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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督脉总领诸经，为经脉之海。高玉瑃教授临证过程中重视督脉选穴，善用督脉对 穴治疗多种疾患，总结了

高玉瑃教授“善用督脉治疗诸疾”的经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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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瑃教授 16 岁起师承家父高季培先生，高

季培老师（1908—1987 年）是燕赵高氏针灸学术流

派创始人，早年先拜京津名医肖龙友、孔伯华为师，

后又拜郭眉臣、王春园门下学习，1955—1958 年曾

任天津中医门诊部副主任、天津中医学校针灸组 组

长、天津中医学院针灸教研组 组 长等，后随天津中

医学院迁至石家庄。高玉瑃教授在长达 60 余年的

临证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针灸临床经验，在家传

的基础之上，精研医典学习创新，提 出重视督脉选

穴，治疗多种疾患的治疗思路。笔者基于“善用督脉

治疗诸疾”的治疗思路，从督脉对 穴配 伍 方面，总结

其功效主治及 其临床应用。

督，本义为观察、审察，《说文》曰：“督，察也”引

申为总督、统率之义，滑伯仁《十四经发挥》言：“督

之为言都也，行背部之中行，为阳脉之都纲。”督脉

主干行于背部正 中，入属于脑。“脑为元神之府”，

“头为诸阳之会”，因此，督脉有督领全身阳气、统率

诸阳经的作用。《素问·骨空论》曰 :“督脉者……少

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

交巔上，入络脑……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

其少腹直上，贯脐中央，上贯心。”根据其循行可见

督脉与冲、任相互交通，下起于胞中，上及 于头脑；

前贯心，后贯脊。且督脉又归于髓海，故正 如王冰所

说：“以其督领经脉之海也。”（《素问·空骨论篇》

注。）督脉不仅是“阳脉之都纲”，还为“经脉之海”，

总领诸经，为十二经之纲领及 动力，调节阴阳，是全

身经络、脏腑气血转输的枢纽[1]。

在其循行分布过程中督脉与各阳经有所交会

的穴位，如手足阳经与督脉交会于大椎穴；阳维脉

交会于督脉的风府穴、哑门穴；还与足厥阴肝经于

巅顶交会于百会穴[2]。带脉约束诸纵行经脉从督脉

(第 2 腰椎)分出；基于督脉的循行规律，本经腧穴主

要用于治疗神志病、头部、腰骶病证及 相应内脏疾

病。此为督脉对 穴的配 伍 应用提 供了理论依据。《庄

子·内篇·养生主》曰:“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

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因此以督脉腧穴为主，

选穴组 方可以治疗诸多疾病，现总结如下。

1 哑门风府，益肾健脑调神志
高玉瑃教授临证时，常 以哑门风府配 伍 发挥益

肾健脑调神志的作用，主要应用于中风和失眠等的

治疗。督脉“贯脊属肾、入属于脑”，《医学衷中参西

录》曰:“脑为髓海，实由肾中真阴真阳之气，酝酿化

合而成，缘督脉上升而贯注于脑。”可见督脉为精气

升降之道路，肾精充养脑髓，赖督脉经气之转输与

灌注上输充于脑。高玉瑃教授认为中风病病位在

脑，脑为“元神之府”，脑髓的充养又赖于肝肾之精

的上乘。故治疗中风病，以调督通脑，滋水涵木为治

疗原则[3]。治疗时强调调督通脑以平阴阳调神机，滋

水涵木以复精髓这一治疗关键，临床应用时以督脉

哑门、风府对 穴配 伍 为主穴，辅以天柱、风池等穴进

行治疗。同时固护中焦脾胃，常 取 中脘、天枢、阴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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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公孙等穴，结合巨刺缪刺，谨察气血盛衰。在疾

