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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二经别的阴经与阳经在颈部合于天柱、天容、人迎、扶突、天窗以及天牖这六个穴位,称为“六合”,又称“上六

合”。 此六合穴各自具有独特的临床意义,但对其临床研究及论述相对缺乏。 本文分别探讨了十二经别“上六合”的相关理论

及临床研究,分析其功效及作用,为“上六合”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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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穴是指五输穴中分布于肘膝关节附近的合穴,或是

六腑之气下合于下肢足三阳经的下合穴。 除此之外还有十

二经别在头颈部上合于本经处之六合穴。 目前对于十二经

别六合穴的相关论述及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就十二经别六

合穴的功效进行理论分析,并探讨其临床应用。
1　 《灵枢》中十二经别及六合穴原文简析

　 　 十二经别是十二正经离、入、出、合的别行深入体腔的

支脉,即别行之正经。 《灵枢·经别》载:“足太阳之正……
足少阴之正……合于太阳,此为一合。 成以诸阴之别,皆为

正也。”“足少阳之正,绕髀,入毛际,合于厥阴……足厥阴之

正,别跗上,上至毛际,合于少阳,与别俱行,此为二合也。”
“手阳明之正……合于阳明也”“手太阴之正……复合阳明,
此六合也。”原文描述了十二经别的大致走行,十二经别多

从四肢肘膝附近的正经别出(离),深入体腔与相关的脏腑

联系(入),再从头颈部浅出于体表(出)。 在头颈部,阳经经

别合于本经的经脉,阴经经别合于相表里的阳经经脉,十二

经别共合于六个穴点,故称“六合”。 但《灵枢·经别》中并

未指出十二经别所合之处的具体穴位。 《灵枢·根结》中对

此做出了补充:“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

天柱、飞扬也。 足少阳根于窍阴,溜于丘墟,注于阳辅,入于天

容、光明也。 足阳明……入于人迎,丰隆也。 手太阳……入

于天窗、 支正也。 手少阳 …… 入于天牖、 外关也。 手阳

明……入于扶突、偏历也。”其中,“根”对应“离” “溜”对应

“入”,“注”对应“出”,“入”对应“合”,描述了十二经脉上下

分别合于六个穴位,下合于下肢的飞扬、光明、丰隆以及前

臂的支正、外关、偏历;上合于颈项部的天柱、天容、人迎、天
窗、天牖、扶突六穴。 结合《灵枢·经别》中的论述可见,此
六穴即为十二经别之“六合”,故又称为“上六合”。

十二经别沟通十二经脉,扩大了正经的主治范围。 六

合穴联系十二经别与十二正经,“经脉所过,主治所及”,故
“上六合”既可治疗十二正经的病证,也可治疗十二经别的

疾病,具有广泛的治疗作用。
2　 天柱穴的功效及临床应用

　 　 天柱穴位于后发际正中旁开 1. 3 寸,斜方肌外侧缘凹陷

中,属足太阳膀胱经。 《穴名释义》载:“人体以头为天,颈项

犹擎天之柱,穴在项部方肌起始部,天柱骨之两旁,故名天

柱。”“天”指上部,人体头部;“柱”即支柱,喻意人体之颈项。
从穴名即可看出,天柱穴对维护人体健康的作用仿如擎天

之柱。 天柱穴具有疏风通络、息风宁神的功效,可治疗“头

风目如脱”(《普济方·针灸门·目痛》),“暴挛痫眩,足不

任身”(《灵枢经·寒热病》)。 天柱穴属足太阳膀胱经,足太

阳膀胱经属多气之经,且与督脉傍行于头项及背部,阳气充

沛,为人体卫外之藩篱。 天柱穴位于头项之间,阳经上部,
可宣通阳气,疏风散寒,治疗外感风寒的病证。 天柱穴位于

头颈交接处,故可疏通头颈的经络与气血,散头风、通脑络、
疏项痹。 膀胱经循行“从巅入络脑”。 故天柱穴亦可通脑宁

神,治疗眩晕、神志疾病等。 《针灸甲乙经》记载:“眩,头痛

重,目如脱,项似拔,狂见鬼,目上反,项直不可以顾,暴挛,
足不任身,痛欲折,天柱主之”,说明天柱穴在治疗脑病方面

具有较好的疗效。 楚佳梅等[1] 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
选取天柱傍针刺结合平衡区电针能疏通头部经络,调节大

脑皮层功能,有效地提高了脑卒中偏瘫患者的站立平衡功

能,改善了患者的步行能力,缩短了病程。
天柱穴位于项部、足太阳膀胱经上部,统领着脏腑气血

所输注的背俞诸穴,因而具有广泛的治疗作用。 天柱穴不

仅对头项强痛等经络病症方面疗效确切,在心肺、肝胆等内

科疾病方面也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针刺治疗不寐、
感冒、惊痫等疾病时,配合天柱穴往往疗效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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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容穴的功效及临床应用

