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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印堂穴古文献检索分析,归纳印堂穴临床应用规律,为印堂穴临床应用和科学研究提供指导。 方

法:检索《中华医典》(第 5 版)收录的有关印堂穴内容,对印堂穴病证诊断、主治病证、单穴应用、腧穴配伍应用及中医疗法等

相关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并建立数据库。 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符合要求的条文 124 条,涵盖 64 部古籍,涉及五官科、内科、儿
科、外科、妇科等多门学科 30 种病证。 印堂穴用于病证诊断的条文共计 40 条,涉及小儿痘疹、惊风、夜啼等 8 种病证诊断及预

后推测。 印堂穴主治病证条文共计 79 条,治疗最多的为五官科疾病,其次为儿科和内科疾病。 与印堂穴相关的中医疗法有穴

位贴敷、针刺、艾灸等 6 种,穴位贴敷疗法治疗范围最广。 针灸疗法中,印堂穴配伍腧穴 36 个(106 次),其中出现频次较多(≥
4 次)的有 11 个,总计 69 次(65. 09%)。 配伍频次最高的腧穴为合谷穴,其次为百会穴和攒竹穴。 印堂穴在养生治未病领域

也有应用。 结论:印堂穴在病证诊断、治疗、预后推断及养生治未病领域都有应用。 印堂穴主治病证广泛,尤其在头面五官和

小儿疾病中应用较多。 印堂穴治疗以近治作用为主,腧穴配伍主要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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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堂穴出自《玉龙歌》,该穴在面部两眉内侧端中间凹

陷处,归属于督脉。 由于印堂穴的位置特殊,古文献中常以

其所处部位代替该穴位名,如“眉间” “曲眉” “眉心” “两眉

中间”。 印堂穴临床应用广泛,为系统了解印堂穴临床应用

规律,笔者对古代文献中有关印堂穴的内容进行归纳整理,

分析印堂穴临床常用疗法、病证诊断、腧穴主治及配伍规

律,为临床应用及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 1　 文献来源　 《中华医典》是目前我国中医古籍系统整

理较为全面和权威的电子丛书,最新版本是第 5 版,包含

1156 部中医古籍。 本研究以《中华医典》 (第 5 版)为数据

源进行检索,并建立数据库。
1. 2　 检索策略　 在《 中华医典》 中输入检索词以收集所

需资料。 以“印堂”
 

“ 曲眉” “ 眉心” “ 眉间” 和 “ 两眉中

间”为检索词进行检索,检索完成后以《针灸学》 [ 1] 和《 中

国针灸学词典》 [ 2] 中涉及印堂穴的内容为参考,去除与

印堂穴无关的条文。 最后将计算机检索的结果与纸质出

版物相对照,检查字词、标点符号等是否有错误,以确保

资料准确可靠。

1. 3　 纳入标准　 1)印堂穴用于病证诊断的内容;2)有关印

堂穴单穴主治病证的条文;3)有关印堂穴腧穴配伍应用的

条文;4)印堂穴相关中医疗法的内容;5)印堂穴临床应用的

相关医案;6)歌诀、歌赋中有关印堂穴主治及禁忌的内容;
7)有关印堂穴治疗注意事项的内容;8)综合性医籍只纳入

原始医籍。

1. 4　 排除标准　 1)有关印堂穴别名叙述性条文;2)有关印

堂穴定位和归经走向的条文;3)病证或治疗描述不清或不

确定的条文;4)重复性内容,只保留描述较详细的一种,若

完全重复则保留年代较早者。
1. 5　 数据录入　 使用《中华医典》的导出功能,将检索词检

索出的条文导出为 Excel 文件,去除与印堂穴无关的条文。
并依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条文。 筛选结束后,将电子文

档与纸质版书籍进行对照并修订。 将修订后的数据按照文

献出处、作者、朝代、病证、诊断、穴位、中医疗法和治疗注意

事项等 8 项内容录入 Excel 表格中,建立数据库并对其进行

统计处理。

1. 6　 名词规范　 1)病证名称规范。 不同时期的古籍中同

一种疾病可能名称不一致,需要规范命名。 病证根据《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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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3] 《中医五官科学》 [4] 《中医内科学》 [5]