病初期，只针健侧，随着患肢气血渐复，则采取 患侧

快针、健侧留针的方法，在中风病恢复初期，留针时

间宜短为 15min，气血渐复后，留针时间增至 20 min。
此外注重下针顺序以针御神，以针调气。在中风恢

复期，进针时从上至下针刺，使亢盛的风阳下行，使

下虚之肝肾得到滋养，出针亦然，而对 于失眠治疗，

高玉瑃教授认为失眠是营卫失和，脾胃不调所致。

确立调督安神，健脾和胃为治疗原则[4]，治疗时首先

针刺天枢、中脘、阴陵泉，健脾和胃以安神之本，继

而针刺哑门、风府、百会、神庭调整督脉，调和营卫

以安神，最后针刺心肝肾经之原穴，滋水涵木以调

和心神，共同起到调督安神治疗不寐的作用。出针

时注意区分补泻，治疗不寐虚证时采用“补益出针

法”，留针时间宜短（不超过 20 min），针刺和出针手

法宜轻柔，出针时尽量让患者局部产生“后遗感”。

治疗不寐实证时，采用“清泻出针法”，留针时间宜

长（30~60 min），可用重手法、强刺激，针刺期间可反

复施术，保持较强针感。出针时微提 其针，摇大针孔

而随即出针。

督脉行脊里，联系心，入络脑，与心、脑关系密

切，肝肾之精可通过督脉上乘于脑，化为脑髓，故通

过调整督脉直达病所，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故以督

脉哑门、风府对 穴配 伍 为主穴，哑门具有利机关、清

神志的作用，可以通督扶阳、充脑益髓，而中风病患

者常 伴有言语不利等症状，《针灸甲乙经》指出哑门

穴“一名舌横，一名舌厌，在项后,发际宛宛中,入系

舌本，督脉 、阳维之会”，具有开音治哑、治疗失语的

作用, 是不少医家治疗中风后失语的特效穴[5]。《灵

枢·海论》曰:“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

府。”风府具有通调督脉经气的作用，可开窍启闭以

复元神，治疗神志病[6]。

针刺风府、哑门穴虽然疗效显著,但存在针刺意

外等风险。这是由于该两穴位解剖位置在第 1、2 颈

椎棘突之间，其内深面为高位颈髓，紧邻生命中

枢—延髓，针刺过深或不当，会发生意外，针刺过浅

则不能“得气”。故高玉瑃教授强调针刺时必须注意

针尖方向和针刺深度，针刺时嘱患者伏案正 坐位，使

头微前倾，项肌放松，向下额方向缓慢刺入 0.5~1 寸

（同身寸）。针尖不可向上，以免刺入枕骨大孔，误伤

延髓。

2 大椎百会，调和诸阳通络脉
高玉瑃教授临证时，常 以大椎百会配 伍 发挥调

和诸阳通络脉的作用，主要用于面瘫和头痛的治

疗。督脉为“阳脉之海”，有统率诸阳经的作用。而

“头为诸阳之会”，手足三阳经皆上注于面。调理督

脉经气，提 纲挈领，振奋诸阳，可使头面诸经神有所

归，气有所定，达到以调督脉为始，以通经络为终的

治疗目的。高玉瑃教授认为大椎、百会调和诸阳通

络脉，因此治疗面瘫、头痛时常 作为主穴进行配 伍

应用，大椎穴是手足三阳经与督脉的交会穴，《古法

新解针灸学》指出大椎“是督脉之结，统乎三阳而助

卫气”。《针灸穴名解》曰：“可以调益阳气之总纲。”

针剌大椎穴能振奋阳气，疏通督脉，既可益气补虚，

又能通调诸经，从而达到调节阳经气血之功效。百

会与手足三阳、足厥阴交会，《针灸甲乙经》称之为

“三阳五会”，针刺百会补之可温经散寒,泻之可疏通

经络[7]。《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云:“头着，精明之府”

脑为元神之府，头为诸阳之会，针刺百会穴可激发

经气，醒脑开窍[8]。

高玉瑃教授治疗面瘫，以调督通络，健脾和胃

为治疗原则[9]。以大椎、百会对 穴配 伍 为主穴，治疗

时首先以毫针针刺大椎、百会督脉穴位，得气后马

上出针不留针，以调理督脉经气，振奋诸阳，进而使

卫气充盈则六淫之邪不能侵犯经筋经脉，并可宣散

外来之邪。其次针刺天枢、中脘、合谷、足三里重在

调理脾胃，以激发中焦阳气，壮气血生化之源，所谓

“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最后局部选穴、浅刺头面部

丝竹空、承泣、颧髎、地仓、颊车、迎香等穴调整阳明

经筋。如此针刺以引导气血运行，调节气机。调整督

脉振奋阳气从经筋、经脉、脏腑等不同层次调整经

气，实现调督通络治疗面瘫的目标。

治疗头痛时，以调督通络为治疗原则[10]。以大

椎、百会对 穴配 伍 为主穴，“督脉者，起于下极之俞，

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难经·二十八》)，
在治疗时首先选用百会、大椎督脉腧穴调理督脉经

