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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灸聚英》后溪穴相关条文详细记载了后溪穴的腧穴定位、刺法灸法和临床应用等方面的内容，本文

对《针灸聚英》有关后溪穴的相关条文进行系统研究，总结高氏对后溪穴穴位的特征的理解及经验，以

期提供后溪穴现代临床应用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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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evant articles of Houxi point in “Zhen Jiu Ju Ying” detail the location of Houxi point, acu-
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method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Zhen Jiu Ju Ying” on Houxi point,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
rience of Gao’s treatment of Houxi point, and hope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modern clin-
ical application of Houxi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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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灸聚英》[1]，明嘉靖十六年初刻，全书 4 卷。该书汇集各家针灸学说及医理、歌赋，发其精要，

产其精微，取其精华，会其枢要，编撰而成，为后世针灸学家所尊崇。后溪穴为手太阳小肠经输穴、八

脉交会穴之一、通督脉，其穴性为清心安神、通经活络[2]、清热截疟[3]、舒筋止痛、强壮督脉，为古今

针灸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腧穴之一[4]。后溪穴为手太阳小肠经穴位，此经脉从手走头，贯穿人体上肢背

面尺侧，左右共有 38 穴[5]，为多血少气之经。《针灸聚英》记载：“后溪主疟寒热，目赤生翳，鼻衄耳

聋，胸满，头项强，不得回顾，巅疾，臂肘挛急，痂疥。”《针灸聚英·经脉交会八穴歌》云：“后溪

督脉内眦颈，申脉阳跷络亦通”，后溪作为八脉交会穴之一，通于督脉，又与足太阳膀胱经同气相求，

故又擅长治疗目内眦、颈项、耳、肩膊、小肠及膀胱部位之疾病[6]。下面将对其主要主治病证总结分析，

以期在临床中择其穴性，辨病取穴，获得更好的疗效。 

2. 辨病虚实，择时而针 

《针灸聚英》卷一：“手太阳小肠脉所注为输木，小肠虚补之。”《针灸聚英》卷二：“补用申时，

后溪穴为输木，木生火，虚则补其母。”申时(下午 3 时到 5 时)膀胱经当令，膀胱五行属水，水生木，当

小肠病症为小腹部冷痛、喜温喜按、肠鸣泄泻、夜尿频多、小便清长等虚证时，在下午的 3 时到 5 时取

后溪穴补其母。“泻用未时，小海为合土，火生土，实则泻其子。”未时(下午的 1 时到 3 时)小肠经当令，

小肠五行属火，小海五行属土，火生土，小海为小肠经的子穴，当小肠经实热证，如发热口渴、心烦失

眠、小便短黄等症状时可以在下午的 1 时到 3 时针刺小海穴泻其子。《灵枢·经脉篇》云：“小肠经主

液所生病”，小肠接收经胃初步消化吸收后的水谷之物，并通过人体小肠泌别清浊功能，其精华者变为

水谷精微，其糟粕者变为食物残渣，最后水谷精微被小肠吸收，食物残渣被输送到大肠，小肠在吸收水

谷精微的同时也吸收大量水液，故小肠经主液所生病症。《针灸聚英·百症赋》记载：“阴郄、后溪，

治盗汗之多出也”。《医宗金鉴》曰：“寝汗等症，先砭后溪穴，开通脉道，无不愈矣”。《灵枢·决

气篇》云：“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腠理发泄，

汗出溱溱，是谓津”，津液都是人体内正常的水液，可以相互转化。盗汗即睡眠中汗出，醒后自止。盗

汗之病机即阴阳失调，腠理不固，营卫失和，汗液外泄失常。后溪属于小肠经，汗为心之液，心与小肠

相表相求，里，同气故后溪可以治疗盗汗。周荣福用后溪治疗盗汗 80 例，总有效率为 96.3% [7]。 

3. 后溪申脉，治癫狂痫 

后溪之后，与前相对，指后溪为八脉交会穴之一，后溪与督脉相通，督脉“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

属于脑”，有调整后背督脉气血之功。溪，穴内气血汇聚之所。《针灸聚英·六十六穴阴阳二经相合相生

养予流注歌》曰：“小肠后溪输火，癫痫并项强，目生翳还生，一刺后溪穴，神功妙不轻。”《针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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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拦江赋》曰：“后溪专治督脉病，癫狂此穴治还轻。”癫狂是因先天禀赋不足，饮食失节，情志内

