁下肝积，气块刺痛”和《针灸大成•

治症总要》第一百十一条记载的“伤寒胁痛”的治疗选穴可发现，

诸胁痛均选取了支沟穴和其同名经的阳陵泉穴以及肝经的章门穴

来治疗。手少阳三焦经和手厥阴心包经为表里经，心包经的经络循

行“循胸出胁”，故支沟穴与心包经穴位配伍也能对胸胁痛起到治

疗作用。如《针灸大成•卷八•诸般积聚门》：“心气痛连胁”和《针

灸大成•卷八•胸背胁门》“胸胁痛”都采用了支沟穴配大陵穴的表

里经配穴法来治疗胁痛。现代徐结宝运用支沟穴放血治疗胸胁痛，

22 例经 1 次治疗后能随意运动，胸胁部无痛感（痊愈）计 15 例，2

次治愈者 7 例；张瑜运用针刺支沟穴治疗胁痛 18 例。 

3.4 肢体经络病 《针灸大成•手足腰腋门》云“肩臂痠重：支

沟”。支沟穴位于尺骨与桡骨间隙中点，深层布有前臂背侧皮神经、

前臂骨间背侧神经及掌侧神经，是手少阳三焦经的经穴，其所属的

手少阳三焦经：“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臑外上

肩”，经脉所过，主治所及，故针刺支沟穴对上肢疾患良好的作用。 

除此之外，《卷八：痹厥门》曰“四肢厥：尺泽、小海、支沟、前

谷、三里、三阴交、曲泉、照海、太溪、内庭、行间、大都”《针

灸大成•手足腰腋门》言“手臂麻木不仁：天井、曲池、外关、经

渠、支沟、阳溪、腕骨、上廉 合谷”；《针灸大成•胸背胁门》也

记载了“肩背痠疼”选取支沟穴，进一步明确了支沟对上肢疾患的

治疗作用。现代临床应用中，支沟穴对上肢疾患的治疗也有良好的

效果。叶文成等在针刺外关、支沟穴治疗脑卒中手痉挛状态临床疗

效观察中，将脑卒中后手痉挛状态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治疗组采用针刺外关、支沟穴结合康复治疗,对照组予单纯康复

治疗。结果表明外关配伍支沟针刺治疗可以明显改善脑卒中患者手

痉挛状态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其效果优于单纯康复治疗。 

3.5 妇科疾病《针灸大成•卷八•妇人门》有云“产后血晕不识

人：支沟 三里 三阴交”，产后血晕是指产妇分娩后突然头晕眼

花，不能起坐，甚则神昏口噤，不省人事的病症。可因产后失血过

多，营阴暴脱，孤阳外泻而血虚气脱导致血晕；或产时感寒，寒凝

血滞，或气虚运血无力，滞而成瘀以至瘀阻气闭之血晕。支沟为手

少阳三焦经之经穴，三焦可通行原气，是一身之气上下运行的通道，

关系到人体的气化作用。《难经•八难》言“气者，人之根本也”，

针刺支沟穴可调节先天之精气和后天水谷精气的输布，激发血液的

生成和运行，起到补气养血和宣通气机以活血的作用。在其他的医

学古籍中，如《针经摘英集•治病直刺诀》：“治产后妇人不省人事：

针刺手少阳经支沟二穴”和《神灸经纶•卷四》：“产后血晕，支沟”

亦提到了运用支沟穴来治疗产后血晕。支沟穴也可用调节月经，《针

灸大成•卷八•妇人门》也记载了“女子月事不来，面黄干呕，妊娠

不成”可针刺支沟穴进行治疗。在现代临床治疗中，张琰等错误！未找到

引用源。陆氏针灸“理气调经法”验案 5 则，记录了将支沟穴与阳陵泉

穴相配伍，以治疗气虚血瘀，脾肾气虚型痛经；李庆玉针灸治疗痛

经 60 例临床观察，也选用了支沟穴来治疗肝郁气滞型痛经。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针灸大成》的记载中，支沟穴又名飞虎穴，位

于腕后臂外三寸，两骨间陷中，以手于虎口一飞，中指尽处是穴也。

针刺时可采用透刺法，灸三到五壮，戊日（阳日）的戊辰时是开穴

时间。临床应用广泛，常用来治疗脾胃系病病症、肝胆系病症、肢

体经络病、妇科疾病、皮肤病、等诸多疾患。其治病机理主要与穴

位的定位、归经、穴性有关。支沟穴位于手少阳三焦经，三焦与皮

肤腠理相通，故能治疗皮肤病；三焦的主要生理功能是运行津液和

通行元气，是水谷之道路，气之终所，关系到人整体的津液输布和

气化，故能治疗脾胃系病症和月经病；支沟穴本身对胁痛的治疗就

具有良好的效果，此外，手少阳三焦经与足少阳胆经为同名经，胁

痛主要为肝胆经之病症，故也可从同名经配穴法的角度来分析支沟

穴对胁痛的治疗作用；三焦经的循行经过上肢，“腧穴所在，主治

所在”，“经脉所过，主治所及”故能治疗上肢疾患。《针灸大成》

中还记载了支沟穴可治疗“鬼击”“双蛊胀”因其内容和临床应用

较少，还需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 沈雪勇，李素荷，刘清国，等.经络腧穴学[M].北京：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2016:8 

[2] 张伯礼，吴勉华，田金洲，等.中医内科学[M].北京：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2017:8 

[3] 徐莉娜,任翱翔,李颖,赵华丽,韩力.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对针

刺 老 年 人 支 沟 穴 的 中 枢 响 应 特 征 研 究 [J]. 老 年 医 学 与 保

健,2018,24(02):164-166+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