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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午流注针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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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子午流注针法年代久远$一直备受医家质疑$问题集中于其中医理论不完善#临床应用规律不清晰等% 尤其是在子午流

注针法的应用规律中$纳甲法的!补穴法"与!癸日十个时辰有无开穴"是学界存疑的问题% 笔者认为$补穴法是基于明代徐凤

的子午流注针法而言$!夫妻合日互用"补穴法后仍有闭穴$通过比较管正斋管氏#郑魁山郑氏及单玉堂单氏的补穴法$发现单

氏补穴的方法与理论更完善$更符合该针法的开穴规律% !癸日十个时辰有无开穴"的问题$追本溯源$若是阎明广的*子午流

注针经+$则有十个时辰的开穴(若是遵从徐氏的*针灸大全+$则癸日十个时辰便无穴% 另外$子午流注针法只是针刺中的一

种方法$临床上可将其与传统针灸的取穴#配穴方法或按肌肉解剖取穴的方法相结合$更好地发挥针刺与时间#腧穴的协同效

应$力求较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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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十分重 视时间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 作为中医理论

体系滥觞的-黄帝内经.就有很多章节论述了时间

对人体的影响#而对针灸治疗与时间关系的认识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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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其论' 如-灵枢(四时气.$+春刺井#夏刺荥',

此外#-灵枢(卫气行.提出了+子午, +卯酉,与四

时&时辰的关系' 在-黄帝内经.之后的-难经. -伤

寒杂病论.等医籍中对于针灸与时间的关系也进行

了许多论述' 金代何若愚在此基础上撰写的-流注

指微赋.首先提出了子午流注针法%经过同时代阎

明广的注释#子午流注针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并

著成了-子午流注针经.' 此后#作为时间针法代表

的子午流注针法盛极一时#如金末元初窦汉卿在

-针经指南.中首载+流注八穴,#为后世+灵龟八

法,+飞腾八法,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但纵观历代医

家之论#该针法中的一些理论受医家争议#在其应用

规律阐述的过程中也常常遇到难以明确解释的一些

问题' 笔者在近年的学习工作过程中对某些相关问

题进行了思考并获得一些体会#现阐述于此#诚望学

界指正'

BC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探讨

张帆等)%*认为#子午流注针法是以-黄帝内经.

中的天人相应理论&经脉气血流注以及针灸的候气

逢时为理论基础#将自然界&时间&空间相结合而形

成的独具特色的时间针灸医学' 李洋等)!*总结出

该针法+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该针法可通过+援

物比类,和+揆度奇恒,的方法进行掌握#并且该思

想的内在机制是时间与经脉或腧穴的对应关系#该

针法强调的是时间与人体气血在经脉或腧穴中运行

盛衰的节律性关系' 李韬)#*论述了子午流注针法

是以干支与中医某经典理论结合为理论基础#从天

干地支&阴阳五行&脏腑气血&经络腧穴各个方面的

相互联系进行取穴的针法' 段阿里):*通过探讨-黄

帝内经.中的时间医学#认为子午流注针法是应用

针灸法时理论的代表' 笔者就学者们对子午流注针

法理论的阐述进行讨论#并对该针法蕴含的+取象

比类,方法进行论述#将时间&人体经脉气血与针刺

相结合的子午流注针法理论探讨如下'

