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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肚腹三里留”是“四总穴歌”之一,是古代医家在大量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对足三里治疗肚腹

部疾病功效的高度总结。 本文从经络辨证角度出发,针对足三里调节人体气血及本经胃经、表里经脾经、同
名经大肠经的作用,根据肚腹部脏腑功能阐释足三里治疗疼痛、腹泻、便秘、乏力等消化系统疾病及遗精、遗
尿、早泄或小便频数、涩痛、小腹胀痛等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机制。 通过现代医学对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

系统及胃肠功能双向调节作用的研究,探讨其证治规律的理论实质。 以辨经论治为前提,更深层次地研究

经络、脏腑之间的关系,探析“肚腹三里留”的理论内涵,充实足三里治疗肚腹疾病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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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聚英·四总穴歌》记载:“肚腹三里留,腰
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这是古代医

家临床经验的高度总结,概括了面、口、头、项、肚、
腹、腰、背等部位疾病的针灸取穴,至今仍在临床上

广泛应用。 其中,委中、列缺、合谷对应的疾病部位

分别为腰背、头项、面口部,部位明确,定位清晰。
但从足三里的穴位特点和针对肚腹疾病的治疗规

律来看,“肚腹三里留”的肚腹不单单是指胃肠,而
是肚腹部所包含的全部脏腑。 此歌诀既有明确的

理论依据,又有现代医学深入研究和临床实践的依

据,在临证治疗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

对“肚腹三里留”的研究探析,总结相关理论内涵及

临床应用如下。
1　 “肚腹三里留”之“三里”为足三里

　 　 “三”,数名;“里” 通“理”,有通达、梳理的意

思,“三里”即“三理”,可梳理人体上部、中部、下部

气血,其针对肚腹疾病主要体现了梳理中部气血的

作用[1] 。 手阳明大肠经与足阳明胃经均有穴名“三

里”,分别为手三里与足三里。 大量的文献研究及

临床实践表明“肚腹三里留”主要是指足三里[2-3] 。
足三里出自《灵枢·本输》,属于足阳明胃经,位于

犊鼻下 3 寸,距胫骨前缘一横指(中指) [4] 。
2　 足三里的主治特点

　 　 阳明经多气多血,足三里可激发阳明经气,从
而调畅人体气机,补益气血,调节阴阳。 人体通过

十二经络的循环流注,逐经相传,将气血周流全身,
使各脏腑得到营养支持而维系其正常的生理功能。
《素问·调经论》曰:“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
可见气血运行失常是疾病产生的病理基础。 《证治

心传·胃为生化之源记》云:“胃者,五脏六腑之大

源也”“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七情六淫皆以

胃气强弱为转移”,强调了治胃以疗诸病的重要观

点;又云:“经以胃为多气多血,一身之关键”,表明

调节足阳明胃经气血是全身气血整体调节的关键

所在。 《灵枢·海论》言:“胃者,水谷之海,其输上

在气街,下至三里。”《子午流注说难》中提到足三里

“诸病皆治”。 足三里作为足阳明胃经的重要腧穴,
可以通过调节足阳明胃经气血而对其他经络脏腑

起到调节作用。
2. 1　 足三里对本经的调节作用　 足三里属于足阳

明胃经腧穴,胃属土,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 足三

里的五行属性为土中之土,可生发胃气,鼓舞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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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升能降,为疏导胃气之枢纽,故能治疗本经足

阳明胃经的相关疾病。 《灵枢·经脉》云:“是动则

病……贲响腹胀” “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

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 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
胃中寒则胀满”,这说明足阳明胃经本经脉气病变