《中医儿科学》 [6] 《中医妇科学》 [7] 和《中医外科学》 [8] 进行

统一。 如“沙蜮”归为霍乱,“马脾风”归为惊风,“脐风”归

为破伤风,“客忤”和“思乳”皆归为夜啼。 2)腧穴名称规范。
中医针灸学中一个穴位可能有多个名称,在古籍中使用不

一,因此需要将穴位名称规范为国际通用的名称。 以《针灸

学》 [1] 的腧穴名称为标准进行统一命名:如
 

“人中”统一为

“水沟”,“囟门”统一为“囟会”。
2　 结　 　 果

　 　 经过数据分析处理,本研究共纳入 124 条文献资料,涵
盖 64 部中医古籍。 印堂穴用于疾病诊断条文共计 40 条,涉
及小儿痘疹、惊风、夜啼等 8 种疾病的诊断及预后推测。 印

堂穴主治病证相关条文 79 条,包含惊风、头痛、头面疔疮、翳
障、鼻衄、产后血晕等 30 种病证,涉及五官科、外科、内科、儿
科、妇科等多个学科。 在印堂穴应用的中医疗法有穴位贴

敷、针刺、艾灸等 6 种。 在针刺与艾灸疗法中,与印堂穴配伍

应用的穴位共计 36 个,其中包含 30 个十四经脉腧穴和 6 个

经外奇穴。 印堂穴在养生治未病领域应用的相关条文有

2 条。
2. 1　 印堂穴望诊诊断　 数据统计显示,印堂穴用于病证望

诊的条文共计 40 条,包括了印堂部位脏腑分配、8 种病证

的诊断、病机及预后推测。 印堂穴五色主病相关条文共计

28 条,其中 24 条为小儿病证,占 85. 71%,观察印堂部位皮

肤颜色、纹路即可诊断,如《活幼心书》云:“坏证伤寒,其候

外察印堂多紫纹” [9] 。 观察印堂穴可推测疾病吉凶,如《疡

医大全》云:“印堂:肺之部,痘如成片云遮,则主大凶” [10] 。
观察印堂穴可推测疾病预后转归,如《古今医统大全》 云:
“印堂青色,壮热哯乳,睡中多惊,手足微掣,久则成痫” [11] 。
(见表 1)

表 1　 印堂穴望诊

内容 望诊

脏腑分配 印堂肺之部

五色主病 痘疹、夜啼、惊风、泄泻、痰饮、破伤风、伏燥、伤寒坏证

病机 灰扑印堂,心家少血;印堂红斑,心阳炽盛

预后 痘如云遮,主大凶;黄色明润,为欲愈;印堂黄白,吉

2. 2　 印堂穴主治病证　 印堂穴主治病证相关条文共计 79
条,共包含 30 种病证,涉及 11 种五官科病证,7 种儿科病

证,7 种内科病证,4 种外科病证和 1 种妇科病证。 印堂穴善

治五官科疾病,共涉及 6 种眼病,3 种鼻病,1 种口腔疾病和

1 种咽喉疾病。 (见表 2)
2. 3　 印堂穴中医疗法　 在印堂穴应用的中医疗法有 6 种,
分别是穴位贴敷、针刺、刺血、艾灸、推拿和灯火灸。 病证 30
种,涉及五官科、内科、儿科和外科等。 其中穴位贴敷治疗

病证种类最多(16 种,占比 53. 33%)。 (见表 3)

表 2　 印堂穴主治病证

病证分类 病证数 占比( %) 病证

五官科 11 36. 67 眉棱骨痛(2) 、翳障 ( 1) 、眼丹 ( 1) 、天行赤

眼(1) 、眼珠缩入 ( 1) 、鼻衄 ( 2) 、胬肉攀睛

(1) 、鼻窒(1) 、鼻渊(1) 、口疮(1) 、喉蛾(1)
儿科 7 23. 33 惊风(13) 、夜啼(4) 、痫证(2) 、厥证(2) 、重

舌(1) 、痘证(1) 、破伤风(1)
内科 7 23. 33 头痛(10) 、感冒(4) 、中风(4) 、疟疾(2) 、霍

乱(2) 、痢疾(1) 、中暑(1)
 

