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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甲三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针灸专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北京

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首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教授以其精

湛的医术和独到的学术观点，享誉国内外，是我国近现代首屈一指的

针灸临床和针灸理论大家。

杨教授一生致力于发展中医针灸事业，在中医针灸临床、教育、

科研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在腧穴取穴方法、临床配穴应用、毫针

进针方法、毫针补泻手法、临床论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

是在腧穴方面，提出的“三边、三间”取穴法，具有取穴准、针感强、

针刺安全、可靠的特点，一直应用于临床教学中，影响广泛。

第 1 版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杨教授的取穴方法，并配以精美的图片

将杨教授的取穴方法清晰地呈现给读者，使读者能直观形象地学习杨

教授的取穴经验并运用于临床。

本书在第 1 版的基础上对针灸穴位的特异性、穴位操作提示进行

了详细介绍，对针灸穴位图谱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使读者更直观、更

准确地掌握取穴要领，内容更实用。

全书共分为 17 章，第 1 章介绍了杨甲三教授临床经验概要，第

2 章介绍了针灸基本的取穴方法和要领，第 3 章到第 17 章分别介绍

了十四经穴及经外奇穴的取穴方法。

本书特别适合于中医院校学生、针灸爱好者学习使用，同时也可

供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者参考使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郭长青　　

2018 年 3 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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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杨甲三教授临床经验概要

杨甲三教授（1919—2001年），1919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1932年拜吴秉森

为师，1935年从师承淡安，毕业于无锡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复受师岳父华庆

云。其为历任南京中民学校针灸教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原北京中医学院）针灸

教研室主任、中医学院针推系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科主任，北京

中医药大学院务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中医学

会）理事，中国针灸学会常务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针灸分会技术顾问；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原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成员，国家卫健委（原国家卫生部、

卫计委）医学科学委员会主席，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国家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学

术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级医刊》编审委员会

委员，全国高等医药院校针灸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顾问，健

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张仲景国医大学名誉教授，中日友好医院专家委员

会委员。

他擅长治疗中风、痿病、痹病、帕金森病、更年期综合征、糖尿病、泌尿

系结石等，曾先后赴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朝鲜、罗马尼亚、菲律宾、法国等

为外国元首和领导人诊疗疾病。还多次被日本、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邀请做学术

讲座及进行学术交流。主编的科教片电影《针灸取穴法》获国家卫健委乙级科技

成果奖。《毫针单手进针法》一文被评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优秀论文。主要著作有

《十四经、奇经八脉经络挂图》《针灸临床取穴图解》《杨甲三取穴经验》（1982年
易名《针灸取穴法》，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文、西班牙文对外出版发行）《腧穴学》

《袖珍取穴图片解》。杨老自1958年开始参加国家卫健委外事局举办的苏联针灸班

教学后，多次参加各种外事教学，学生遍及世界各地。几十年来，杨老培养硕士

生6名，博士生15名，为中医针灸事业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接班人。

他独创的毫针单手进针法，将传统的“刺手”与“押手”归于一手。根据进

针部位、针具长短及治疗需要分为空压式、角度压式、捻压式、连续压式。他的

取穴配伍，在继承前贤经验的基础上多有发挥，有较强的规律性、实用性，仅以

原穴的应用配伍为例，就有脏腑原穴相配、原输相配、原络相配、原合相配等多

种方法。他结合解剖学知识，提出“三边、三间”取穴法，具有取穴准，针感强，

针刺安全、可靠的特点，一直有效地应用于临床教学中，影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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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甲三针灸取穴图解

一、杨甲三十四经脉取穴要点

根据古代记载，临床取穴需要有纵横两个方面的坐标定位。纵向定位通常是

根据骨度分寸定位，还需结合横向定位，纵横相交才能准确定位。杨甲三教授将

横向定位规律概括为“三边”“三间”。“三边”是指骨边、筋边、肉边；“三间”