BEBC子午流注针法理论&各学者对于子午流注针

法理论基础的探讨#均涉及时间与针灸的关系及

+天人相应,理论#符合古籍记载的子午流注针法的

创始与演变' +天,是指整个自然界#+人,指人的精

神意识与实践活动#+天人相应,指天道与人道&自

然与人类息息相通):*

' 天人相应理论指人与自然

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有机整体#自然界的日月星辰

的运行&四时气候的更迭#都会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和

病理变化产生影响' 这与 !" 世纪 Q" 年代时间医学

有相似之处)Q*

#也与现代医学+生物钟,理论不谋而

合)M DP*

' 中医时间医学偏向于宏观#将人体气血流

注&阴阳盛衰与自然界日月星辰&季节昼夜节律相结

合#是一种综合节律)9 D$*

%西医时间节律偏向于微

观#研究组织&细胞甚至基因的节律及其产生机制#

寻找其影响因素及干预方法#是一种单一节律' 但

无论是中医宏观认知的时间节律#还是西医学微观

层次下的细胞&组织甚至基因节律#均表明外界环境

会对人体产生规律性的影响#即人体在自然界的影

响下以一定节律维持正常的功能活动)%"*

' 例如月

球绕地球运动及月相的变化周期形成七日节律#恒

星月和朔望月的平均时间是 !9 日#月相的变化有

朔&上弦&望&下弦四个阶段#刚好以 P 日为临界发生

变化%人与日月相应#人体的一个受精卵从受精开始

至胎儿降生为 !9" 日!:" 周"#为 P 的倍数#符合周

节律)%%*

' 从中医角度而言#人体内的这种节律是通

过经络腧穴中的气血盛衰而实现的#这便是子午流

注针法中+天人相应,理论的体现' 但就经脉气血

流注理论而言#杨晓琳等)%!*认为#气血周流不息#每

个时辰气血旺盛的穴位应该是统一的#但纳甲法与

纳支法却是不一样的穴位' 聂道芳等)%#*通过论述

经脉气血循环与标本根结理论气血流注方向的不

同#认为这是该针法理论上的缺憾' 就候气逢时理

论而言#王继)%:*总结候气逢时的实质就是气血应时

而旺#临床应择时论治'

BE3C#取象比类$方法&取象比类主要是通过比较

具有相同特点的两种事物#从已知事物的特点来推

测认识未知世界#与-黄帝内经.的+援物比类,含义

一致#是认识中医学理论常用的方法' 窦鹏等)%Q*阐

述#+取象比类,既促成中医理论发现#中医也通过

+象,进行理论表述#如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

说就是通过该方法创立的#是对人体生命现象进行

大量观察和体悟之后#参照和类比自然现象并结合

生活经验和常识#进一步抽象&纯化而形成的学说'

赵鹏飞等)%M*也持此观点#认为不同事物之间存在的

同一性提供了+取象比类,的逻辑依据' 自然界日

月星辰&季节昼夜有各自的运行规律#水流有潮涨潮

落的现象' 人体处在自然界之中#根据+取象比类,

方法#人体的脉象及经脉中的气血也有一定的规律

性#如-伤寒论(伤寒例.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

秋气清凉#冬气冰列#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

)%P*

%-伤

寒论(平脉法.云$+脉有三部#阴阳相乘#荣卫血

气#在人体躬00春弦秋浮#冬沉夏洪',四季天气

遵循温热凉冽的规律#使脉象出现弦洪浮沉的变动'

(M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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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子午流注针法蕴含的+取象比类,方法而言#

首先是明白+象,的含义#其次才能得出+象,背后抽

象的医学概念和规律' 此处的+象,是指自然界万

物随时间生长化收藏的变化#取此+象,观人体#则

人体也会出现幼青壮老的变化' 另外#以+自然界

水流潮涨潮落,的+象,反映于人体#则表现为经脉

气血流注的盛衰变化' 天干地支#简称干支#是古代

记录年&月&日&时的次序的符号' 学界有植物生长

说&人体器官说&怀胎说&建筑说&简称说及日轨

说)%9 D%$*表述干支的含义#不论哪种学说#均认为干

支本身包含有万物生长&繁盛&衰老&死亡&更生的涵

义' 人体的五输穴也呈现出气血运行的变化#古人

以自然界水流现象比喻五输穴的气血在经脉中运行

的情况#运行的动向是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弱而

盛' 因此#一方面由于干支与五输穴均含有盛衰大

小的变化#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干支是自然界盛

衰的代名词#五输穴是机体气血流注变化的代名词#

所以完全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加以运

用#以便认识和探讨该针法的理论基础'