　 　 天容穴位于下颌角后方,胸锁乳突肌前缘凹陷中,属手

太阳小肠经。 “天”指人体上部,“容”即容纳,喻意人体上部

的气血汇聚于此,为该穴所容纳。 天容穴具有利咽消肿、聪
耳降逆之效,可主治“颈项痈,不能言。 颈肿项痛,不可顾。
耳嘈嘈若蝉鸣;咳逆呕沫,上气喘息;齿噤喉痹;寒热;咽如

鲠” ( 《普济方·针灸》 ) 。 天容穴属手太阳小肠经,其循行

“入缺盆,络心……从缺盆循颈上颊” ,可泄心火以治疗颈

项痈肿疼痛;“循咽,下膈,抵胃” ,以利咽、和胃降逆;“却入

耳中”以治疗耳疾。 段雪芳等[2] 研究显示,针刺天容穴可

明显改善脑卒中后患者的吞咽功能。 梁峻铨等[3] 基于红

外热像技术的研究发现,天容穴透刺咽后壁可以显著增进

咽喉部血液循环,改善局部组织代谢,促进局部组织器官

功能修复,对卒中后假性延髓麻痹吞咽困难、言语障碍疗

效确切。
关于天容穴的归经长期存在争议,其依据之一便是在

六合穴中,除了足少阳胆经在颈部所注入之穴非本经而是

手太阳小肠经的天容穴外,其他五穴都分别在其相应的阳

经上。 因此有学者认为天容穴应归属于足少阳胆经[4] 。 亦

有学者提出在临床上发现,肝胆经气血不平衡时,阳性反应

点往往出现在风池穴下方[5] 。 为什么肝经经别合于胆经经

脉的穴位会在小肠经上? 笔者认为,肝胆属木,小肠属火,
木生火,肝胆失和,气机不畅,木不能正常化生火,故引起属

火脏器功能失调;而心为君主之官,邪不可犯,故侵犯于小

肠,反应于在小肠经别合穴上。
周传龙等[6] 通过文献整理发现针刺天容穴对偏头痛疗

效确切,并认为天容穴能够治疗胆经循行部位的疾病,故应

将其归属于足少阳胆经。 笔者认为,天容穴属手太阳小肠

经,小肠经循行经过头面部,因而天容穴可治疗偏头痛是为

情理之中;且天容穴作为手太阳小肠经与手少阳三焦经的

交会穴,对少阳经疾病具有调节作用也有理可循。
4　 人迎穴的功效及临床应用

　 　 人迎穴位于胸锁乳突肌前缘,颈动脉搏动处,平喉结,
属足阳明胃经。 “人迎”意为该穴迎受足阳明经之气血以养

人。 人迎穴挟于咽喉处,“喉主天气,咽主地气”,可见人迎

穴可通达天地之气,具有重要的生理病理意义。
人迎穴别名“天五会、五会” ,为足阳明少阳之会,阳明

经为多气多血之经,故人迎穴可通过调理气血而发挥广泛

的治疗作用:激发人体经气抗御外邪而主“外风寒入之”
( 《普济方·伤寒门》 ) ;“阳迎头痛” ( 《灵枢·寒热论》 ) ;
调理本经气血,安其所属脏腑以主“吐逆霍乱,胸满喘呼不

