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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中泰传统医学经脉系统穴位的异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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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泰医经脉系统是传统泰医的核心基础理论之一，是指导泰式按摩疗法的理论基础。与中医相似，泰医经脉系统穴位是

传统泰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深入探讨与总结泰医穴位的分布、主治规律及具体操作手法，对认识泰医经脉系统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分析中泰经脉穴位的异同，可对中医经络系统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由于泰医经脉系统的独特性，促进泰医经脉

系统穴位的传承发展，加强泰医经脉系统的对外交流，对促进世界传统医学的发展创新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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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of the Difference of Acupoints of Meridian System between Thai and Chinese Tradi-
tion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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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ridian system of Thai Medicine is one of the core basic theory of Thai Traditional Medicine，and also is the basic theo-
ry of treatment method of Thai massage．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e acupoints of Thai meridian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ai meridian system． It will be important for knowing Thai meridian system through discussion and summary of the formation，

regularities of distribution and specific operation method deeply． It will play a complementary rol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ridian syste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eridians and the meridians of China and Thailand．
Because the uniqueness of Thai meridian system，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acupuncture points and to strengthen external exchange of
Thai traditional medicine will a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Key words: Thai Traditional Medicine; Acupuncture Points; Difference of Acupuncture Points between China and Thai Traditional Med-
icine

泰国传统医学在泰国本土传承了有几个世纪之

久，在泰国人民的疾病治疗、预防保健中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也为世界传统医学的形成了发展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其中，经脉系统是泰国传统医学的一个

重要的发展，以其为理论所形成的泰式按摩治疗法，

在治疗四肢关节疾病、胃肠功能失调及呼吸道疾病

等方面，取得了满意的疗效，同时，泰式按摩作为一

种保健方法流行于当今社会，受到许多人的追捧，也

反映了泰式按摩的独特魅力。泰式按摩是通过拇指

按法、揉法、手掌按压、拇指按压、手指按压［1］经脉

上的穴位起到治疗作用的，所以，了解泰医穴位对传

承和发展泰国传统医学是非常重要的。
1 泰医穴位的分布及主治特点

在泰医经脉系统中，人体中的十条最主要的经

脉都是由脐部发出，循行全身，结束于身体各末端，

穴位是通过经脉相连的。根据泰式按摩的步骤，泰

医穴位可根据人体的不同部位来划分。泰医经脉系

统主要用于泰式按摩疗法，故经脉系统中的穴位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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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较大，而中医经络系统中的穴位主要用于针灸，所

以泰医穴位无中医穴位精确，并且，泰医穴位常用于

治疗穴位局部组织器官的疾病，与中医穴位的近治

作用相似，少部分穴位具有特殊的治疗作用。目前

无正式的泰医穴位的命名分类方式，以下编号分类

方法源自 C·皮尔斯·塞尔盖罗著《泰式按摩百科

全书》［2］。同时，为了更好的对穴位进行定位及描

述，以下穴位采用王华，杜元灏所著《针灸学》中使

用的腧穴定位方法，包括体表解剖标志定位法、骨度

分寸折量法及指寸定位法［3］。见图 1。

图 1 泰医穴位示意图

1． 1 头、面、颈部穴位 头、面、颈部穴位共有 20 个

穴位，分别为穴 1 ～ 穴 20，其分布如图 2 所示。主要

用于治疗头、面、眼、耳、口等病症。部分穴位有特殊

的治疗作用，如穴 8、穴 14 可治疗呕吐、便秘的胃肠

道疾病; 穴 10 治疗昏厥; 穴 19 治疗生殖系统疾病。
根据与中医针灸学中头部穴位的对比，可发现位置

及功效主治相近的穴位，如穴 10 与水沟穴［3］相似;

穴 13 与太阳穴［3］相似。

图 2 泰医经脉系统头面部穴位

1． 2 躯干部穴位 躯干部穴位共有 17 个穴位，分

别为穴 1 ～ 穴 17，其分布如图 3 所示。主要用于治

疗呼吸、消化、泌尿、生殖等系统的病症。部分穴位

有特殊的治疗作用，如穴 12 可治疗耳病。根据与中

医针灸学中头部穴位的对比，可发现位置及功效主

治相近的穴位，如穴 1 与会阴穴［3］相似; 穴 2 与关元

穴［3］相似; 穴 14 与 缺 盆 穴［3］ 相 似; 穴 17 与 天 突

穴［3］相似。
1． 3 背腰部穴位 背腰部穴位共有 24 个穴位，分

别为穴 1 ～ 穴 24，其分布如图 4 所示。主要用于治

疗颈、肩、背、腰、骶部疼痛，呼吸、泌尿系统等的病

症。部分穴位有特殊的治疗作用，如穴 6 可治肾病;

穴 17 可治疗口腔疾病。根据与中医针灸学中头部

穴位的对比，可发现位置及功效主治相近的穴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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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 9 与腰眼穴［3］相似。

图 3 胸腹部穴位

图 4 背腰部穴位

1． 4 手臂穴位 手臂部穴位共有 23 个穴位，分别

为穴 1 ～ 穴 23，其分布如图 5 所示。主要用于治疗

手臂疼痛等病症。部分穴位有特殊的治疗作用，如

穴 3 可治疗恶心、呕吐及晕动症; 穴 5 可治疗呼吸系

统疾病; 穴 7 可治疗阳痿、不育等男性生殖系统疾

病; 穴 11 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穴 12、15、16、22、23
可治疗坐骨神经痛; 穴 14 可治疗高血压及骶髂关节