3C子午流注针法的应用规律

子午流注针法的应用规律包括纳干法和纳支

法#是运用天干或地支配脏腑的一种按时开穴的针

法' 其中纳支法的运用方法完善#分别是补母泻子

取穴法和一日六十六穴法%纳干法又称纳甲法#金代

阎明广首次详细记载了纳甲法#明代徐凤对其进行

了发挥#现代医家言纳甲法多指徐凤纳甲法)!"*

' 徐

凤纳甲法运用方法中的+阳进阴退#开井穴%经生

经#穴生穴#开其他五输穴%返本还原%气纳三焦#开

生我穴#血归包络#开我生穴,是学界公认的#但依

此方法开穴#十日一百二十个时辰只能开六十个时

辰#而剩余六十个时辰因不符合上述规律无穴可开'

因此#当遇有急证或患者就诊时间不当#欲采用子午

流注纳甲法却又逢无穴可开之时#医家们便束手无

策' 于是后世医家就开始增补穴位#补穴方法)!%*主

要有古代的夫妻合日互用开穴&纳支法补穴和近现

代的郑氏补穴法&单氏补穴法&管氏子午流注针法'

此外#癸日的前一日壬日在寅时开穴#按照+阳进阴

退,规律#癸日应在丑时开穴#但医家记载为亥时开

穴#其间十个时辰到底有无穴位#所蕴含的意义是学

界一直争论的问题' 因此#笔者就+补穴法,与+癸

日十个时辰有无开穴,的意义阐述如下'

3EBC补穴法

3EBEBC各补穴法的含义&+夫妻合日互用,补穴法

由明代医家李蓇开创#-医学入门(针灸.言$+阳日

阳时已过#阴日阴时已过#遇有急疾奈何00妻闭针

其夫#夫闭针其妻',后世医家如杨继洲&李学川均

将这一方法记载于自己的著作)!!*

' 金代阎明广与

徐凤的纳甲法均未涉及夫妻合用开穴法#只是提及

甲日为阳日#己日为阴日#二者阴阳相合#并未提及

互用穴位)!#*

' 两个时间概念!+本日,与+值日,"&

+阳日阳时阳经穴开#阴日阴时阴经穴开,的问题是

理解该补穴方法的关键' 曹一鸣)!:*论述了+本日,

指每日的十二个时辰#而+值日,是从某经井穴开穴

时算起#经过荥&输&经&合到日干重见开三焦或心包

经输穴为止#如胆经值日的甲日是从甲戌时到次日

的甲申时' 毕明深)!Q*也持此观点#不同的是将+本

日,称为+天干日,' +阳日阳时阳经穴开#阴日阴时

阴经穴开,的开穴规律#被部分学者)!M*认为是悖论#

并举例如甲日甲戌时开胆经窍阴#到丙子时开小肠

经前谷#已是第二天乙日#是阴日阳时阳穴开' 如若

清楚+本日,与+值日,的概念#那么可知此规律并非

悖论#而是其指的+阳日阴日,是+值日的阳日阴

日,' 夫妻合日互用的时间概念指的是+本日,#因

为夫妻合日互用的前提是时辰也相合#仔细推演子

午流注针法的开穴时间#可发现按+值日,进行夫妻

合用取穴#每个时辰都会有开穴#但是两日同一时间

的时天干不同#如甲日巳时的时天干为辛#而己日巳

时的时天干为己#违背相合两日的时辰干支一致的

说法' 另外#王冠超)!P*通过解释夫妻合日互用时#

若遇夫妻两日同一时辰均有穴所开#可互用#也可并

用#如甲日辛未时开尺泽#亦可用己日辛未时所开的

鱼际#表明了夫妻合日的时间概念是+本日,'

