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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宫为手厥阴心包经荥穴，在手掌心，当第

!、第 & 掌 骨 之 间 ，偏 于 第 & 掌 骨 ，握 拳 屈 指 时 中

指尖处。

7 出处与穴名释义

劳宫出自《灵枢·本输》：“溜于劳宫”。记载有劳

宫的书籍颇多，意义基本接近。“劳宫，劳指劳动，宫

是王者所居之室。本穴为手厥阴心包经之荥火穴，

位于手掌中央，手为劳动之器官，故名为劳；心包为

心之外卫，性属相火，火经火穴是心火的代表，故尊

称为宫。劳宫者，意指位当手心，心神所居之宫阙”

/《穴名释义》0，因此而得名。

8 别名

劳宫有 % 个别名。一为五里/《甲乙经》0，二为鬼

路/《千金翼方》0，三为掌中/《针灸资生经》0；四为营

房/《东医宝鉴》0，五为手心/《圣济总录》0。体现了劳

宫穴的位置所在和在治疗神志病中的主要作用。

9 定位沿革

《灵枢·本输》载：“掌中中指本间之内间也。”

《甲乙经》载：“在掌中央动脉中”/《千金方》、《千金翼

方》、《外台秘要》、《针灸资生》、《针灸大全》、《针灸

大成》、《新针灸学》同0。《太平圣惠方》：“在掌中央横

文动脉中，以屈无名指头，著处即是穴”/《铜人腧穴

针灸图经》、《类经图翼》、《医宗金鉴》同0。《针灸资生

经》注：“无名指，当屈中指为是，今说屈第四指，非

也。”《十四经发挥》：“在掌中央，屈无名指取之⋯⋯

以今观之，莫若屈中指、无名指两者之间取之为

妥。”

本穴定位，历代文献皆云在“掌中”，在具体取法

上有云“中指本间之内间”者，有云“屈中指”者，有云

“屈无名指”者，混淆不清。《太平圣惠方》又云“掌中

横纹”。掌横纹因人而有不同，也不足为据。国家标准

《经 穴 部 位 》将 此 穴 定 位 在“在 手 掌 心 ，当 第 !、第

& 掌骨之间偏于第 & 掌骨，握拳屈指时中指尖处。”

此取穴法清晰而准确。

劳宫穴探析

王 卫

摘要：劳宫善于清心胃之火，又为十三鬼穴之一。对于心火内盛、心神被扰、胃火旺盛、浊气上攻所致的病证，

劳宫可清泻火热，开窍醒神，故历代医家将劳宫的主治证均放在神志病、心、胃热疾方面，为临床常用穴和特效穴。

为了对劳宫穴有全面、系统的了解，更好地将其用于临床，对有关该穴的文献资料及现代应用情况进行整理，并进

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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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局部解剖