得息” ( 《铜人针灸经》 ;疏散局部经络、气血以主治“咽喉

痈肿,瘰疬” ( 《针灸大成·卷八》 ) 。 现代研究发现,人迎

处具有丰富的压力感受器,深部有颈动脉窦,可对血压产

生显著影响;且颈部有颈交感神经、迷走神经分布,刺激人

迎穴可通过交感神经及迷走神经调节心血管功能;神经冲

动传导至下丘脑中枢,又可通过中枢对外周组织产生调节

作用。 故现在临床常将其用于治疗高血压病等心脑血管

病、疼痛性疾病、咽喉疾病、乳腺增生病、呃逆、周围性面瘫

等疾病[7-8] 。
5　 扶突穴的功效及临床应用

　 　 扶突穴位于胸锁乳突肌前后缘中间,平喉结,属手阳明

大肠经。 “扶”一意为搀扶,二意为帮扶;“突”一意为肌肉隆

起处,二意为冲。 此穴名既形象地描述了该穴所在的解剖

特点———两块肌肉相合之高处,又点明了其重要的生理意

义———帮助气血通行。
扶突穴属大肠经,肺与大肠相表里,扶突穴又名 “水

穴”,可主与水饮之邪密切相关之“咽中鸣喘,多唾喘饮。 喉

中如水鸡鸣”。 (《普济方》);肾主水,故又可治疗肺肾不利

之“咳逆上气”(《针灸甲乙经》) “暴瘖气哽” (《灵枢·寒热

病》)。 廖威等[9] 认为针刺扶突穴可直接刺激膈神经,缓解

膈肌痉挛,对颅脑术后顽固性呃逆有良好的疗效,体现了扶

突穴对“咳逆上气”的主治作用。 此外,许振南等[10] 临床研

究发现,针刀松解扶突穴可机械刺激提高局部组织的新陈

代谢能力,消除某些刺激源,降低面神经的异常兴奋状态,
从而治疗面肌痉挛。 乔丽娜等[11] 研究发现,电针双侧“扶

突”等穴可调节甲状腺区切口痛大鼠脊髓背角痛敏物质及

镇痛物质的表达,缓解大鼠颈部急性切口痛,证实了针刺镇

痛行甲状腺手术的合理性。
6　 天窗、天牖穴的功效及临床应用

　 　 天窗穴位于胸锁乳突肌后缘,平喉结,属手太阳小肠

经。 “天窗”意为通于天气之孔穴,可知天窗穴可上应于天

气,宣通人体之气,具有通关利窍的功效。 《普济方·针灸》
曰:“肺中风不能言,灸天窗”,针刺天窗穴可主治“耳鸣聋,
无所闻,颊肿喉中痛,暴喑不能言,及肩痛引项不得顾”。 又

因其属手太阳小肠经,小肠经“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

中”,且小肠主液,故可治“耳痛及痔漏”。 名中医李同生多

年临床经验证明,运用针刺天窗穴为主穴治疗神经根型颈

椎病的根痛及上肢麻木疗效确切[12] 。 钱晓平等[13] 针刺

T3~ T12
 

胸段夹脊穴合天窗、天容穴治疗顽固性呃逆,取得

了显著效果。
天牖穴位于乳突后下方,平下颌角,胸锁乳突肌后缘,

属手少阳三焦经。 “牖“意为窗户,故天牖穴在本经的作用

与意义与天窗穴在小肠经的作用和意义大致相同,即可通

行三焦经的阳气。 《普济方·针灸》载天牖穴“主瘰、寒热,
颈有积气,暴聋,肩中痛,头风目眩,鼻塞不闻香臭” “头风,
面肿,项强不得回转,夜梦颠倒,面青无颜色。”赵军[14] 选取

天牖、天窗、天鼎穴,采用射频针灸的方法治疗颈型颈椎病,
证实了其临床有效性。

与其他“上六合”相比,天窗和天牖穴的临床应用及研

究相对偏少,但这两个穴位也有其独特的作用,我们应积极

发掘其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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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　 　 结

　 　 “上六合”分属于膀胱经、小肠经、大肠经、胃经以及三

焦经,《素问·五藏别论》言:“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
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体现了“上六合”的重要生理意义。
《灵枢·本输》提出“七次脉”中亦包括了此六合穴:“缺盆

之中,名曰天突,一次……人迎,二次……扶突,三次……天

窗,四次……天容,五次……天牖,六次……天柱,七次……
风府”,也说明了“上六合”具有的独特的意义。 “上六合”扼
于人体颈项部,颇有提纲挈领之意。

笔者临床观察发现:1)针刺人迎穴配合天柱穴对于高

血压病相关的脑卒中患者疗效明显,既可降血压,又可改善

脑卒中引起的头晕、语言謇涩、吞咽不利等后遗症。 2)针刺

扶突穴并使针感向同侧肩臂、胸胁部传导,对神经根型颈椎

病疗效显著。 3)上六合位于颈部,取其近治作用,联合此六

穴用于瘰疠、瘿病等局部病变也具有良好的疗效。 4)在治

疗内科疾病时,配合针刺相应的上合穴有明显的增效作用。
比如治疗脾胃疾病时,除常规选穴外,可配合脾胃经的上合

穴人迎;治疗肺系疾病时,则可配合肺经与大肠经的上合穴

扶突。
“上六合”作用独特,有着深远的临床意义。 其中,人

迎、天柱、扶突的临床应用较多,其相关研究也较为丰富;天
窗、天容、天牖应用较少,其机制及临床研究相对缺乏,有待

我们进一步发掘其临床价值。 此外,“上六合”多分布在颈

项部,颈项部有丰富的交感神经、迷走神经等,对心率、血压

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这既是针灸起效的解剖学基础,也可

能是引起“晕针”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临床安全性评价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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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能够调节 FD 患儿的食欲调节因子,改善患儿临

床症状,且操作简单,易被患儿接受,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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