经过夫妻合日互用取穴法后#可增加 #M 个开

穴#仍有 !: 个时辰是闭穴!如表 %"#原因是两日相

合的时辰起止不同#会出现某日的某些时辰无相合

的穴位#如甲日庚辰时闭穴#而与甲相合的庚日并无

庚辰时#最终仍会出现无穴可开的时辰'

管氏)!9*按+纳支法,的+母子穴,填充闭穴#实

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如甲日庚午时的闭穴#取母

子穴#遇心经实证#取心经神门#如遇脾经虚证#取脾

经母穴大都' 该法与-针灸学.的纳支子母补泻法

的 +补母,穴位不同#-针灸学.中的+补母,穴指本

经经气方衰之时即下一个时辰#取本经的母穴%而管

氏+补母,穴取的是本经的上一时辰的所属经脉的

穴位#但也不完全属于异经子母补泻的穴位#如乙日

辛巳时的母穴是与其相表里的胃经腧穴阳溪'

郑氏补穴)!$*是根据时辰的天干决定开穴的经

(PM9%(



!"!# 年 $ 月 %" 日&第 $ 期

'()$&&%" *+,-+./+0!"!#

&&&&&&&&&

中&医&学&报
1231245'6*6768525'6

&&&&&&&&&&&

第 #9 卷&总第 #": 期

;(<)#9& &&'()#":

脉#根据时辰的地支从前往后按井荥输经合依次增

补穴位#遵从阳干支对阳经#阴干支对阴经#如甲干&

子支与胆经相对应#庚午时闭穴#按此补穴法#庚午

时是大肠经值日#按井荥输经合次序的开穴应是大

肠经的经穴阳溪'

单氏补穴法)#"*与郑氏补穴法有共通之处#即按

时辰天干决定开穴经脉#阳干支对阳经#阴干支对阴

经#不同的是井穴开启的时间及遵循的规律#该法遵

循井!一"&经!四"&荥!二"&合!五"&输!三"反克的

顺序相配#最后在加上纳穴!"#纳穴与纳甲法+气

纳三焦&血归包络,的取穴方法一致'

表 BC运用夫妻合日互用开穴法后每日仍无穴的时辰

甲!己"日 乙!庚"日 丙!辛"日 丁!壬"日 戊!癸"日

庚午时 辛巳时 壬辰时 癸卯时 甲寅时

壬申时 癸未时 甲午时 乙巳时 丙辰时

己未时

辛酉时

3EBE3C各补穴法的意义&就各补穴法的意义而言#

郑志杰)#%*指出#合日互用的思路不完善#补穴违背

了子午流注纳甲法+阳日阳时开阳穴#阴日阴时开

阴穴的,原则' 黄奔)!%*则持不同意见#通过引用-灵

枢(营卫生会.中的 +阴阳相贯#如环无端,的描

述#阐述了人体气血流注+如环无端#无有终时,#闭

穴之时不可能停滞不动#因此#闭穴时人体气血也应

该流注到相应的腧穴#不应该出现+闭穴,现象' 张

勇)#!*指出#闭穴无法体现人体气血循环往复的特

点' 虽然追溯纳甲法的本源#是存在闭穴的#但依据

中医理论#经脉气血如环无端#临床上遇急病却无穴

可开时#笔者更赞同对纳甲法进行补穴'

对于管氏的补穴法#母子穴填充是依据时辰的

天干定经脉#且认为是该经脉对应的脏或腑出现虚

证或实证选取的穴位#但若是遇闭穴的时辰#且患者

也无该时辰对应的脏或腑的病症#此时所填充的母

子穴是否可以选取#这似乎显示出该补穴法的不足

之处'

对于郑氏与单氏补穴法#虽将闭穴均变为开穴#

二者有些补穴相同#有些补穴却不同#但同属于一条

经脉!如表 !"' 究其原因#相同且同属一条经脉是

因为二者均以时干定经脉#以时支定穴位#不同是因

为郑氏的时支属阳的按子&寅&辰&午&申&戌依次配

时干对应阳经的井荥输经合#与纳穴#丑&卯&巳&未&

酉&亥依次配时干对应阴经的井荥输经合与纳穴'