外科 4 13. 33 头面部疔疮(17) 、手部疔疮( 1) 、疖( 1) 、乳
痈(1)

妇科 1 3. 34 产后血晕(1)

表 3　 印堂穴相关中医疗法

中医疗法 病证数 占比(%) 病证分类

穴位贴敷 16 53. 33 五官科 ( 7 )、 内科 ( 4 )、 儿科

(3)、外科(2)
针刺 8 26. 67 内科(4)、五官科(3)、儿科(1)
刺血 6 20. 00 内科 ( 2)、 外科 ( 2 )、 五官科

(1)、妇科(1)
艾灸 5 16. 67 儿科(3)、五官科(1)、内科(1)
推拿 5 16. 67 儿科(4)、内科(1)

灯火灸 3 10. 00 儿科(2)、内科(1)

2. 4　 印堂穴针灸疗法的配穴与归经　 印堂穴针刺和艾灸疗法

应用条文共计 32 条,用于治疗惊风、头痛、夜啼等 11 种病证,其
中以小儿(15 条)和头面五官疾病为主(11 条)。 印堂穴单穴应

用条文共计 3 条,用于治疗中风、小儿惊风和小儿痫证。
印堂穴腧穴配伍应用条文共计 29 条,与印堂穴相配伍

的腧穴有 36 个,频次共计 106 次,包含 30 个十四经脉腧穴

(出现 100 次)和 6 个经外奇穴(各出现 1 次)。 与印堂穴配

伍应用最多的腧穴为合谷穴(11),其次为百会穴(9)和攒竹

穴(9)。 出现频次较多( ≥4 次)的 11 个配伍腧穴中,总频

次为 69 次,总出现率为 65. 09%。 督脉上的穴位与印堂穴配

伍频次最高(26 次),总共有 5 个穴位,分别是百会(9)、水
沟(7)、上星(6)、囟会(3)和风府(1)。 其次为手阳明大肠

经和足太阳膀胱经,穴位配伍频次皆为 15 次。 手阳明大肠

经有 2 个穴位与印堂穴配伍,分别是合谷穴(11)和迎香穴

(4)。 足太阳膀胱经有 4 个穴位与印堂穴配伍,分别是攒竹

穴(9)、风门穴(4)、曲差穴(1)和京骨穴(1)。 (见表 4)
2. 5　 印堂穴养生治未病应用　 数据统计发现,印堂穴在养

生治未病领域应用的条文有 2 条。 《折肱漫录》 云:“守眉

心……每凝神其际,即觉满口津生” [12] 。 古代历有“吞津养

生”之说,《备急千金要方》云:“数数叩齿,饮玉浆” “玉浆,
口中津也” [13] 。 吞津之法既能养生又能治病,故有越氏“年

已七十,精神强旺,提戈上阵,犹同少年” [12] 之说,《寿世传

真》云:“以手逆乘额,从两眉中间始,以入脑后发际中,二十

七遍,仍须咽津无数(治耳目,能清明)”。[14] 可见,从印堂穴

处乘额推拿头面部具有明目开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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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印堂穴针灸疗法的配伍腧穴

序号 配穴 归经 频次(次) 频率(%)
1 合谷 手阳明大肠经 11 10. 38
2 百会 督脉 9 8. 49
3 攒竹 足太阳膀胱经 9 8. 49
4 水沟 督脉 7 6. 60
5 上星 督脉 6 5. 66
6 大敦 足厥阴肝经 6 5. 66
7 中冲 手厥阴心包经 5 4. 72
8 风门 足太阳膀胱经 4 3. 77
9 太冲 足厥阴肝经 4 3. 77