是指骨间、筋间、肉间及筋骨间、筋肉间等。这种方法简单易用，疗效可靠。

根据这一规律，杨教授结合西医解剖学知识和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逐经进

行了腧穴定位分析，形成了独特的取穴经验。各经取穴要点如下。

1.肺经　主要应掌握肱二头肌的桡侧缘、肱二头肌肌腱的桡侧缘、腕横纹，

以及掌指关节后方等解剖标志。

2.大肠经　主要掌握第2掌指关节前后、掌骨间、筋骨间、屈肘纹头、胸锁乳

突肌与喉结（中医称为结喉）等解剖标志。

3.胃经　主要掌握对瞳孔的直线、口角、下颌角、鬓角、颧弓、胸锁乳突肌、

喉结、肋间隙、髂前上棘、髌骨外上缘、外膝眼、胫骨前嵴、外踝高点、第2跖
趾关节等解剖标志。

4.脾经　主要掌握第1跖趾关节前后、胫骨内侧后缘、股内侧肌等解剖标志。

5.心经　主要掌握指甲根、掌指关节、尺侧腕屈肌腱、肘横纹、肱二头肌尺

侧缘等解剖标志。

6.小肠经　主要掌握指甲根、第5掌指关节前后、三角骨前后、尺骨掌侧缘、

肩胛冈中点和两端、喉结、胸锁乳突肌、下颌角等解剖标志。

7.膀胱经　主要掌握目内眦、眉头、发际、脊椎棘突、臀横纹、股后正中线、

腘横纹、腓肠肌、外踝、跖趾关节等解剖标志。

8.肾经　主要掌握足底、内踝、跟腱、半腱肌腱、半膜肌腱、脐、肋骨等解

剖标志。

9.心包经　主要掌握乳头、肱二头肌、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掌指关节、

中指端等解剖标志。

10.三焦经　主要掌握第4、5掌指关节，指伸肌腱，尺骨，桡骨，尺骨鹰嘴，

肩峰，下颌角，胸锁乳突肌，耳郭等解剖标志。

11.胆经　主要掌握目外眦、耳郭、乳突、颧弓、发际、肋骨、乳头、脐、股

骨大转子、髂前上棘、股外侧面正中线、腓骨、外踝、跖趾关节等解剖标志。

12.肝经　主要掌握第1跖趾关节、内踝、胫骨内侧面、屈膝横纹头、乳头、

肋骨等解剖标志。

13.督脉　主要掌握尾骶骨、脊椎棘突、发际、人中沟、髂嵴、肩胛骨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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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胛冈等解剖标志。