气，直接疏通脑络。再寻得头痛局部痛性筋结，行合

谷刺以掘通阻碍经络气血运行之淤塞。对 于头痛发

作有时者，根据其发作时间，配 以子午流注纳子法

开穴进行治疗；对 于发作无时间特点的顽固性头痛

患者，则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配 合针刺子午流注纳

子法或纳甲法中与病证相和的应时开穴进行治疗。

最后根据头痛部位选取 燕赵高氏经验组 穴进行针

刺：偏头痛患者选择风池、丘墟；前额痛患者选择攒

竹、解溪；后头痛患者选择天柱、昆仑；巅顶痛患者

选择百会、涌泉。针刺时先针刺远道腧穴以“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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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针刺局部腧穴以“脱之”。如此治疗往往能够达到

迅速止痛的效果。

3 至阳膈俞，宣通心阳行气血
高玉瑃教授临证时，常 以至阳膈俞配 伍 发挥宣

通心阳行气血的作用，主要用于心痹和眩晕（高血

压病）的治疗。督脉为“经脉之海”，总领诸经，为十

二经之纲领及 动力，可调节阴阳，为全身经络、脏腑

气血转输的枢纽。

“心痹”即心受邪侵,致血脉、经络、脏腑、气血闭

阻, 不得宣行而发生的以心胸闷痛为主要证候的病

症[11]。孙吉山治疗心痹重视扶助中气，以健脾益肺、

调心通脉为法，认为“胃有生气，则心气当蒸蒸而自

充”[12]。李创鹏等[13]治疗心痹以补肾培土为法，多选

肾经、脾经穴位以求气血充盈，上奉于心，心得其

养，血脉通畅。高玉瑃教授治疗“心痹”，以宣通心

阳，调畅气血为治疗原则。以至阳、膈俞对 穴配 伍 为

主穴，至阳穴，至者，极也。在人体中，横膈以下为阳

中之阴，横膈以上为阳中之阳，至阳穴便是阳中之

阴到达阳中之阳的地方，也就是背部阴阳交关的地

方[14]。因此刺之或灸之或点按督脉中阳气至盛之处

的至阳穴皆可激发督脉经气，振奋胸中之阳气，以

温阳宽胸，缓解不通、不荣之痛。 膈俞《类经图翼》

曰：“此血会也。”是八会穴中的“血会”之穴。因此膈

俞善治血症，主治血分的诸多病症，有活血养血之

功[15]，且其所属的足太阳膀胱经，与督脉相邻，针刺

膈俞、至阳形成“三针齐刺”旨在加强宣通心阳，调

畅气血的作用，齐刺法又称“三刺”，为《灵枢·官针》

“十二刺”之一，其曰：“齐刺者，直入一，傍入二，以

治寒气小深者，或曰三刺，三刺者，治痹气小深者

也。”多用来对 病气所存较小而深的部位进行施治，

以痛证和痹症为主[16]。高玉瑃教授采用齐刺法三针

齐刺，扩大针刺作用范围，使针法直达病所，以疏通

督脉、行气活血，调节脏腑与督脉气血阴阳的平衡。

使气能行血，环流周身，血能养气，血足则气旺。从

而达到宣通心阳行气血的效果。

治疗高血压（眩晕），则以调和气血，平衡阴阳

为治疗原则[17]。以至阳、膈俞对 穴配 伍 为主穴，“气主

煦之”“血主濡之”，至阳与膈俞合用以起到条畅督

脉，总体上气血双调的作用。临证时，再配 合阴陵

泉、三阴交、血海、足三里、中脘等穴位，旨在调和脾

胃实现调和气血之功；配 合太溪、涌泉，调节肾阴肾

阳进而实现调整脏腑阴阳的目的；同时配 伍 使用足

少阳胆经的风池，以和调肝胆，潜阳熄风。肝胆互为

表里，此组 配 伍 ，一上一下，一表一里，疏泻肝胆，疏

木实土实现调畅气机之功。高玉瑃教授特别指出，

百会穴位于督脉，又是三阳五会，具有较强的提 升

阳气的作用，当“气血逆乱”时，出现血压较高或是

血压不平稳者，当考虑到其“上盛”之病机，若此时

针刺督脉百会，恐会引发气血逆行，助推气血喷发

之势，因此此时当慎用督脉百会等头部腧穴，以免

扰动上焦气血致使血压升高，只针远端腧穴。

4 阳关人中，补益肾阳理筋脉
高玉瑃教授临证时，常 以阳关人中配 伍 ，发挥

补益肾阳理筋脉的作用。主要用于项痹和腰痹的治

疗。《灵枢·营气》曰：“……循巅，下项中，循脊，入

骶，是督脉也。”《素问·骨空论篇》言：“督脉为病，脊

强反折。”根据督脉的循行部位，可用来治疗相关部

位的疾病，正 所谓“经脉所过，主治所以”。

腰阳关，为下焦蓄积元气之处，为腰部运动之

枢[18]。针刺此穴可以调肾气，灌注督脉，激发元气而

使筋脉得养。腰阳关是治疗腰腿痛的最常 用穴的腧

穴之一[19]，而腰阳关居于下，根据《灵枢·终始》：“病

在上者，下取 之；病在下者，高取 之。”故除腰痹可取

穴用之同时可取 其治疗上半身的痹症。人中穴具有

疏通经络、疏筋利脊的功效，治疗项背强痛、急性腰

痛常 有立竿见影之效，是止痛要穴之一。正 如《玉龙

歌》中说“强痛脊背泻人中，闪挫腰酸亦可攻”。

高玉瑃教授治疗项痹，以调督理筋，健脾和胃

为治疗原则[20]。以腰阳关、人中对 穴配 伍 为主穴，临

证时配 合选取 大椎、后溪以调和督脉，振奋阳气，通