10 公孙 足太阴脾经 4 3. 77
11 迎香 手阳明大肠经 4 3. 77

3　 讨　 　 论

3. 1　 印堂部位与印堂穴　 印堂穴出自《玉龙歌》,两眉间宛

宛中是穴,《黄帝内经》以“眉间”代之,《针灸甲乙经》记载

“眉间以中” [15] 。 中医学将面部区域与人体脏腑相对应,在
疾病诊断中得到广泛应用。 《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云:
“两眉间为阙中,为肺之部” [16] 。 《四诊心法要诀》曰:“阙中

印堂,候肺之原” [17] 。 多数医家将“两眉间” “阙中” “印堂”
等同,与肺相应。 然而,在《诊家正眼》中将“阙中”视为“眉

之中”,与肺相应,而“下极”为印堂,与心相应,则“印堂”在

“阙中”之下[18] 。 《类经》记载“下极”在两目之间,谓之“山

根”,居“眉心”之下与心相应[19] 。 《诊家正眼》视“下极”为

“印堂”或有误,两眉之间为印堂应肺,两目之间为山根应

心[18] 。 印堂在小儿疾病诊断中应用广泛,白色为肺之本色,
故印堂部位明润色黄白者为无病[20] 。 红为心之色,印堂红

则为心有积热来克肺,有热惊[21] 。 印堂青,壮热吐乳,木火

刑金,久则成痫[11] 。 恐惧伤肾, 子病及母, 印堂黑色主

客忤[22] 。
3. 2　 印堂穴临床应用分析　 病发于印堂,治也在印堂。 印

堂穴善治头面五官部位病证,体现了“腧穴所在,主治所在”
的腧穴主治规律。 印堂穴归属于督脉,督脉入脑行于人体

后背正中,与中枢神经系统相关,故刺激印堂穴可调节神经

系统以治疗惊风、痫证、中风等疾病。 印堂穴与合谷穴配伍

频次最高,“面口合谷收”,在治疗头面五官类疾病上,印堂

与合谷配伍可起到协同增效的作用。 百会穴位于巅顶,归
属督脉,与印堂穴相配伍主要治疗惊风、中风等神经系统疾

病。 攒竹穴位于两眉头,属足太阳膀胱经,与印堂穴临近,
二穴配伍主要治疗头痛。

穴位贴敷疗法在印堂穴上应用最多治症最广。 印堂穴

适宜进行贴敷治疗,一方面与印堂穴的主治作用有关,另一

方面与印堂部位皮下血管丰富面利于药物吸收有关。 不同

病证使用印堂贴敷疗法,在药物、剂型、操作方法及贴敷时

间和时长上有所差异。 贴敷使用的药物有复方也有单方,
单方药物有巴豆、大蒜、姜、芋头、枯矾。 复方药物的剂型有

丸剂、膏剂、饼剂和散剂。 不同病证,使用相同的药物,贴敷

时长也会有所不同。 《仁术便览》记载用巴豆和胭脂贴印堂

治疗小儿恶口疮,要求半柱香急去,以免形成疮泡[23] 。 同样

是用巴豆,《验方新编》中记载治疗小儿重舌,需要待四围起

泡[24] 。 而小儿面部皮肤娇嫩,易留下瘢痕而影响容貌,在治

疗疾病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具有强烈发泡作用的药物,并且

要减少贴敷时长。 印堂穴贴敷时长与季节也有关系,如《外

科医镜》记载用巴豆、冰片、雄黄为丸贴印堂治疗乳痈,夏贴

三个时辰,春秋冬贴一日[25] 。 在印堂穴使用贴敷疗法,其贴

敷方法除贴法、敷法外还有药物擦拭法,《本草纲目》使用枯

矾频擦印堂穴以治疗眼睛红肿[26] 。 在一些古籍中也有对开

始贴敷时间的记载,如治疗疟疾应在疟发之前贴敷[27] ,治疗

热疖应在端阳五时贴敷[28] 。 总之,在印堂穴使用穴位贴敷

疗法治证广泛,且操作较为方便,在运用该疗法时应尽量避

免使用烈性发泡药物,减少贴敷时间。
在印堂穴使用刺血疗法主要治疗头面部疾病,《刺疔捷

法》记载了印堂穴配伍其他穴位挑刺出血治疗 18 种疔疮,
其中 17 种为头面部疔疮[29] 。 在印堂穴使用艾灸和灯火灸

疗法主要治疗小儿惊风和小儿痫证,艾灸剂量一般不超过 3
壮,然而对于小儿惊风昏迷重症可灸至数十壮[30] 。 与贴敷

疗法相似,在使用艾灸疗法和灯火灸疗法时应尽量减少剂