的主要症状为腹胀、腹痛、饮食不化等。 《针灸资生

经·胃痛》 言:“三里治胃中寒,心腹胀满,胃气不

足,恶闻食臭,肠鸣腹痛,食不化” “胃寒不能食,食
多身瘦,肠鸣腹满,胃胀胃热,三里三十壮”,说明了

足三里对于本经足阳明胃经脉气病变的治疗作用。
其作为治疗胃腑疾病的关键用穴,一直被广泛运用

于临床实践中。
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合穴。 《灵枢·九针十

二原》载:“所入为合”,意为脉气自四肢末端至此,
最为盛大,犹如水流合入大海,经气由此深入,进而

会合于脏腑。 合穴是五输穴之一,张介宾在 《 类

经·六腑之病取之于合》 中云:“五脏六腑皆有五

腧,五腧之所入为合,即各经之合穴也。” 胃经经气

由此深入,会合于胃。 《类经·针分三气失宜为害》
载:“针中脉则浊气出者,取之阳明合也”,表明足三

里作为足阳明胃经的合穴,是治疗胃腑疾病的首选

穴位,胃腑的疾病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相关病症皆可

以运用足三里治疗。
足三里是胃的下合穴。 《灵枢·邪气脏腑病

形》载:“合治内府” ,仅六腑有对应的下合穴与之

相合相应。 六腑以通为用,以降为顺,足三阳经经

气从头走足,六腑之下合穴皆位于本经循行的膝

关节及以下,有利于引导六腑之气向下,使人体之

气顺降和调。 足三里作为胃的下合穴,能使胃气

通降,故常用于改善临床患者腹胀、腹痛、便秘等

症状。
2. 2　 足三里对表里经的调节作用　 足三里所属足

阳明胃经与足太阴脾经相表里。 《临证指南医案·
脾胃》云:“太阴湿土得阳始运。”足阳明胃经之气下

注于足三里,故刺激足三里既能调理足阳明胃经之

气血,又能调节足太阴脾经之气血,从而治疗足太

阴脾经相关疾病。 脾胃共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的

正常运转皆受脾胃气血的濡养。 脾主升清,胃主通

降,升降相用,相反相成。 且胃主受纳腐熟,脾主运

化,脾胃五行皆属土,属于中焦,共同承担着化生气

血的重任。 《灵枢·五邪》记载:“邪在脾胃……皆

调于三里”,也提示足三里在临床上治疗脾胃相关

疾病时有独特的疗效。
2. 3　 足三里对同名经的调节作用　 足阳明胃经与

手阳明大肠经为同名经,在十二经络的循行中手足

相接,经气相通。 《灵枢·本输》言:“大肠、小肠,皆
属于胃。”胃属土,大肠属金,小肠属火,火生土,土
生金。 胃肠母子关系,母病及子,子病亦可及母,胃
气不足,可累及大小肠功能的运转,使肠道腑气不

通,出现腹胀、大便秘结等症状。 《灵枢·四时气》
云:“肠中不便,取三里,盛泻之,虚补之”,表明足三

里可以治疗手阳明大肠经相关疾病。
2. 4　 足三里的其他调节作用 　 《医学纲目·诸痛

门》言:“痛在表者实也,痛在里者实也,痛在血气者

亦实也……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此之谓也。” 足三

里能通过调畅气血、通经活络起到镇痛的作用。
《灵枢·五邪》言:“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

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
寒中肠鸣腹痛。 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

热。 皆调于三里。”无论是寒、热、气滞、血瘀,还是

气虚、血虚所引起的肚腹部疼痛,刺激足三里均能

起到较好的效果。
《素问遗篇·刺法论》 言:“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 《 灵枢·百病始生》 云: “ 两虚相得,乃客其

形。”这表明了正气对于人体功能的正常运转及疾

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重要性。 张仲景在《伤寒论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中提出:“若欲作再经者,
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针刺阳明经能激发阳明

之气,培土化元,培元固本,以提升人体正气,抗邪

之力增强,邪气不能传经则病愈。 如《医说·针灸》
有“若要安,三里莫要干”之说,药王孙思邈也曾提

倡常灸足三里以强身健体。 针刺足三里能使人体

气机通畅、气血充盈,达正盛邪衰之目的,从而提升

人体正气,抵抗病邪。
除此之外,明代医家李梴在《医学入门》中首载

脏腑别通理论,这是对于脏与腑之间的关系除经络

学说中表里关系外另一角度更深层次的总结。 脏

腑别通理论认为足太阴脾经与手太阳小肠经互通

互用。 在生理上,脾气化而上升,肠则化而下降,脾
主升清,小肠泌别清浊,两者升降相因,互为相通。
病理上又相互影响,脾湿阻滞生内热,小肠清浊不

分,气机受阻,可致腹泻腹胀等。 有研究表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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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脾与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功能联系紧密[5-6] 。 从