伤，导致阴阳失调，神机逆乱而发病。癫狂为病，与阳跷有关，阳胜则狂，阴胜则癫，狂证则多病起急

骤，表现为打人、毁物、不避亲疏、气力逾常、登高而歌、弃衣而走等重阳证，癫证多表现为精神抑郁、

表情淡漠、神志痴呆、语无伦次等重阴证[8]。西医认为，癫痫是由脑部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的具有反复

性短暂性特点的慢性脑部疾病。《针灸聚英·神应经》记金门及水沟，再兼一穴是申脉，按穴治之载：

“癫疾前谷后溪穴，解溪此疾廖。”《针灸聚英·经脉交会八穴歌》云：“后溪督脉内眦颈，申脉阳跷

络亦通”，后溪为八脉交会穴之一，通于督脉，且督脉为“阳脉之海”统摄全身阳气，而“阳主神也”，

督脉经气的通畅调和是神志正常的前提。小肠经与心 经互为表里，心藏神而主神志，是“五脏六腑之大

主”，心是神形成的生理基础，是保证神志正常的前提[9]。故后溪可以通过督脉濡养脑府、调理神志，

同时可以沟通心经气血、宁心安神，使“形与神俱”，神安则神志病除。后溪为八脉交会穴，与通于阳

跷脉的申脉穴相伍，申脉穴为足太阳膀胱经穴位，足太阳膀胱经、阳跷脉均入络于脑，脑主神志，两穴

配合使用治疗癫狂。迟旭等研究发现后溪穴可以引起扣带回等多处脑内功能区的激活改善该区域功能紊

乱所引起的精神症状[10]。何二帆[11]等同时针刺后溪、申脉穴能显著改善脑血流量，减少血管痉挛，增

强血管弹性，降低血粘稠度，稳定血液内环境，促进微循环，进而调整脑部供血，用以治疗癫痫疾病。

洪东营[12]研究古代针灸治疗癫狂的腧穴配伍规律中后溪的使用频次居前位。李岩[13]研究后溪穴古代的

临床应用中后溪穴单穴治疗癫狂的频数百分比为 9.3%。 

4. 针灸并用，合治疟疾 

《针灸聚英·铜人》：“针一分，留二呼，灸一壮。”高氏认为一分是针灸针的 0.1 寸，一寸为 2.5 
cm，二呼指的是两次呼吸的时间长度，正常情况下平均一分钟是 16 次呼吸，二呼是 7 秒左右的时间，

一壮指的是一个艾炷。《千金》云：“日正午，气注心经，未时注小肠经。”高氏认为未时(下午的一点

到三点)是艾灸后溪穴的最好时间，此时正是气血在小肠经的运行时间。《针灸聚英》记载着后溪对疟疾

的治疗“时疫痃疟–寻后溪”。《针灸聚英·玉龙歌》记载“实行疟疾最难禁，穴法由来未审明，若把

后溪穴寻得，多加艾火及时轻。”疟疾是感受疟邪后，人体邪正交争出现以汗出，头痛，寒战壮热，休

作有时为特征的传染性疾病，多发生于夏秋季。《素问·刺疟》记载：“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

过之则失时也。”高氏在前人的基础上，认为疟疾一般以针刺为主，主穴是大椎、陶道、中渚、后溪、

间使。在针刺时毫针常规针刺，在发作前 2 小时针刺较佳，针刺可留针至既往发作时间已过再出针，在

针刺感应不显时加艾灸，用艾炷隔姜灸，每穴各灸 5~7 壮，每日一次。此法有疏导督脉，和解少阳，祛

邪截疟的作用。有研究称，针灸能促使疟疾患者在疟疾发作前 2 小时，血清补体值显著增加、网状内皮

系统功能改善，抗裂殖性较低且容易抑制或杀死疟原虫。张化楠等艾灸后溪穴治疗麦粒肿，艾灸 3 炷为

1 次，治愈率为 84% [14]。 

5. 循行所过，主治所及 

《针灸聚英·神应经腧穴证治歌》曰：“肩背酸疼治风门，肩井中渚支沟焚，后溪腕骨委中穴，次

第治之病不存。”《灵枢·经脉》记载：“小肠手太阳之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

下膈，抵胃，属小肠。”因小肠经循行过肩，又有肩脉之称，所以可以治疗肩痛，符合“是动则病，咽

痛，颔肿，不可以顾，肩似拔，臑似折。”《针灸聚英·通玄指要赋》曰：“头项痛，拟后溪以安然。”

