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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谷刺

”
出自 《内经》

。

为临床常

用而有效的针刺方法
。

笔者在学习和运用

中略有肤浅体会
,

初步整理如下
:

一
、

什么是
“
合谷刺

”

《灵枢
·

官针》篇说
: “

合谷刺者
,

左右鸡足
,

针于分肉之间
,

以取肌痹
。 ”

据此
,

合谷刺是指先 在肌 痹患 处 施行成

9 。
。

角的直刺
,

得气后将针提至皮下
,

再

分别向左右施行成 4 5
“

角的斜刺
,

均刺入

较深的分肉层
。

三针成 一直二 斜的鸡爪

形
,

为一种多向刺法
。

实际应用之时
,

不必拘于上述针刺角

度与深度
,

主要取其在一 个 点上进针之

后
,

施行多向刺的精神
。

根据不同穴位
,

第一针既可采用直刺
,

也可采用斜束吐或平

训
。

向左右刺的两针也如此
。

因古人将肌束重迭会合处称为
“

谷
” ,

故称之为合谷刺
。

又因为三针成鸡爪形
,

所以又叫鸡足刺
。

即如杨上善所说
:

,’$ [l

身
,

左右分肉之间
,

有如鸡足迹
。 ”

二合谷刺的临床应用

从 《灵枢 官针》篇可知
,

合谷刺本

来专为治疗肌痹而设
。

由于刺法的发展
,

合谷刺的治疗范围 也就 不仅局限 子肌痹

证
,

而适用于多种病证
。

其疗效往往优于

单独使用直喇
、

斜刺
、

平刺等方法
。

笔者

嘴用的有
:

1
、

肌痹

肌痹又 名肉痹
。

指以肌肤证候为突出

表现的痹证
。

《素问
,

长刺节论》
: “

病

在肌肤
,

肌肤尽痛
,

名日肌痹
。
” 杨上善

说
: “

寒湿之气
,

客于肌中
,

名曰肌痹
。
”

实践证明
,

合谷刺治疗肌肉疼痛
、

肌肤顽

麻等证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

选穴
: 阿是穴 (患处局部 )

。

操作方法
:
先在病痛处的中心直刺

,

得气后将针提至皮下
,

再分别向四周斜就

( 等于两个合谷刺 )
,

均刺在肌痹的病变

范围之内

或在病痛处的边缘进针
,

先向痹痛的

中心平刺
,

使皮下有酸麻胀感之后
,

将针

提至皮下
,

再分别向两旁平针
。

2
、

胃院痛
、

腹胀痛
、

食欲不振
。

选穴
:

中院
。

操作方法
:
先在中院穴直刺

,

得气后

将针提至皮下
,

再向左右斜刺
,

也可以向

上下斜刺
。

若用留针法
,

斜刺之后再行直

束吐留针
。

凡腹部的穴位都可以施用上法
。

3
、

乳痈乳少冠心病
。

选穴
:

擅中

操作方法
:
在擅中穴沿任脉正中线平

刺
,

得气后将针提至皮下
,

再分别向两乳

方向平沛吐
,
刺入约1. 5寸深

,

使乳房有酸

胀感
。

乳痛患者
,

斜向患侧的一针
,

可加

强刺激
,

并在此留针
。

4
、

颜面神经麻痹
、

颜面神经痉挛
。

选穴
:
地仓

。

操作方法
: 用 2 寸毫针 由 地仓穴进

针
,

向颧胭穴方向平刺
,

得气后将针提至



皮下
,

再分别向巨移穴
、

颊 车穴 方向平

束11
,

也使之得气
。

或由地 仓穴进针
,

先向

颊车穴方向平刺
,

再分别向颧移穴
、

大迎

穴方向平刺
。

一般都在地仓向颊车方 向留

针
。

面部其他 穴 位也 可 以作类似的合谷

刺
。

烦面神经痉挛患者
,

在针刺之时
,

由

于受到刺激
,

常常诱发痉挛
。

趁此痉挛之

:
时

,

乍大幅度捻转手法
,

直至痉挛停止时

再停止捻转
。

每一个针刺方 向都做这样几

个回合
。

以后作较 长时间 留针 ( 约一小

;时 )
。

出针时手法宜轻
,

尽量不引起痉挛

发作
。

这种动静结合的方法
,

往往能提高

疗效
。

5
、

排肠肌痉挛
、

小腿肚烦痛
。

选穴
:

承山
。

操作方法
:
先在承山穴直刺

,
使酸麻

感传至足跟
,

然后将针提至皮下
,

再分别

向左右斜刺
,

以局部酸胀为度
。

在直刺得

气之后
,

也可以向上下斜刺
,

使针感向上

下传导
。

6
、

舌强不语
。

选穴
。
廉泉

J

操作方法
:
先在廉泉穴直刺

,

得气后

将针提至皮下
,

再 向上下斜刺
,

或 向左右

斜刺
,

或向上下左右四方向斜刺
。

上述刺
一

法
,

均使舌根部有酸胀感为度
。

7
、

头痛
、

眩晕
、

昏厥
。

选穴 ; 百会
。

操作方法
:
先在百会穴进针

,

沿督脉

正中线向前平刺
,

使针感传至额头
,

再将

针提至皮下
,

分别向左右平谏巧
,

以局部有
:酸胀感为度

。

8
、

发热
、

疟疾
。

选穴
:
大椎

。

操作方法
:
先在大椎穴直刺

,

得气后

将针提至皮下
,

再分别向左右斜刺
,

也

使之得气
。

9
、

单纯性甲状腺肿
。

选穴
;
天突 , 何是穴

。

操作方法
:
先由天突穴进针

,

沿肿物

的中心线刺入
,

然后将针提至皮下
,

再分

别沿肿物正中线与边缘之间刺入
。

均用捻

转手法
,

使局部有酸胀感为度
。

也可选用阿是穴
。

其法有二
。。

一是在

肿物的边缘进针
,

按刺矢突穴方法操作
。

二是自肿物的中央直刺后
,
再分别向上下

左右斜刺
。

均使局部有麟胀感
,

以上阿是穴法还适用于健鞘囊肿
。

1 0
、

意雍
、

乳痈
、

乳少
。

选穴
: 肩井

、

肩井穴为上述诸证的效穴
。

尤其是对

下肢瘾性瘫痪证
,

常收立竿见影之功
。

八

总穴歌诚
“
肚腹三里留

,

腰背委中求
,

头项寻列缺
,

面口合谷收
,

胁肋支构取
,

心胸 内关谋
,

两 臂 曲池妙
,

两足肩井

搜
。 ”

笔者体会
, “两足肩井搜

”
即指肩

井穴善治庶瘫
。

由子该穴深处正当肺尖
,

刺之过深能导致气吻症
,

只用直刺法针感

不强
。

但是没有足够的瓤激量又不能达封

予期的治疗效果
。

为解决这个矛盾丫 常果

用合谷刺法
。

操作方法
:
先在肩井穴刺。

.

8寸
,

得

气后将针提至皮下
,

再分别向前
、

向后斜

刺约一寸
,

也使之得气
。

在此基础上
,

一

容

瘫证在 向后斜刺的一针加强刺激 , 乳痈乳

少证在向前斜刺的一针加强刺薄
。

上文所述街证的治疗
,

仅举出宜用合

谷刺法的穴位
。

临床应用
,

还须倪伍他

穴
。

如乳少证
,

在用肩井穴
、

瞪中穴作合

谷刺的同时
,

还应配少泽
、

足三里等
。

臂

院痛在用中脱穴作合谷刺的同时
,

还须配

内关
、

公孙
、

足三里等
。

每个穴位 的刺激量
,

是由刺激的幅

度
、

频率
、

时伺 三因素决定的
。

合谷刺时



刺激量
,

笔者一琴彝样
圈

,

每分钟捻转1赫拼
半分钟至一分钟

。

黛誊梦
、每终砂争

八 ,
娜

,养

礴三嗽
,

嘴穴撇弱
块

一

嗬
。

而又

瓣

产 生着重要影

络脉先 脉相通
。

若在经

讨论

卜
一

合谷刺的 目的有二
。

一是在于加

强患部的刺激量和刺激范围
。

如天突穴治

疗甲状腺肿
、

地仓穴治疗颤面神经麻痹
、

痉挛等证即是
。

二是在于加强某一经的刺

激量
。

如承 山穴治疗排肠肌痉挛
,

在直刺

之后再向上下斜刺时
,

都是刺在足太阳膀

耽经上
。

即属此例
。

二者之中
,

以加强患

部的刺激量和刺激范围为主
。

2
、

合谷刺的作用机制有四
。

一是经

脉的作用
,

二是经筋的作用
,

三是皮部的

作用
,

四是络脉的作用
。

经脉是运行气血

的通路 ; 经筋
、

皮部的分部与经脉的分布

基本一致
。

但面较大
。

从经脉得到气血的

穴上针刺
,

四者的作 用皆有之 ; 若在阿是

穴上针剩
,

则是通过经筋
、

皮部
、

经脉而

起到治疗作用的
。

3 从输穴角度看
,

除了经穴之外
,

阿

是起了重要作用
。

如肌痹证
、

单纯性甲伏

腺肿
、

健鞘囊肿等
,

在病痛处针刺
,

即属

阿是穴 既使进针之点为经穴
,

也仍有阿

是六的作用
。

如中腕穴治疗 胃脐痛
,

直瓤

时属于经穴
,

而向左右斜刺时
,

针尖已远

远超出任脉
,

故已不属经穴中烷
,

应属阿

是穴了
。

笔者认为
,

针刺的作 用主要在于

针尖的作用
。

确定
.

刺在什么穴位上
,

不应

该以进针点为根据
,

而应该以针尖所到部

为必准
。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
,

才认定合谷
-

刺中必然包括了阿是穴的作用
。

(上接第24 页 )

应 “治精神专其心
” , 2 在候气方面

,

不必守息数而为定法
” ; 2 在补泻方面

,

‘泻中寓补
”

适于临床应用 , 在瑜穴方面
,

“同身寸
”

‘

取穴法是他倡导 ; 在治疗方

面
,

承古法并有发挥
,

所有这些针灸上的

经检
,

确是值得进一步发掘的
。

王冰在刺法中引用了大量的古针灸医

籍如 《内经中浩流注图经》
、

《孔穴图

经》
、

《中浩孔穴图经》等20 余种
,

其中

对孔穴的位置及主治
、

治疗等问题
,

都作

了大量的考证
:

如八移穴
,

他说
: “

验真

骨及 《中浩孔穴经》 正 有八释 无 九移
也” 。 , 他据 《中浩孔穴图经》 指出耳

聋不仅可取商阳
,

也可取合谷
、

卜联谷等诸

穴 , 他据 《孔穴图经》 指出疗齿寒
,

当刺

历兑穴
。

诸如此类就不一一例举了
。

象他

这种严谨的好古敏求态度
,

使古代散佚的

针灸学术能够吉光片羽流传下来
,

这种旁

搜远绍的功绩是令人崇敬的
。

最后
,

我再补充一句
,

就是说王冰秘

法的特点
,

不仅继承了 古代明堂 中的精

华
,

而且也凝聚了他刻意研精
、

探微索隐

的心血
,

所以他的针灸学术
,

不愧是医学

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

对于后世针灸医学发
展是有一定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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