14.任脉　主要掌握耻骨联合、脐、剑胸结合、胸骨上窝、喉结、颏唇沟等解

剖标志。

熟悉这些解剖标志，根据“三边”“三间”的规律，结合纵向的骨度分寸，就

可以准确取穴。遵循“三间”“三边”规律取穴，有“二易二少”的特点。

二易：首先是易得气。针刺中穴位，其气运行如在巷道中畅行无阻碍，但刺

中肌肉关节，针下涩滞而紧，全无宽松舒适之感，则会疼痛不舒。针感得气与否，

直接关系到针刺治疗的效果，按照这样的规律所取的穴位，对获得适宜的针感及

得气是很有帮助的。其次是易于驱邪。腧穴所处之孔窍、缝隙，为肌肉薄弱处，

最易受邪侵袭。将腧穴定于此处，刺激穴位，调整经气，而使邪气由此而祛。

二少：首先是组织损伤少。在“三边”“三间”部位定穴，穴下组织相对疏

松，空隙较大，既便于行使各种手法操作，又不容易在运针操作时损伤组织而引

起疼痛。其次，由于造成的组织损伤少，则针后的后遗不适感也就相应减少。

二、杨甲三针刺手法经验

1.单手进针　杨甲三教授在临床与教学实践中，总结形成了独特的进针方法。

杨甲三认为传统的双手进针法遵循了古人经验，虽然是一种可行方法，但也存在

着速度慢、费时费力等不足。因此，创制出一种既具有“刺手”“押手”双重作

用，又简便易行的进针法，具体如下。

以右手持针为例，以拇指、示指捏持针柄（使用长针时捏持针身），环指、小

指夹持针身，中指充当“弹怒爪切”之功，形成了独特的毫针单手进针方法，而

左手完全被解放出来，可以持针多枚备用。其进针方式有4种：悬空下压式（简

称空压式）、角度转变下压式（简称角度压式）、捻转下压式（简称捻压式）、连续

压式。这四式进针法可根据腧穴所在部位的不同、临床补泻的操作需要等任意选

用，每一式又都形成了操作规范，其特点是准确少痛、轻巧快速、规范实用。这

种灵巧地运用手指分工、指力腕力、距离、角度的多要素有机融合的进针方式，

适用于人体各部穴位，也适用于任何长度的毫针。

空压式主要适用于皮部不须得气时，可用于人体大部分穴位及各种长度的毫

针进针。四肢、腹部肌肉丰厚或平坦处的穴位须直刺或深刺时多用之。

角度压式主要适用于皮部须得气时，可用于全身所有穴位的进针，腹部诸穴

尤宜之，一般使用1寸至1寸半长度的毫针行直刺。

捻压式适用于皮部须得气及捻转补泻时，右捻进针为泻法，左捻进针为补法。

连续压式多用于头皮部皮肉非常浅薄的部位，以及须沿皮刺、皮内刺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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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

2.注重补泻　针刺补泻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杨甲三遍习各派，删繁就简，形

成了自己的针刺补泻风格。根据《标幽赋》说“动退空歇，迎夺右而泻凉；推内

进搓，随济左而补暖”，将补泻方法及刺激轻重精辟地总结为“搓紧固定加震动，

推内搓左随补功；动退搓右迎提泻，刺激妙在强弱中。”意即在得气的基础上，拇

指向前努出，针左转搓紧，以慎守经气，而后推内为补法。进针在得气的基础上，

拇指向后，针右转搓紧，以慎守经气，而后震动为泻法。杨甲三还特别强调针刺

过程中 “神”和“功力”的运用，在针刺过程中一定要全神贯注，注意调动医师

本人和病者之神，尤其是补泻过程中，必须“手如握虎”“心无旁骛”，才能达到

最佳的补泻效果。

杨甲三对于刺激程度之强、中、弱也有独特的见解：每日针刺时注意刺激要

轻，间日刺激，强度宜中等；针下不得气时，须强刺激；要气至病所，须施强刺

激；急性病须施强刺激。同时还应注意，强刺激时取穴要少。 

三、杨甲三配穴经验

1.五输穴　杨甲三在深入研究五输穴特点的基础上，认为五输穴由于在人体

部位的依次分布和脉气流注的深浅上有着明显的规律，在主治作用上也有共同的

规律可循。五输穴的主治特点是：井穴应肝，理气解郁开窍；荥穴应心，清心泻

热凉血；输穴应脾，健脾和胃，运化水湿；经穴应肺，宣肺散邪，止咳降气；合

穴应肾，调补肾气，和胃降逆。将五输穴的主治作用与五脏病机统一起来，即在

经络学说的指导下，通过先定其经，次选其穴，后行补泻的次序，初步形成一种

“专病、专经、专穴、专法”的诊治方法，据此，杨甲三拟订了一套比较完整而系

统的五输穴辨证适用程序，具体如下。

以十二经病候为主要依据，先确定病变属于哪一经，再进一步认清是外经病

变还是内部脏腑病变。外经病变的治疗，实证取荥穴用泻法，虚证取输穴用补法。

内部脏腑病变，取其相应的五输穴。如果除本脏腑病变以外，还兼他脏病变，加

取其相应的五输穴。以心经为例，外经实证泻荥穴少府，虚证补输穴神门。内脏

病证取经穴灵道。这种诊治特点是把“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取穴治疗原则与

五输穴所具有的特定主治作用结合起来，以经脉病证纵向定位，以五输穴的主治

横向定位，扩大了五输穴的主治范围，提高了针灸疗效。

2.头部腧穴　杨甲三善于运用头部腧穴，强调头部腧穴在治疗脑病、头面

五官疾病方面的作用。根据临床病历资料统计分析，头部腧穴的主治规律如

下：①精神神志疾病，多取神庭、本神、四神聪，配合皮内刺，形成了疗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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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神针法”，广泛应用于癫痫、精神分裂症、神经衰弱、失眠、健忘等疾病；