疼痛。根据与中医针灸学中头部穴位的对比，可发

现位置及功效主治相近的穴位，如穴 13 与极泉穴［3］

相似。
1． 5 腿部穴位 腿部穴位共有 34 个穴位，分别为

穴 1 ～ 穴 34，其分布如图 6 所示。主要用于治疗生

殖系统、下肢疼痛等病症。部分穴位有特殊的治疗

作用，如穴 1、3、4、5、6、10 可治疗停经、更年期综合

征; 穴 7 可治疗眼病; 穴 8、10 可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穴 12、15、16、22、23 可治疗坐骨神经痛; 穴 14 可治

疗高血压及骶髂关节疼痛。根据与中医针灸学中头

部穴位的对比，可发现位置及功效主治相近的穴位，

如穴 2 与解溪穴［3］相似; 穴 25 与昆仑穴［3］相似; 穴

26 与太溪穴［3］相似; 穴 28 与承山穴［3］相似; 穴 34
与承扶穴［3］相似。

图 5 手臂部穴位

以上所介绍的穴位仅是泰医传统经脉系统穴位

内容中的一部份，通过这部分穴位的分析，可知泰医

穴位与中医穴位存在着许多的差异，但也存在着关

键的共同点。
2 泰医穴位在泰式按摩中的具体应用

在泰式按摩中，多借助按摩师身体的重量，使用

按压、按揉人体经脉及经脉上的穴位以及通过拉伸、
屈曲、旋转人体的关节的手法来通畅经脉，运行气

血，滑利关节，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由于泰

医所处的地域的不同，随着泰式按摩疗法的传承和

发展，出现了南方派系及北方派系，南方派系的按摩

顺序是由脐部向四肢进行的，北方派系的按摩顺序

是由足部向头部进行的［1］，但两个派系都是以泰医

经脉系统为理论指导的。具体来看，在头、面、颈部，

穴位多用于治疗头部、面部、鼻部、口腔、耳部以及肩

颈部的疾病，多用拇指按压穴位的手法，颈部多用牵

拉手法; 在胸部，穴位多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乳腺疾

病等，多用拇指按压穴位及按揉肋间隙的手法; 腹部

穴位多用于治疗胃肠道疾病，肾病及生殖系统疾病，

由于泰医经脉系统重视脐部，所以多以脐部为中心

进行按摩操作，手法多使用拇指按压，手掌按压，手

掌按揉等; 背部穴位多可用于治疗肩背腰部疼痛，呼

吸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以及肾脏的疾病，多使

用拇指按压，拇指按揉腰背部穴位，背曲腰椎的手

法; 与中医经络学说相似，泰医四肢部的穴位治疗范

围较广，对于四肢部的穴位多使用拇指按压，手掌按

压，手掌按揉等，且四肢部关节较多，多使用牵拉，旋

转等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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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腿部穴位

3 泰医穴位与中医穴位的异同

3． 1 理论体系不同 中医经络学说起源久远，根据

现有的中医学文献可追述到原始社会，而直至战国

时期，随着《黄帝内经》的完成，才真正确立了中医

经络学说，其中记载了现今仍在使用的十二正经、奇
经八脉、十五络脉以及记载了 160 多个腧穴［3］，经过

了两千余年的发展，现在中医经络系统已经形成了

一套以腧穴为核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泰医的经脉

系统深受中医针灸以及印度瑜伽的影响，形成了一

套独特的理论体系，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逐步形成

了以经脉系统为核心的泰式按摩治疗法，在临床治

疗四肢关节疾病、胃肠功能失调及呼吸道疾病等方

面取得了瞩目的疗效。
3． 2 穴位分布不同 中医经络学说中穴位可分为

十四经穴、经外奇穴及阿是穴［3］。十四经穴各自分

布在所属经脉的循行路径上; 经外奇穴位置固定分

布在人体各部位; 阿是穴位置不固定，以压痛点作为

取穴标准。泰医经脉系统中的穴位分布在全身各

处，并通过经脉相连。
3． 3 主治范围不同 中医经络学说中的穴位的主

治规律可分为近治作用、远治作用及特殊主治作

用［3］，即治中医穴位可治疗所在组织、部位、器官的

疾病，可治疗穴位所属脏腑及相表里脏腑的疾病以

及穴位所属经脉所过的组织、部位、器官的疾病; 同

时穴位本身可治疗一些与所处位置及所属脏腑无关

的疾 病。泰 医 穴 位 并 无 脏 腑 络 属 及 表 里 属 络 关

系［4］，可治疗穴位所在位置的组织、部位、器官的疾

病; 同时，泰医穴位亦可治疗其所在经脉的主治病

证。
4 结语

通过对泰医经脉系统中的穴位的深入探讨及总

结，我们可以发现泰医经脉中的穴位与中间经络学

说的穴位有许多位置相同或相近的，但其所主治的

病证却大多不相同，会出现这种差异，是由于中医的

经络系统在临床中主要用于针灸，而泰医经脉穴位

在临床中多用于指导泰式按摩疗法，同时，也说明了

泰医经脉系统虽受中医经络学说影响，但并不是完

全等同于中医经络，而是在泰医的发展中，将经脉系

统与印度的瑜伽进行了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泰式按

摩疗法。认真分析中泰经脉穴位的异同，可对中医

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大力促进传统泰医的对外交

流与发展，对促进世界传统医学的发展与创新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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