单氏则是按开井穴的时辰地支为第一个穴位#之后

按照地支的先后次序依次取时干对应经脉的经&荥&

合&输&纳穴' 就郑氏与单氏补穴的理论而言#郑氏

采取的是五行相生的规律#但由此得出的井穴与纳

甲法相违背#如甲日甲戌时取足窍阴#而郑氏足窍阴

是在甲子时的取穴%单氏采取的是五行反克的规律#

通过人体营卫之气的运行是+由相克到相生#先有

克而后有生,的规律#类比五输穴的相生顺序也是

由+井&经&荥&合&输,的五行反克规律演化#+六时,

的顺序亦按照五行反克规律演化#而且由此得出的

补穴之外的穴位与纳甲法相一致'

因此#各种补穴法中单氏补穴的方法与理论较

为完善' 将徐氏的纳甲法与单氏补穴法相结合#就

形成了完整的子午流注针法#使每个时辰均有开穴#

扩大了子午流注针法的使用范围'

表 3C郑氏与单氏补穴的不同

日干 乙!庚"日 丙!辛"日

时辰 辛巳时 癸未时 壬辰时 甲午时

郑氏 太渊 复溜 束骨 阳辅

单氏 经渠 太溪 昆仑 足临泣

3E3C癸日十个时辰有无开穴&部分学者认为#在子

午流注针法的应用中#癸日肾经为值日经#亥时开

穴#距离前一天壬日膀胱经值日的+气纳三焦,壬子

时开三焦经关冲穴之后#其间空缺十个时辰无开穴#

这与以前阳日与阴日在日干重见时与下一个日始开

穴之间阴阳相接&时辰相继的情况不同' 故认为癸

日十个时辰无开穴#但理由并不相同' 郑志杰等)#%*

认为#流注以甲日起开穴#前后经过九天#每天一经

值日#每经值日十一时#十日共一百二十时#但十日

仅值一百一十时#相差十时#十日累计多余的十个时

辰#到癸日出现连续十个时辰的空缺' 癸日若在丑

时开穴#到亥时结束时#则余下甲日子时到酉时为空

缺#如果这样做#就会出现不能与甲日戌时相交的现

象' 为了能够体现出经脉气血流注+如环无端,的

特点#只好将癸日的开穴时间再后退十个时辰#在亥

时进行开穴' 葛冉等)##*认为#人体随气血流注以时

间的进展为顺序#癸日与肾相配#五行属水#是人体

气血调整恢复的过程#是经过六十个时辰的运行及

开穴&开穴治疗后进行自我调整的一个过程' 此外#

肾为先元之本#+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暗合人体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意#是气血蕴集调理的过

程' 即十个时辰不开穴的意义是气血滋养蓄积#类

似十月怀胎#并且在临床实践中#在经过一定治疗后

亦需要休息调整#符合临床实践的需要'

周桂桐)#:*通过比较阎氏与徐氏的纳甲法#发现

阎氏在开纳穴时选取的是三焦经的井荥输原经合六

(9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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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腧穴#或心包经的井荥输经合五个腧穴#徐氏则将