量以免造成烧伤而留下瘢痕。 在印堂穴使用针刺疗法多治

疗头痛、眉棱骨痛、感冒等疾病。 推拿印堂穴多是治疗小儿

病证,依据病证不同使用推、擦、摩、掐、挤等手法。
在印堂穴 79 条治症条文中,小儿惊风、厥证、产后血晕、

霍乱等重症条文达 24 条,占比 30. 38%。 尤其是印堂穴在疟

疾、霍乱、破伤风等传染性疾病的应用,体现了其治疗急重

症的价值。 《救生集》记载用大枣、斑蝥与猪油调和贴印堂

治疗久疟,用麝香、朱砂敷印堂治疗小儿疟疾[27] 。 破伤风、
天花等传染病随着现代免疫学发展已基本绝迹,我们仍应

牢记中医治疗烈性传染病的重要贡献。
4　 结　 　 语

　 　 综上所述,印堂穴在疾病诊断、治疗、养生治未病等领

域都有广泛应用。 印堂穴在小儿疾病的诊断应用最多。 印

堂穴相关中医疗法有 6 种,善治头面五官类疾病,穴位贴敷

疗法治证范围最广。 在针刺和艾灸疗法中,印堂穴与位于

督脉上的腧穴配伍频次最高,其中合谷穴配伍频次最高,其
次为百会穴和攒竹穴。 印堂穴在急症重症方面也多有应

用,为安全起见,对于急重症应采用中西医结合综合性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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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7 页)中央国医馆未考虑在县市一级设立支馆,
所以没有制度上的安排,故而四川、福建、江西等省提出在

当地县市设立支馆的请求也未被中央国医馆核准。 由于各

地呼声日增,1932 年 11 月 6 日,中央国医馆第十二次理事

会专门讨论通过了《各县市设立国医支馆暂行办法》,规定

国医支馆只能在重要县市设立,且必须在各省国医分馆成

立之后才能提出设立申请。 该办法出台后,由于要求严格,
初期设立的县市支馆数量尚少,且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
福建等省,后期逐步增多。 浙江在建成嘉兴、永嘉、平湖等

国医支馆后,于 1936 年起又陆续筹建东阳、兰溪、奉化、仙
居、象山等 49 个支馆;而甘肃则在 1936 年决定于十二个重

要县设立支馆[5] 。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央国医馆随政府迁至重庆。

在整个抗战期间,主要工作从学术研究转为以中医药支持

抗战、服务军民为主,特别是开展了中药工业产业化,为最

终赢得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6 年,中央国医馆迁

回南京。 此后两年,由于政局动荡,工作处于停顿状态,至
国民党迁往台湾后,中央国医馆就此解散,完成了它的历史

使命[6] 。
在中央国医馆存续的八年时间内,各地分馆、支馆努力

团结中医药同仁、全力提升中医药地位、积极发展中医药事

业,在近代中医药史上留下了浓重笔墨。 本文展示的五枚徽

章,正是从不同角度,再现了那一段历史,值得今世回味。
同时,我们认为:长期以来,在近代中医药传世实物研究中,
证书与徽章的价值尚未得到有效重视。 相对于其他中医药

文物而言,证书与徽章所展示的信息更加集中、更加精炼,
可以较为准确地记录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或事件,甚
至可以起到断代、定性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挖掘、整理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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