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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酉己穴方法是在选穴原则的指导下
,

针对疾病的病位
、

病

因
、

病机等
,

选取主治相同或相近
,

具有协同作用的脯穴加以

配伍应用的方法
。

其目的在于加强脯穴之间的协同作用
,

相辅

相成
,

提高治疗效果
。

配穴方法可概括为按部配穴和按经配穴

两大类
。

前者包括远近配穴法
、

上下配穴法
、

前后配穴法
、

左

右配穴法
。

后者主要包括本经配穴法
、

表里经配穴法
、

同名经

配穴法等
” 。

以上是 《针灸学 ) 教材中对于配穴方法的定义和

分类 1[] 。

在笔者看来
,

配穴方法的定义尚有不完善之处 ; 配穴

方法的命名
、

分类虽简洁明了
,

学生便于记忆
,

但配穴方法应

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

能指导学生或临床工作者的配穴实践
,

然

笔者认为有些配穴方法内涵交叉
,

临床指导作用甚微
。

现从以

下几点来分析阐述
。

1 关于配穴方法的定义

纬十灸学 ) 中写道
“

配穴方法是在选穴原则的指导下
,

针

对疾病的病位
、

病因
、

病机等
,

选取主治相同或相近
,

具有协

同作用的脯穴加以配伍应用的方法
。

其目的在于加强脯穴之间

的协同作用
,

相辅相成
,

提高治疗效果
” 。

笔者认为此定义中

有两处不妥
,

其一是
“

选取具有协同作用的脯穴加以配伍应

用
” 。

研究表明
,

月俞穴配伍存在着增效 (协同作用 )
、

减效 (拮抗

作用 )
、

无增减效应三种可能团 ,

而哪些脯穴配伍可产生协同作

用
,

目前尚不明确
。

因此
,

不是
“

选取具有协同作用的脯穴配

伍应用
” ,

而是
“

选取功能主治相同或相近的脯穴配合应用
” ,

以期
“

产生协同作用而提高疗效
” ,

此处
“

协同作用
”

是
“

配

穴
”

的目的
,

其方法
、

途径是
“

选取功能主治相同或相近的脯

穴配合应用
” 。

第二不妥之处是
“

针对疾病的病位
、

病因
、

病

机等选取穴位配伍应用
” ,

这句话的内容无不妥之处
,

但放置

的位置不合适
,

笔者认为
“

针对疾病的病位
、

病因
、

病机等选

取穴位配伍应用
” ,

是以期全面
、

整体的治疗疾病
,

以提高疗

效
,

因此
,

也是配穴达到提高疗效的方法
、

途径之一
。

配穴是医师的医治策略
,

它是在整体念和辨证论治指导下

进行的有理论
、

有依据的脯穴配伍应用
。

佰症卿 曰 :
“

先

穷其病源
,

后攻其穴道
, , ’

明确指出了辨证施治的主导原则
。

杨继洲在 《针灸大成》 中也提出临证
“

先审病者是何病?属何

经?用何穴 ?审于我意
” ,

说明选穴
、

配穴
,

审病辨证是前提
。

配穴目的是为了提高临床疗效
。

而如何配穴来提高疗效呢 ? 一

是选择主治相同或相近的脯穴配合应用 ; 二是进一步针对病

因
、

病位
、

病机或兼症选取脯穴配合应用
。

前者通过
“

主治相

同或相近的脯穴配合
, “

以期产生脯穴间的协同作用来提高疗

效 ; 后者则是
“

针对病因
、

病位
、

病机或兼症配穴
” ,

通过对

疾病的整体
、

全面的治疗以提高疗效
。

笔者认为
,

配穴方法的

定义中应包含上述逻辑含义
。

2 关于配穴方法

目前
,

教材中所列配穴方法主要分为按经配穴和按部配穴

两大类
。

前者包括本经配穴法
、

表里经配穴法
、

同名经配穴

法
。

按经配穴体现了选择主治相同或相近的脯穴配合应用
,

本

经脯穴有治疗本经所过之处及所属脏腑之病的主治特点
,

表里

经及同名经
,

因脏腑属络关系和经气之联通
,

在脯穴的主治功

能上亦相近
,

因此
,

按经配穴体现了选择主治相同或相近的脯

穴配合应用
,

其目的是通过发挥脯穴间的协同作用而提高疗

效
。

在临床中
,

可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选择本经
、

或表里经
、

或同名经的脯穴配伍治疗疾病
。

按部配穴
,

包括远近配穴法
、

上下配穴法
、

前后配穴法
、

左右配穴法
。

其中远近配穴
、

前后配穴
、

左右配穴都有一定的

经穴理论来源
,

如远近配穴是基于脯穴的近治和远治的主治特

点 ; 前后配穴源于 演帝内经 ) 中的
“

偶刺
” ,

主要是针对脏

腑病的配穴 ; 左右配穴基于十二经脉左右对称分布
,

部分经脉

左右交叉的特点
,

包括两侧脯穴同取
,

或左病配右穴
,

右病配

左穴等
。

而上下配穴
,

笔者认为
,

虽与前面所列配穴方法的名

称相对应
,

但其理论依据缺如
,

与远近配穴法内涵交叉
,

实际

指导作用甚微
,

理由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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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上下配穴法的定义是
“