此是因后溪穴循行所过，主治所及，可以治疗头项强痛。《针灸聚英》记载后溪治“牙齿腮肿喉咽”有

效。《针灸聚英·神应经腧穴证治歌》曰：“肘挛曲泽及肩髃，少海间使与后溪。”《针灸聚英·神应

经腧穴证治歌》曰：“头痛……后溪合谷穴……；耳鸣……后溪腕骨中渚同；鼻有息肉……后溪前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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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强。”因小肠经循行到头，所以可以治疗头面五官病症。苏永忠等采取后溪穴灵龟八法开穴针法联合

当归四逆散治疗神经根型劲椎病，可以显著解除麻木现象，减少痛感，促使颈椎机能康复，抑制炎症反

应，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5]。万兆新[16]的实验也表明采用后溪透刺合谷，能够使脑梗死后四肢肌

张力增高病人的肌张力明显降低，提高肢体功能，显著改善生活质量。因后溪穴为手太阳小肠经的输穴，

“输主体重节痛”，可以治疗痛症。《针灸聚英·百证赋》曰：“后溪、环跳，腿疼刺而即轻。”因环

跳通足少阳胆经、足太阳膀胱经，后溪为手太阳小肠经，两穴同气相求，可以治疗腿疼。因后溪为八脉

交会穴，通于督脉，可以治疗腰背强痛，筋骨痛。林祥军缪刺后溪穴配合运动疗法可以有效疏通腰间经

脉气血，解除急性腰扭伤患者的痛苦，大大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17]。权婧宜等发现后溪还可治疗骨转移

癌痛[18]。 

6. 诸穴配伍，治疥癣疮 

《针灸聚英·神应经腧穴证治歌》曰：“疥癣疮兮曲池攻……大陵合谷后溪同……”《证治准绳·疡

医》曰：“夫疥癣者，均因脾经湿热，及肺气风毒，客于肌肤所引起。风毒之浮浅者为疥，风毒之深沉

者为癣。盖癣则发于肺之风毒，而疥则兼乎脾之湿热而成也。二者皆有细虫而能传染人也。”《医学入

门》云：“疥癣皆因血分燥热，风毒为外因，内外因相合而致病。”《外科启玄》卷一：“疮之一字，

所包括者广矣。虽有痈、疽、疔、疖、瘰疬、疥、癣、疳、毒、痘、疹等分，其名一止大概而言是也。”

疥疮是由疥虫引起的接触性、传染性皮肤病，好发于皮肤皱褶部位，皮损初起为尖针大小的丘疹或水疤，

并可见到隧道，疥虫常埋藏在隧道的一端，多出现在指缝和腕屈面[19]。后溪穴为手太阳小肠经穴位，太

阳经主一身之表，督脉统摄诸阳，后溪通于督脉，可以鼓舞阳气，驱邪外出。《素问·至真要大论》记

载：“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小肠与心相表里，通过“实则泻之”之法，通过泻后溪以泻心火，从而治

疗因心火偏亢导致的瘙痒、疮疡等疾病[20]。赵爱文[21]等研究后溪治疗急性荨麻疹总有效率为 94.6%。

由此可以看出后溪配伍其他穴位还有治疗疥癣疮外科疾病的作用。李慧文[22]等研究后溪配伍其他穴位还

可治疗荨麻疹。 

7. 小结 

根据书中记载，后溪穴多针灸兼施，常用“针一分，留二呼，灸一壮”的手法。根据各种病症的发

展状况和缓急范围，在操作步骤上也要灵活调度，但总体上坚持了“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

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的基本原则。后溪穴在《针灸聚英》基础上的临床运用

范围甚广，可以治疗多种病症，主要还是与其归经、特定穴的性质关系密切，现将其应用规律总结如下：

后溪为手太阳小肠经的腧穴，根据小肠经的循行，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后溪可以治疗肘臂挛急、肩痛、

头项强痛、耳聋目赤等症；根据子午流注，病症虚实，可以在申时针刺后溪治疗小肠经虚证如小腹部冷

痛、喜温喜按、肠鸣泄泻等症，也可以在未时艾灸后溪治疗疟疾；因后溪为八脉交会穴，后溪申脉配伍

治疗癫狂痫等神志病；又因后溪是特定穴，五输穴中的腧穴，可以治疗痛症，而通过针刺后溪穴，不仅

可以激发小肠经经气，发挥其主液的功能，而且可以疏通气血，调和营卫，调整阴阳，使汗出有度，达

到治疗盗汗，汗不出等水液病症的作用。后溪配伍其他穴位还可以治疗疥癣疮外科疾病。综上所述，后

溪穴具有十分丰富的临床应用价值，掌握后溪穴的作用特点，可以在临床上取得良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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