②风证取风池、风府等颈项部腧穴；③头顶部腧穴无论外感还是内伤杂症均可

应用。

在头部腧穴的补泻方面，杨甲三认为首先是不同腧穴穴性具有偏补或偏泻的

作用，且头盖部腧穴所在皮肉浅薄，故补泻与常法有所不同。皮内刺为补法，是

指将针沿头皮约15°刺入头皮内而不穿透；皮下刺为泻法，即按常规将毫针沿头

皮约30°刺于头皮与颅骨之间。头项部腧穴组织相对较厚，且多为风阳之邪侵袭

所在，故风池、风府等穴当用深刺，得气后采用开提、右捻之泻法，不留针，以

使风阳之邪气速去。

3.原穴配伍　通过对三焦的研究，杨甲三认为原穴作为三焦原气经过和留止

的部位，不仅具有理气祛邪的作用，还具有补虚扶正的功能，在临证中常和其他

特定穴配伍应用。归纳为脏腑原穴相配（脏—脏、脏—腑、腑—腑）、原络相配

（主客原络相配、本经原络相配）、原俞相配、原合（下合）相配、原募相配等多

种方法，有较强的规律性与实用性。如常取太渊透经渠、大陵透内关、太白透公

孙，理气降逆治疗顽固性呃逆；用太冲配合谷治疗郁怒伤肝出现的手足拘紧或阴

虚肝旺所致的头晕目眩等症。对脏腑虚证，原穴和背俞穴配伍功效卓著 ;对脏腑同

病，阳经原穴配阴经合穴或下合穴效果良好。如脾胃不和而致脘腹胀满，呕恶泻

泄，可用太白配足三里，健脾和胃、升清降浊；肝气犯胃所致胃脘不适，胸胁窜

痛，烦急易怒，可用太冲配足三里，疏肝理气、和胃降逆。

四、杨甲三临床治疗经验举隅

1.糖尿病　杨甲三认为其病复杂，且常伴有多种并发症，不易根治。但可通

过治疗减轻症状，控制其并发症的发展。糖尿病的发病原因是脾阴虚，脾阴不足

势必引起胃阳燥亢，从而影响到机体肺肾的功能，出现津液运化升降失常导致口

渴善饥等症；体内糖分不能正常吸收利用，反而通过小便排出体外，导致精微散

失，脏腑组织失养，并发各种器官的病症，如并发脑病、心脏病、肾病、脉病、

末梢神经病、眼底血管病、视网膜病，以及皮肤瘙痒、皮肤感染等。他针对这一

病变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治疗中重点采取补脾阴、清胃燥之法。针灸取穴根据病

程的变化，取手足阳明经、足太阴脾经、手太阳小肠经，以及腹部募穴、背俞穴

为主，配合中药，能较好地控制病情，使血糖恢复正常。其合并症治疗在此基础

上，结合辨病、辨证施治，也能收到较为满意的疗效。

2.哮喘　老年性哮喘为临床常见性难治病，病人发病时呼吸困难，汗出多，

易感冒，冬季尤甚，缠绵难愈，久则发为肺气肿、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



6

杨甲三针灸取穴图解

杨甲三根据其发病规律，针对其虚实并见的特点，在治疗上采取既治其本，又治

其标；既治其里，也治其表的方法；既注重发病时的治疗，也根据季节变换适时

调理。发病时针灸加中药汤剂，收效甚佳；调理时或单用中药或独施针灸，注重

疗效的同时，也方便了病人。

3.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又称震颤麻痹，以运动迟缓、肌肉强直和震颤为主要

临床特征。病情发展后期则出现行走困难，生活不能自理。杨甲三认为此病多因

肝肾阴亏，气血不足，脑髓失充，筋脉失养，虚风内动所致，日久则顽痰死血阻

滞经络，发为痼疾。治疗上以补益肝肾，益气养血，填精补髓，化痰通络为主。

针灸取穴以头部腧穴及任督经脉、阴阳二跷、足少阴太阳经穴为主，临床疗效较

为显著。

4.中风　杨甲三认为中风的病因病机为肾阴不足，水不涵木，横逆犯脾，化

风上逆，或风阳挟痰瘀上扰，阻痹脑络。在治疗上将中风一病分为急性期和恢复

期，采用两种治疗方案。

急性期采用“清上补下法”，即清心肝之阳热于上为主，兼以调肝肾之阴于

下。针灸取穴：头部取风池、风府、百会、前顶、后顶、通天；上肢取曲池、支

沟、列缺、阳谷、八邪；下肢取足三里、三阴交、昆仑、照海、八风。针刺方法：