将腰部以上脯穴和腰部以下

脯穴配合应用的方法
” ,

其并无相关理论来源
,

教材中举例
“

头项强痛
,

上取大推
,

下配昆仑
” 。

大推与昆仑
,

一个在腰部

以上
,

一个在腰部以下
,

但这个配穴也可解读为远近配穴
,

即

大推为近部脯穴 (在病变局部 )
,

昆仑为远端脯穴 (属足太阳膀肤

经
,

膀肤经
“

入络脑
” ,

昆仑治疗脑病
,

体现其远治作用 )
,

由

此可见上下配穴与远近配穴的涵盖内容有交叉
。

如果就理解为

上下配穴
,

以顺向思维想一想
,

是上下配穴法 (即选一 个腰部

以上的脯穴
,

酉己一个腰部以下的脯穴 )指导下将此二穴配合应

用的吗 ? 可能大家更倾向于认为是远近配穴法的指导
,

这与上

下配穴法缺乏相应理论来源有一定关系
。

在教材中
,

上下配穴还例举了上下旨取四肢末端的脯穴配伍

应用
,

其典型实例是八脉交会穴的配对应用
。

同样顺向思维
,

我

们在应用八脉交会穴时
,

并不是基于上下配穴法的指导
,

而是基

于八脉交会穴是奇经八脉与十二经脉相通的在四肢部的八个脯

穴
,

配合应用可治疗两脉相合部位的疾病
,

这是古人经验总结

出的约定俗成的配穴应用
。

虽然从脯穴所在位置来看符合上下

配穴
,

但实际应用并不受其指导
。

此外
,

教材中也例举了内关

配足三里治疗胃院痛
,

它即不能用远近配穴来分析
,

也不是八脉

交会穴配穴
,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它符合上下配穴的定义
,

就认

为是上下配穴了
,

同样
,

以顺向思维来分析
,

内关因属八脉交

会穴而可治疗胃相关的疾病
,

此两穴的配伍是选择了主治功能

相近的脯穴配伍应用
,

是临床经验的总结
。

笔者也查阅了其他

一些教材
,

有的在配穴方法中并未将上下配穴编写入其中叽

3 对配穴方法的建议

3
.

1 重视配 穴方 法的指导作用 近年在关于脯穴配伍规律的

研究中
,

许多研究者从古今文献入手
,

对脯穴的应用进行整

理
、

分析
,

按照配穴方法进行分类
,

进而总结出脯穴配伍特点

或规律 4[ 一 5] 。

这是配穴方法对
“

过往脯穴配伍
”

的总结应用

但配穴方法更重要应是对
“

将来脯穴配伍应用
”

的指导
,

即在

实际针灸临床用穴中配伍的指导作用
。

因此
,

应多从临床治疗

的顺向思维出发
,

思考和研究指导脯穴配伍应用的方法
。

此

外
,

酉己穴方法还应在
“

针灸治疗各论
, ’

章节中有所体现
,

结合

具体病症来说明配穴方法的应用
。

3
.

2 重视特定穴配穴方法的总结 特定穴在针灸临床中应用

广泛
,

对古今文献进行统计
,

特定穴的平均使用频次是全部经

穴平均水平的 1
.

3 7 倍问 。

特定穴的配伍应用也是很多的
,

有的

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配穴方法
,

如原络配穴
、

俞募配穴
、

八脉

交会穴配穴等
。

有的新的配伍应用在临床中也得到了一 定的总

结
,

如合募配穴卜困 、

并络配穴 9[ 一 , 0] 、

输合配穴口 , 一 , 2]等
。

这些总

结都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

以明确其效应和应用条件
,

在教材编

写中也应适时的将其纳入进来作为学习内容
,

以丰富配穴方

法
,

指导临床应用
。

4 结语

配穴方法是指导脯穴配伍应用的方法
,

其目的在于提高临

床疗效
。

虽然配穴方法是以使脯穴间产生协同作用提高疗效为

目的
,

但尚未有科学研究明确这一内容
,

功能相近的脯穴配伍

产生拮抗作用也曾有报道 13[]
。

因此
,

科学评价配穴方法指导下

的配穴方案效应是十分必要的
。

此外
,

笔者认为
,

配穴方案的拟定与多因素有关
,

包括审

病辨证
、

配穴方法的指导
、

对脯穴功效的认识以及医者的临床

经验等
,

各配穴方案并不是上述的配穴方法可一概而尽的
,

不

应强将某一配穴方案归属到某一配穴方法中
,

而应该更多的分

析
、

探究医者的选穴
、

配穴思路
,

应用条件
,

进而总结出配穴

规律
,

或新的配穴方法
,

再以顺向思维来分析
,

其是否对临床

用穴有实际指导意义
。

如此研究成果才能真正服务于临床
,

有

助于脯穴应用水平的提高 ; 如此内容编写入教材
,

才是学习者

们真正要掌握的
,

能在临床中应用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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