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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穴 位诊断在经络辫证 中的应 用
3 6 1 0 0 5 厦 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钱小燕

主题词
:

穴 位 经络辫 证 在病 理情况T, 这种 相对 平衡的冷光 信息会 出现失衡

改变
,

这种 改 变的点 (主要是井穴 ) 称 之 为病 理发光

穴 位诊断法
,

是根据 经络 学说 的原理
,

以 穴 位痛 信 息点
。

上述 这些研究浏定
,

可 以 在 一 定程度上 反应

觉过敏等阳性 反应 为依据
,

探索经络
、

脏 腑病 变关 系 经络
、

脏 腑 的病 变
,

从 而 为穴 位诊断增添 了新 的内容
,

的一种新 的诊断技术
。

为经络辫 证提供 了更 多的参考依据
。

经络是运行 气血 的通 道
,

穴 位是脏 腑经络 气血精 穴 位在 病理状态下 除 了有上述种种非特异性 变化

注 于体表的部位
。

在病 理 条件 下
,

阴 阳 失和
,

营卫 塑 之 外
,

还 具有其相对 的特异性
。

有 实验表明
: 105 例

滞
,

经络和 穴位便会在肌 揍
、

皮肤 出现压痛 等阳 性反 胃病 患者和 45 例肝 病 患者在胃俞 穴 的反应 上有明显 的

应
。

因此
,

穴 位压痛
,

是 一种疾病 状态 的反应
,

在 一 差异
;
胃病 时 胃俞穴 的反应 远 比肝病 时 明显

,

其 差异

定程度上反应 了机体 的功 能障碍 ; 这 也说 明经络是脏 具有统计学意 义 (P < 0
.

01)
。

阳 陵泉则相反
,

在肝病

腑的反应带
,

而穴位是疾病 的反应点
。

体表压痛 和脏 时的反应 比在胃病 时 明显 (P < 0
.

05)
。

另外
,

据报

腑病 变与经络 穴位 间存在 着特 定的 内在 联 系
,

其联 系 道
,

在 呼吸 系统疾 病 方 面
,

肺俞穴 和 中府穴 出现的阳

方式为
:
脏腑 ~ 病 变 ~ 经络 、穴 位压痛 (即脏 腑疾病 性 率最高

。

在 心血管系统疾病方 面
,

在 100 例冠 心病 患者

在体表的反应 带常常具有循 经的特点 )
: 而 穴 位诊断 中

,

神堂
、

灵 道穴 反应 最为 明显
。

在 泌尿系疾 病 方 面
,

的途 经则是
: 穴 位 , 经络 , 脏 腑 (经 穴

、

脏 腑之间可 对 26 例 肾小球 肾炎和 13 例 肾孟 肾炎患者 进行观察
,

发

能还 有其 他的联 系方 式)
。

浇 言之
,

则是根据 穴 位压 现肾俞穴 和太 澳穴反应 最明显
。

而 从 穴位 的性质来看
,

痛等阳 性反应确 定其所在 经络
,

进 行经 络辫证
,

从而 俞 穴
、

幕穴
、

郑 穴 (及原 穴 ) 病理反应 率相对要 高
。

诊断其脏 腑经络 的病 变
。

穴 位在病理 状 态下 的 这种反 上述 发现
,

使针 灸 临床的 穴 位诊 断更具针对性
。

应病候 的作 用
,

在《内经》中就 有论迷
。

例如
,

《灵枢
·

在 了解 了穴 位病 理性反应的非特异性与特异性之后
,

本胜篇》曰 : “

视其外应
,

以 知其 内脏
,

则知病 矣
。 ”

即可作 出具体分析
:
首先根据出现非特异性反应的穴 位

,

即从体表穴位 的变化
,

来推 断脏 腑的病 变
。

再如
,

《 直接确 定其病 变所在 的经络 ; 其 次从十二经的俞
、

幕
、

郑

灵枢
·

邪客》 日 : “

肺 心有 那
,

其气留 于 两 时 ; 肝 有 这 36 个 穴 位 的压痛 反应 开始进行病 位分 经
,

提出该患者

那
,

其气留于 两 腋 ; 脾有那
,

其气留 于两稗
,

贤有那
,

主要 的病 变经脉 及其表里关 系
,

以 及所 涉及到的有关经

其 气留 于两 胭
。 “

《灵枢
·

官 能》说
: ”

察其所痛
,

左 脉
。

在 不 同 的情况 下
,

均 可根据 以上 两 点确定病 变经脉
,

右 上 下
,

知其寒温
,

何 经所在
。

都说 明 了在病 理状 态 从而 为 经络 辫证走 出 了重要 的第一 步一一定病位
。

这在

下
,

穴 位 具有反应病证 以 协助 辫证诊断的作用
。

针 灸临床 上有着广 泛 的应 用
。

例如
:
肩 周炎 的患者

,

若在

大1 的临床实践 表明
,

机体患病 时
,

常在有关的 肩修
、

孺俞
、

天宗穴 有压痛或 阳 性反应 物
,

可 以确定其为

穴 位 出现 压痛 等病理性反 应
,

且 这种 反应 会随疾 病 的 太阳经肩 凝症 ; 知肩 锅 穴 压痛
,

则 为阳 明 经肩 凝症
。

消长 而发 生变化
。

穴 拉病 理性反应 的表现 主要有 以 下 此 外
,

穴 位触诊对于 经络辫 证 中的鉴 别诊断亦有

两种
:
其一

,

穴 位触诊
。

手指轻 压 穴 位
,

患者 即觉 酸
、

意 义
。

以 咳嗽 为例
, “

五脏 六腑皆令人 咳
,

非独肺 也
” ,

麻
、

胀
、

痛
,

或感 觉过敏
,

其 中以压痛 最为常见 ; 穴 兄 竟病在何脏 何腑
,

或 以何脏 何 腑为主
,

即可从脏 腑

位的表面有凉
、

热 感
,

穴位 的 组织板硬
、

松软
、

凹 陷
、

中的
“

俞
” 、 “

募
”

穴 触诊 中加 以鉴 别
。

临床病 谁部

隆凸
,

穴 位 的皮 下 出现室泡
、

结 节或条索状物
。

其二
,

位
,

往往 为 多条经脉 所 过之处
,

出现复杂的病机 时
,

穴位望诊
。

穴 位的皮肤 出现 色泽改 变或有淤点
、

丘 疹
、

亦可借助 穴 位触诊加 以鉴 别
。

脱清
、

肌 肉的隆起或 凹 陷等
。

此 外
,

随 着现代研究的 穴 位归属 于经络
。

随 着对 穴位 的 生理 学
、

病 理学
、

进展
,

已有大量事实充分 证明 经 穴具有特异的 电学特 药理学等各方 面研究的进展
,

以及现代科学检浏仪器的发

性
: 穴位有低 电阻 和 高电位特性

,

穴 位 的电容量高于 明
,

穴位诊断在经络辫证 中将具有更为重要的临床意 义
。

非穴位
; 而 当机体患病 时

,

有关经络 穴 位的 电阻也发 参考文献 (略 )

生 变化
,

出现导电量增 高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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