双侧肢体同取，先针健侧，后取患侧。风池、风府泻法不留针，百会、前顶、后

顶、通天皮内刺补法；曲池、阳谷、支沟、昆仑、八邪、八风用泻法；列缺、照

海、足三里、三阴交用补法。其特点是重在泻火祛风，兼以补阴。

恢复期的治疗，采用“补下清上法”，即以补肝肾之阴于下为主，兼以清心肝

之阳于上。针灸取穴：头部取风池、风府、百会、前顶、后顶、通天；上肢取曲

池、合谷、列缺、腕骨；下肢取足三里、悬钟、太冲、三阴交、昆仑。针刺方法：

风池、风府泻法不留针，百会、前顶、后顶、通天皮内刺补法；曲池、合谷、昆

仑用泻法；列缺、腕骨、照海、悬钟、足三里、三阴交、太冲用补法。其兼挟症

的治疗，多在分期辨证上灵活加减。如属“中风痴呆”，则在上述治疗上重用调神

针法，即神庭、本神、四神聪、神门针刺用补法。

据上述治疗方法可见其治疗特点如下：①阴经阳经腧穴同时选取。②重视头

部腧穴，补泻兼施。在疾病的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体现了辨证论治、

整体观念等中医的理论精华。治疗中风不取肩、髋关节的腧穴，杨甲三认为中风

病位在头而不在肢体，所以肢体取穴只取肘、膝关节以下腧穴即可。兼症加减，

用穴精当，配伍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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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基本针灸取穴方法

一、骨度分寸取穴法

骨度分寸取穴法，又称“骨度法”，即主要以骨节为标志，将两骨节之间的长

度折量为一定的分寸，用来确定腧穴位置的方法。现代常用的骨度分寸法始见于

《灵枢 · 骨度》篇，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经过修改和补充而来的（表2-1）。

表2-1　常用骨度分寸

部位 起止点 折量分寸 度量法 说　　明

头部

· 前发际正中至后发际正中 12寸 直寸 用于确定头部穴位的纵向距离

· 眉间至前发际正中 3寸 直寸 用于确定前发际及其头部穴位的纵向距离

· 两额角发际之间 9寸 横寸 用于确定头前部穴位的横向距离

· 耳后两乳突之间 9寸 横寸 用于确定头后部穴位的横向距离

胸腹

胁部

· 胸骨上窝至剑胸结合中点 9寸 直寸 用于确定胸部任脉穴的纵向距离

· 剑胸结合中点至脐中 8寸 直寸 用于确定上腹部穴位的纵向距离

· 脐中至耻骨联合上缘 5寸 直寸 用于确定下腹部穴位的纵向距离

· 两肩胛骨喙突内侧缘之间 12寸 横寸 用于确定胸部穴位的横向距离

· 两乳头之间 8寸 横寸 用于确定胸腹部穴位的横向距离

背腰部 · 肩胛骨内侧缘至后正中线 3寸 横寸 用于确定背腰部穴位的横向距离

上肢部

· 腋前、后纹头至肘横纹（平尺

骨鹰嘴）

9寸 直寸 用于确定上臂部穴位的纵向距离

· 肘横纹（平尺骨鹰嘴）至腕掌

（背）侧远端横纹

12寸 直寸 用于确定前臂部穴位的纵向距离

下肢部

· 耻骨联合上缘至髌底 18寸 直寸 用于确定大腿部穴位的纵向距离

· 髌底至髌尖 2寸 直寸

· 髌尖（膝中）至内踝尖 15寸 直寸 用于确定小腿内侧部穴位的纵向距离

· 胫骨内侧髁下方阴陵泉至内踝

尖

13寸 直寸 用于确定小腿内侧穴位的纵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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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起止点 折量分寸 度量法 说　　明