穴下有正中神经掌皮支及正中神经的指掌侧

固有神经，尺神经的掌深支、掌浅弓及其分支指掌

侧总动脉和掌深弓及其分支掌心动脉分布。

8 主治病证

历代医家对劳宫穴的主治的运用，主要是依据

它的穴性、经属（心包经循行历络上中下三焦，行于

上肢内侧中、掌中）和部位的特性加以概括的。劳宫

为心包经的荥火穴，较善于清心胃之火，又为十三

鬼穴之一。对于心火内盛，心神被扰，胃火旺盛，浊

气上攻所致的病证，劳宫可清泻火热，开窍醒神，故

历代医家将劳宫的主治证均放在神志病、心、胃热

疾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关于劳宫的主治病证分别

在腧穴文献和治疗文献中有记载。腧穴文献：热病

发热，烦满而欲呕，癫痫，口中臭，呕吐血，胸胁痛。

治疗文献：心痛，心喜笑，呕吐，热病汗不出，小儿口

疮，黄疸，消漏，手疥手热。

劳宫穴在唐以前主要用于治疗神志病和上中焦

的热证，如：#）热病发热，烦满而欲呕，哕，三日以往，

不得汗，怵惕，胸胁痛，不可反侧，咳满，溺赤，大便血

衄不止，呕吐血，气逆，噫不止，嗌中痛，食不下，善

渴，口中烂，掌中热，欲呕，劳宫主之。烦心，咳，寒热

善哕，劳宫主之。少腹积聚，胸胁稽满。风热善怒，心

喜悲，思慕歔欷，喜笑不休，口中肿腥臭，小儿口中

腥臭《针灸甲乙经》。!）心中懊忄农，痛/《千金翼方》0。
宋代以后，其主治病证与以前相似之外又扩展

为可治疗局部痛证和皮肤病，如：#）中风善怒，悲笑

不休，手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0。!）唾血内损，呕

吐，噫气，心喜笑，噎食不下，瘛契疭抽掣，黄疸，消渴，

手热，热病汗不出/《针灸大成》0。&）食积善渴，热病烦

心汗不出，尿血，呕血，小儿蚀龈臭，秽冲人，手疥，消

疸/《针灸集成》0。"）痰火胸痛，小儿口疮，鹅掌风/《医

宗金鉴》0。%）满手生疮痛不禁/《玉龙歌》0。1）能治五

般痫/《杂病穴法歌》0。2）大小便血，衄血不止，气逆呕

秽，食饮不下，口腥臭/《子午流注说难·上卷》0。
目前，针灸学教科书中将劳宫的适应证概括为

心痛，呕吐，癫狂，痫，口疮，口臭。

劳宫穴的功能与心包的生理功能密切相关 3心
包具有保护心脏的作用，代心受邪3替心行令。心主

神明，各种原因引起的神志病都可选劳宫治疗，但

以实证效佳。

9 刺灸法

劳宫穴的刺灸法，不同年代的文献均有记载，

#）刺入五分，留六呼，灸三壮/《甲乙经》0；!）针二分，

灸三壮/《针灸资生经》0；&）针三分，灸三壮/《针灸大

成》0；"）针入二分，留六呼，可灸三壮（《子午流注说

难》）；%）可灸三壮/《针经节要》0；1）直刺 #4#*12 56；

2）直刺 #4#*12 56；可灸/1 版《针灸学》0；7）《圣济总

录》：“手心不可伤，伤即令人闷倒，眼直上，宜治前后

心，可五分，又治神庭穴。”故劳宫穴的操作主要是直

刺，深度为 $*114#*12 56；一般为针多灸少。

: 附方

综观历代医家对劳宫穴的配伍应用，主要是治

疗上中焦的热证和神志病。列举成方如下：

#）劳宫、少泽、三间、太冲主口热，口干，口中烂。

劳宫、大陵主风热，喜怒心中悲喜，思慕歔欷，喜笑不

休。劳宫、肩中俞、太溪主唾血，吐血/《千金方》0。
!）配大陵治喜笑不止/《资生经》0。
&）风 堕 气 滞 ，心 腹 刺 痛 ，风 门 、膻 中 、劳 宫 、三

里；胸中满痛，劳宫、通里、大陵、膻中；饮水不能进，

为之五噎，劳宫、中魁、中脘、三里、大陵、支沟、上脘

/《针灸大成》0。
"）治热病烦心，闷汗不出，掌中热；心痛，身热

如火；舌本痛。穴中冲、少冲、关冲、劳宫、大陵、阳溪

/《普济方》0。
%）主喜笑不休，穴劳宫、大陵/《普济方》0。
1）口中生疮，承浆、劳宫；大陵兼劳宫疗心闷疮

痍/《针灸集成》0。
2）治口干，口热，口烂，穴劳宫、少泽、三间、太

冲；治衄血不止，穴和 谬骨 、兑端、劳宫/《普济方》0。
7）五般痫，劳宫、涌泉/《杂病穴法歌》0。

; 现代临床应用

现 代 临 床 多 用 于 ：#）中 风 闭 证 ，中 暑 /《 针 灸

学》8#9、《针灸腧穴学》8!90。!）高血压 /《民间疗法》0。&）

各种痛证，配涌泉、太冲、合谷；癔病发作，配水沟、

合谷、三阴交（《王岱针灸临床七讲》8&9）。

鉴于本穴位于手掌中，又善于治热病，故此穴

以针为主。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还应继续探索针刺

手法和适应证，并在临床上注意观察该穴对心神疾

患的疗效，以使其在临床上应用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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