阳御邪蠲痹；配 伍 中脘、足三里以补益脾胃，运化痰

湿，以除着痹；兼用绝骨、阳陵调补肝肾，壮骨柔筋

益髓；对 于项痹中痹痛和眩晕较重的患者，高玉瑃

教授往往先针刺人中、外劳宫，进针得气后，施以捻

转手法，并嘱患者缓缓活动头颈，逐渐加大活动的

幅度，当疼痛、眩晕缓解后，再针刺其他穴位。

治疗腰痹时，以调督理筋为治疗原则[21]。以腰阳

关、人中对 穴配 伍 为主穴，通过调和督脉，理筋通络

使经脉通畅、气血旺盛，实现“通则不痛”、“荣则不

通”目的。临床治疗时配 伍 使用命门、后溪、腰夹脊

穴、八髎及 膀胱经之肾俞、大肠俞以理筋通络，并依

据患者疼痛部位，予以患者相应的配 穴。临床针刺

时采用中等强度刺激，对 于急性腰扭伤，先针刺人

中通调督脉之气逆，有疏通气血、散结化瘀和解痉

镇痛的作用[22]。进针得气后，嘱患者缓缓活动扭伤部

位，逐渐加大活动幅度和范围，待疼痛缓解后，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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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Governor meridian academic thoughts from Professor GAO Yuchun
WANG Yebo1, LI Hongqi1, HU Yutong2, ZHANG Lihua3, WANG Yanjun１，2

（１．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17, China; 2.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be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ijiazhuang 050011, China; 3. Hebei Cangzhou Combin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ospital, Cangzhou 061000, 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or meridian master all the other meridians, which is the sea of meridians. Professor GAO
Yuchun paid attention to the governor meridian, so professor Gao has treated various diseases during the clinical
trials. Lucky of me to have the honor to learn from professor Gao during the outpatient service, I have got so much
knowledge and I have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king good use of governor meridian in
the therapy of the disease”from professor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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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腰痹进行治疗。

高玉瑃教授重视督脉穴位的应用，体现了家传

的经验用穴特色，临证配 穴时以督脉对 穴为主，脏

腑经络辨证为辅，是“督脉治疗诸疾”学术思想的具

体体现。调督系列针法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逐渐

形成“督脉对 穴”的经典配 伍 。治疗不同疾病还需重

视穴位组 方、针法操作、留针出针等特色，如以调督

通脑针法治疗中风、调督安神针法治疗失眠、以调

督和胃针法治疗面瘫、调督通络针法治疗头痛、调

督理筋治疗项痹、腰痹等。临证治疗时除考虑选穴

组 方因素外，针法操作强调下针有序，调顺气机[23]；

重视补泻手法，实现补虚泻实；倡导出针留针，调补

泻三者兼施。此外高玉瑃教授家传善用子午流注针

法，以求穴证相合[24]。上述高玉瑃教授重视应用督脉

穴位的经验，对 针灸临床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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