脾论治小肠疾病,或从小肠论治脾病往往能取得一

定的疗效,临床上如脾虚所致的溃疡性结肠炎,在
取足三里健脾胃的同时,可配合脾经、小肠经上的

穴位,以加强疗效。
传统针灸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经络学说,其临

床应用也是以经络辨证为纲,在中医学的整体思想

下进行辨经论治,这也是中医学辨证论治和辨病论

治之外的一种特色诊治方法。 人体通过经络系统

内联脏腑、外络肢窍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因

此,以辨经论治为前提,更深层次地研究经络脏腑

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阐释“肚腹三里留” 的内

涵,更好地指导临床应用。
3　 “肚腹三里留”之“肚腹”的含义

　 　 在临床上,足三里治疗肚腹疾病的运用十分广

泛,且多能在中医学理论中找到相关依据,而肚腹

部脏腑主要包含了消化系统和泌尿生殖系统。 因

此,以下主要从足三里对消化系统和泌尿生殖系统

相关疾病的临床应用方面来阐述“肚腹三里留”之

肚腹的含义。
3. 1　 消化系统疾病 　 足三里能调节人体气血,通
经活络止痛。 近代多项研究表明针刺足三里能抑

制胰酶分泌及炎症因子过度表达,调节胃肠动力,
保护肠黏膜屏障,从而减轻胰腺损伤[7-10] 。 急性胰

腺炎在中医学中属于“腹痛”范畴,正所谓“痛随利

减,当通其经络,则疼痛去矣。”
足三里能治疗本经所属胃腑疾病。 张修红

等[11]取足三里进行穴位注射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

患者,可通过调节胃肠道激素来增强胃肠动力,从
而增强患者胃排空功能,减轻临床症状。 潘小丽

等[12]通过电针足三里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结果显

示患者胃动力障碍得到明显改善。 足三里可以治

疗表里经所属脾脏疾病。 研究证实,脾虚与肠道黏

膜功能关系密切,针刺足三里可以明显改善脾虚症

状,对脾虚所致的腹泻效果显著,能促进肠系膜淋

巴结分化,提高肠道免疫功能[13-14] 。 这些研究也是

脏腑别通理论在临床的实际运用。 李东垣在《脾胃

论·脾胃盛衰论》中曰:“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
《灵枢·五邪》言:“邪在脾胃……皆调于三里”,强
调了足三里对脾胃的治疗作用。 针灸足三里能治

疗同名经所属肠道疾病。 现代研究表明,足三里对

胃肠有特异性的调节作用,电针足三里可通过抑制

炎症反应,改善肠黏膜通透性,对肠黏膜免疫屏障

起到保护作用,促进肠道修复[15-16] 。 柳玉丽[17] 发

现用艾盐包热熨足三里能改善溃疡性结肠炎的腹

泻等症状。 正如《类经·刺胸背腹病》所载:“小肠

不便者,不能化物,大肠不便者不能传道,大肠小肠

皆属于胃,故当取足阳明之三里穴,邪气盛则泻之,
正气虚则补之。” 足三里还能治疗肝脏疾病。 有临

床研究表明,针刺足三里治疗黄疸型肝炎有独特的

优势,可以加速人体气血流畅,改善肝脏功能,消炎

降黄,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18] 。 季盛[19] 对于慢性

乙型肝炎患者取足三里进行穴位埋线,此法在病毒

复制、抗体增长及相关症状改善方面均有良好的效

果,能明显减轻患者胁痛、乏力、失眠、便秘等症状。
足厥阴肝经与足阳明胃经在肚腹部相交相贯,这也

体现了足三里的远治作用。
3. 2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足三里能提升人体免疫

能力以治疗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在临床上常用于遗

精、遗尿、早泄、前列腺炎等疾病的治疗,根据疾病

的性质,采取的治疗方式和他穴的配伍不尽相同。
有研究发现隔姜灸足三里后,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

微炎症状态明显改善,C 反应蛋白、血肌酐等均有下

降,能有效地改善肾功能[20-21] 。 此外,足三里穴位

注射治疗成人原发性肾病综合症的临床疗效颇佳,
可增强患者机体抵抗力,减少感染。 在治疗前列腺

疾病方面,有研究表明对足三里运用针刺泻法后,
前列腺液中分泌性免疫球蛋白 A 含量明显高于针

刺前,可有效改善前列腺管阻塞、前列腺液瘀阻造

成的局部充血症状和微循环障碍,减轻患者小便频

数、涩痛、小腹胀痛等临床症状,说明针刺足三里能

提高前列腺局部免疫功能[22-23] 。
4　 现代医学对“肚腹三里留”的认识

　 　 随着针灸足三里在临床上的运用,其作用及疗

效被广泛肯定,国内外学者对于经络腧穴的实质作

用机制的研究逐步深入。 现代医学对于“肚腹三里

留”的认识主要切入点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

说,以及针刺足三里对胃肠功能的双向调节作用,
其对于“肚腹三里留”的相关研究结果都和中医学

理论内涵不谋而合。
4. 1　 调节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　 人体在自

然状态下存在自我调节的功能,这种自愈性与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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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存在密不可分的作用。 针