其取消#在开纳穴时只选取一个腧穴#徐氏也将+流

经经络井荥图,记载的三焦&心包五输穴在壬日壬

子时至辛酉时的两幅图取消#使得癸日出现十个时

辰无穴可开' 苏绪林)!"*与周氏观点相同#认为徐氏

取消壬日三焦与心包经的开穴#没有较好地体现子

午流注中经脉气血的环周流注特点%只纳入三焦经

或心包经的一个腧穴#不如阎氏的方法更能体现

+三焦是阳气之父#心包是阴血之母00主受纳十

经血气养育,的特点' 笔者仔细研读-子午流注针

经.与-针灸大全(论子午流注之法.的电子书籍#

发现前者增添了三焦&心包五输穴在壬日壬子时至

辛酉时的开穴#这些时辰与前边运用三焦或心包经

的时辰不同#而后才是癸日癸亥时开肾经穴#所以不

能将其等同于前边的纳穴%而后者则是在壬日壬寅

时只有膀胱经依次的开穴#无三焦及心包经本经依

次的开穴#之后便是癸日癸亥时肾经依次开穴#并将

三焦经与心包经的穴位依据+气纳三焦&血归包络,

分别纳入前面十条经脉中!见表 #"' 虽然二者均描

述在癸日均是癸亥时开穴#但仔细推敲#可知-子午

流注针经.的壬子时到辛酉时刚好与癸日的时辰相

一致#尚可认为其在癸日的十个时辰是有开穴的'

就其开穴意义而言#壬日后依次开三焦经与心包经

的五输穴#壬日为阳日行阳经#三焦经承前启后#前

连壬日阳经之气#后接心包经之血#最后于癸日亥时

连接肾经之血#未尝不是通过三焦经与心包经将前

九日的气血蓄积于一起#待癸亥时再次行开穴' 毫

无疑问#徐凤的纳甲法癸日十个时辰无开穴#而阎氏

的-子午流注针经.早于徐凤的-针灸大全.#癸日的

十个时辰是有开穴的'

表 IC'子午流注针经(与'针灸大全(在癸日开穴比较

时辰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子午流注针经. 关冲 中冲 液门 劳宫 中渚阳池 大陵 支沟 间使 天井 曲泽 闭穴 涌泉

-针灸大全. 关冲 闭穴 闭穴 闭穴 闭穴 闭穴 闭穴 闭穴 闭穴 闭穴 闭穴 涌泉

IC讨论

长期以来#对于子午流注针法理论的质疑之声

不绝于耳#质疑之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医理论不完善&

临床应用方法不清晰等)#Q*

' 对此笔者认为#如果说

该针法中医理论不完善#可以逐步地挖掘完善#这是

任何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要面临的问题#而且

一种完善的学说理论也存在发展和再完善的问题#

没有绝对完善的理论和不变化的完善理论' 就子午

流注针法理论而言#笔者认为其理论+天人相应,与

!" 世纪出现的时间医学理论有共通之处#即研究时

间与人体生理&病理变化及与治疗&药理发挥等方面

的关系' +取象比类,是探讨中医学理论重要的方

法#并且该方法可用于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探讨中#

尤其是+干支,与+五输穴,的同一性体现了该思维

方法的前提' 在子午流注针法的应用规律中#纳甲

法的+补穴法,与+癸日十个时辰有无开穴,是学界

存疑的问题#笔者认为#补穴法是基于徐氏的子午流

注针法而言#+夫妻合日互用,补穴法后仍有闭穴#

通过比较管氏&郑氏及单氏的补穴法#发现单氏补穴

的方法与理论更完善#更符合该针法的开穴规律'

+癸日十个时辰有无开穴,的问题#追本溯源#若是

阎氏的-子午流注针经.则有十个时辰的开穴#若是

遵从徐氏的-针灸大全.则癸日十个时辰便无穴'

另外#子午流注针法只是针刺中的一种方法#临床上

可将其与传统针灸的取穴&配穴方法或按肌肉解剖

取穴的方法相结合#更好地发挥针刺与时间&腧穴的

协同效应#争求较好的临床疗效'

此外#通过对子午流注针法的学习与应用#笔者

认为#学习子午流注针法不仅要学会开穴#更重要的

是学会中医学思维' 因为医学与文化&哲学是不可

分割的' 该针法包含了丰富的中医学内涵#在学习

和研究的过程中能够完善学者的中医思想和思维#

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重视时间

对医学的影响等中医学特有的内涵#有利于进一步

发扬和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更好地将针灸运用于

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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