· 股骨大转子至腘横纹（平髌尖） 19寸 直寸 用于确定大腿部前外侧部穴位的纵向距离

· 臀沟至腘横纹 14寸 直寸 用于确定大腿后部穴位的纵向距离

· 腘横纹（平髌尖）至外踝尖 16寸 直寸 用于确定小腿外侧部穴位的纵向距离

· 内踝尖至足底 3寸 直寸 用于确定足内侧部穴位的纵向距离

续表　　

9寸

9寸

9寸

12寸

8寸

5寸

18寸

13
寸

3寸

16寸

19
寸

8
寸

9寸 横寸

12寸

直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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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表标志取穴法

体表标志取穴法是以人体解剖学的各种体表标志为依据来确定腧穴位置的方

法。可分为固定标志和活动标志两类。

（一）固定标志

固定标志是指人体表面固定不移，又有明显特征的部位。如依据人的五官、

发际线、爪甲、乳头、脐、关节处的横纹，以及骨骼凸起或凹陷处、肌肉隆起等

部位作为取穴的标志而言。因此，这些穴位标志都是相对固定的。

（二）活动标志

活动标志是指人体某局部活动后出现的隆起、凹陷、孔隙、皱纹等，是通过

肌肉筋腱的伸缩、关节的屈伸旋转及活动后皮肤皱起的纹理等形成的标志。如耳

门、听宫、听会等当张口时出现凹陷处取之；下关当闭口时凹陷处取之。又如曲

池必屈肘于横纹头取之；取阳溪时，将拇指翘起，当拇长、短伸肌腱之间的凹陷

中取之。

三、手指同身寸取穴法

手指同身寸取穴法，是指依据本人手指为尺寸折量标准来选取穴位的方法，

又称“指寸法”。由于人体生长规律的缘故，机体各局部间是相互关联而生长发育

的。因此人的手指与身体其他部位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在大小、长度上有相对的

比例。这样选定同一人体的某手指一部分来作为长度单位，量取本身其他部位的

长度是合理可行的。常用的手指同身寸有三种。

（一）横指同身寸法

横指同身寸法，又称“一夫法”。将

示指、中指、环指、小指相并拢，以中

指中节横纹处为准，量取四横指之横

度，定为3寸。

3寸

横指同身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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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拇指同身寸法

将拇指伸直，以拇指的指间关节

的宽度作为1寸。

（三）中指同身寸法

将中指屈曲，以中指指端抵在拇

指指腹，形成一环状，将示指伸直，

显露出中指的桡侧面，取其中节上下

两横纹头之间的长度为1寸。

手指同身寸取穴法在应用时较为

便利，但取穴的准确性稍差。因此，

该法必须在骨度分寸规定的基础上加

以运用，因此，手指同身寸取穴法可

以看作是骨度分寸取穴法的补充。

四、简易取穴法

简易取穴法，是历代医家在临床

实践中形成的简便易行的量取穴位的

方法。这种方法多用于较为主要的穴

位取法上。如列缺，让病人左、右两

手之虎口交叉，一手示指压在另一手

腕后高骨之正中上方，当示指尖到达

处的小凹陷处即为本穴。又如劳宫，

半握掌，以中指的指尖切压在掌心的

第一节横纹上，就是本穴。再如风市，

患者两手臂自然下垂，于股外侧中指

尖到达处就是本穴。又如垂肩屈肘，

肘尖到达躯干侧面的位置即是章门穴。

两耳角直上连线中点取百会穴等。这

些取穴方法虽不十分精确，但由于穴

位并非针尖大的范围，所以完全可以

寻找到有较强的感应处，因此在临床

上是比较实用、简便的取穴方法。

1寸

拇指同身寸

1寸

中指同身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