灸足三里可以激发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人为地调

节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系统以促进机体的自我

修复[24-25] 。
有研究认为,针刺足三里可激活迷走传出神

经,减轻炎症因子对机体的损害,从而达到机体促

炎、抗炎双向平衡,提升机体的免疫力[26-29] 。 通过

刺激足三里可使其穴区的微血管分支灌注量增加、
神经分支和淋巴管分支的血液运行改善,神经末梢

兴奋性增高,最终启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对机

体进行调节。 也有研究证实在中枢神经系统和胃

肠道中均有广泛分布的 P 物质放免活性(ir
 

SP)、血
管活性肠肽放免活性( ir

 

VIP),能起到神经递质的

作用,电针刺激足三里可以引起脑垂体和外周血中

ir
 

SP 和 ir
 

VIP 含量呈正相关显著升高,达到肠道免

疫调节的作用[30] 。 朱伟等[31] 对慢性萎缩性胃炎模

型大鼠足三里穴区与胃组织之间进行代谢组学分

析,结果表明在病理状态下胃组织神经递质发生紊

乱,对大鼠神经系统造成一定影响,机体免疫力降

低,同时足三里穴区组织也出现能量代谢增强、周
围神经元活动增强、神经递质发生紊乱,由此认为

足三里穴区组织与胃组织存在特异性联系。 金佳

燕等[32]实验研究表明,针刺联合艾灸足三里后其局

部穴区被激活,从而增强与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相

关的梅克尔细胞功能的特异性标记物细胞角蛋白

18(CK18)、细胞角蛋白 19( CK19) 的表达,并增加

炎性反应的关键效应细胞-肥大细胞的数量,使之

释放组胺、缓激肽等,从而引起机体神经、内分泌、
免疫等一系列变化发挥效应。 这些研究证实,刺激

足三里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通过免疫递质对

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发挥作用,使相关脏腑功能

得到改善,这为足三里调节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

系统的机制提供了实验支撑,也为“肚腹三里留”理

论提供了现代科学依据。
4. 2　 双向调节胃肠功能　 胃肠功能紊乱可能会引

发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等

疾病。 有研究证实,针刺足三里可以双向调节胃肠

功能,改善恶心、呕吐、胀气、腹痛、便秘等相关症

状[33-35] 。 刺激足三里可调节血清兴奋型胃肠激素

胃动素和胃泌素水平,提升多种消化酶的活力,提
高机体食欲,增强体力,从而改善机体的免疫能力,

抵御病邪的侵袭[34] 。 另外,电针刺激足三里也会降

低胃窦及结肠组织中 5-羟色胺 7 受体的表达,激活

神经元,使胃肠道平滑肌松弛,改善胃肠高敏状态,
调节胃肠动力[36] 。 本课题组前期基础研究表明,针
灸足三里能改善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胃肠动力障

碍,加快胃排空率和小肠推进率[37] 。 颜纯钏等[38]

研究结果表明,针刺足三里可以双向调节胃运动亢

进模型大鼠和胃运动抑制模型大鼠胃窦和中缝大

核中脑肠肽 SP 和血清胃动素( MTL)的含量,这可

能是针刺足三里双向调节胃肠功能的机制之一。
5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根据肚腹部的位置结合足三里的主

治特点而言,“肚腹三里留”的“三里”主要是指足三

里穴,“肚腹三里留”的“肚腹”,不单指胃肠,还指肚

腹部所包含的全部脏腑,主要包含消化系统和泌尿

生殖系统。 在临床上不仅胃腑相关疾病,腹部内脏

腑疾病均可选取足三里穴进行治疗,通过“经脉所

过,主治所及”的主治特点来远部取穴,将中医学的

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在临床运用中体现得淋漓尽

致。 同时,现代医学从针刺足三里对调节人体神

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及双向调节胃肠功能的相关

作用机制等方面着手,运用科学实验对“肚腹三里

留”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验证了足

三里治疗肚腹疾病的优势。
足三里穴的适应证非常广泛,其具体运用手段

有推拿、艾灸、针刺、电针、温针灸、穴位注射、皮内

针、穴位敷贴等,而不同的针灸方法对于足三里穴

的刺激所激发出来的功能特性也不同。 但目前对

于足三里穴治疗肚腹疾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还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具体效应机制研究中足三里穴

治疗不同的肚腹疾病时所选择的针灸方式、刺激强

度等因素十分重要,不同的治疗手段对于足三里穴

治疗肚腹疾病的具体作用机制以及规范系统的治

疗作用规律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和总结。
因此,有必要对“肚腹三里留”的效应机制进行更深

层次的研究,充分结合“肚腹三里留”的理论内涵,
总结出足三里穴对于不同的肚腹疾病治疗所选用

针灸方法的规律,为临床使用足三里穴治疗不同肚

腹疾病选择最合适的针灸方法,充分发挥出足三里

穴对肚腹疾病的临床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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