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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甲乙经》，全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

称《甲乙经》，共十二卷，由《素问》《九卷》《明堂》

三部古医经类集而成。据通行本载自序，该书系皇

甫谧编集，成书于魏甘露（256—259）年间，是现存

最早的一部针灸专著，对针灸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甲乙经》首次系统构建了针灸学术框架体系，不仅

包括脏腑、气血、经络、腧穴、脉诊、针灸操作、病因

病机等针灸基础理论，还包括各类疾病的针灸临床

应用[1]。《甲乙经》中针灸治疗不孕的经验，值得临床

借鉴，现结合临证思考作简要阐述。

1 从“督”论治不孕

不孕在《甲乙经》中以“不孕”“绝子”“无子”“绝

产”为病名，分别出现在《卷二·奇经八脉第二》及

《卷十二·妇人杂病第十》[2]。《甲乙经》卷二引《素

问·骨空论》所述督脉循行和病候有：“督脉者，起于

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

其络循阴器……此生病：从小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

后，为冲疝；其女子不孕，癃痔遗溺，嗌干，督脉生病

治督脉”，明确提出“不孕”为督脉病，并有“治督脉”

原则。督脉起源于胞宫，络脉至阴器，与女子经、带、

胎、产直接相关；督脉“贯脊属肾”“入络脑”，也形成

了调控女子月经及孕产的“脑髓-肾-胞宫”生殖轴。

另外，督脉为阳脉之海，督统人体一身阳气，阳气充

盛则胞宫强健。临床常见不孕患者以阳虚为本，可

从督论治指导针灸治疗以温阳扶正，调和阴阳。

临床发现应用电针刺激督脉穴可调和任督、固

冲助孕。除电针外，有研究采用温针灸督脉穴（百

会、大椎、身柱、至阳、命门、腰阳关、十七椎）治疗肾

虚血瘀型多囊卵巢综合征之不孕，发现其在增加不

孕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卵泡大小，改善性激素及减轻

体重指数等方面较西药有明显优势[3]。还有研究采

用督脉灸联合中药治疗排卵障碍性不孕，结果表明

督脉灸能温补肾阳，促进卵泡发育，调节患者的月经

周期，并有效提高排卵率、妊娠率[4]。

2 背部取用上髎穴

《甲乙经》中治疗不孕的背部腧穴唯一有载的

是上髎穴，“女子绝子，阴挺出，不禁白沥，上髎主之”

（《妇人杂病第十》）。上髎穴属足太阳膀胱经，位于第

一骶后孔中，“足太阳、少阳之络，刺入三分，留七呼，

灸三壮”（《甲乙经·卷三》）。究其主治不孕，与腧

穴归经及局部解剖位置相关。上髎穴归属膀胱经，

与肾经相表里，有通阳固肾之效，且所处第一骶后孔

内，深刺可直接刺激第一骶神经，第一骶神经参与组

成骶丛，分布到会阴部。除不孕外，《甲乙经》还应用

上髎穴治疗腰痛及男科疾病，“腰足痛而清，善偃，睾

跳拳，上髎主之”（《甲乙经·卷九》）。

古文献中八髎穴被广泛应用于盆底疾病的治疗，

《甲乙经》将《内经》“八髎”分为上髎、次髎、中髎、下

髎。除上髎外，宋代王惟一所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记载中髎可治“绝子”，王执中所著《针灸资生经》记载

次髎也可治“不孕”。由此可见，古代医家应用八髎穴

治疗“不孕”已成共识。目前，八髎穴在痛经及盆腔炎

等疾病中应用广泛，研究表明温针灸八髎穴可明显缓

解寒凝血瘀型原发性痛经患者的腹痛，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5]；电针深刺八髎穴可有效刺激慢性盆腔炎患者

的骶神经干，通过将针刺信号传入而调整盆底功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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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腹部取穴以任脉腧穴为主

《甲乙经》记载治疗不孕的腧穴多为任脉穴，共

有神阙、阴交、石门、关元、中极五穴。“任者妊也”，

任脉行于人体前正中线，为阴脉之海，与冲脉、督脉

同起于胞宫，主妊养胞胎。“绝子，灸脐中，令人有子”

（《妇人杂病第十》），神阙穴位于脐中央，为任脉上阴

中之阳穴。研究表明阳虚不孕患者在督脉、神阙区位

红外热成像热值较非阳虚不孕者及健康者低[7]，而艾

灸神阙可温经暖宫、调经助孕，治疗排卵障碍性不孕

有明确疗效[8-10]。阴交、石门、关元、中极四穴依次位

于人体下腹部正中线上，《甲乙经》中记载四穴均治

疗“绝子”，其中关元、中极、阴交在现代针灸治疗不

孕症中仍广泛应用。比较特别的是石门穴，《甲乙经》

载“石门，三焦募也……任脉气所发，刺入五分，留十

呼，灸三壮，女子禁不可灸中央，不幸使人绝子”，这

段原文在描述石门穴时体例与其他穴位有异，后世

医家多认为“中央”为剩文，“不幸使人绝子”疑是后

人注文混作正文，该条为后世医家沿用，后世医书中

多记载石门禁针、禁灸，成为石门绝孕、避孕的依据。

但《甲乙经》又载“腹满疝积，乳余疾，绝子，阴痒，刺

石门”（《妇人杂病第十》），对比前后条文及结合现有

研究，我们发现石门穴既可深刺、埋线绝孕[11-13]，也可

浅刺、补法、少灸治疗不孕[14-16]，充分表明不同操作、

补泻手法的应用能产生针灸交互调节效应，而这一

效应正是石门穴穴位本态的重要特征。

4 四肢部取穴以足三阴经腧穴为主

《甲乙经》中应用足三阴经腧穴治疗“绝子”的

穴位包括足太阴脾经之商丘穴，足厥阴肝经之曲泉

穴、阴廉穴，足少阴肾经之涌泉穴、筑宾穴。从不孕

患者脏腑气血辨证角度分析，不孕虚证以肾虚、脾虚

常见，实证以肝郁、瘀滞、湿阻、外邪为病。肾藏精，

肝藏血，脾为后天之本，调节不孕患者足三阴经气血

运行是临床治疗必备思路之一。从经络辨证角度分

析，不孕病在小腹部，而足三阴经循行至小腹部，与

任脉交于关元、中极，“经脉所过，主治所及”，故足三

阴经腧穴可治疗不孕。此外，有调查发现不孕致

病因素与患者中医辨证的证型相关：患者精神因

素所致与肝郁型、血瘀型相关，孕产流产史所致与

脾虚型、肝郁型相关，内分泌异常所致与脾虚型相

关[17]。针对脾虚肝郁型不孕，临床可借鉴《甲乙经》

选用足三阴经腧穴调神助孕。

5 结语

综上所述，《甲乙经》中治疗不孕强调从督论治，

调节任督二脉气血运行以助孕；善用八髎穴，尤以深

刺上髎穴为特色；近治取任脉腧穴，以小腹部穴位为

主调经助孕；远治取足三阴经腧穴，疏肝、健脾、益肾

以治本。《甲乙经》对病证治疗的表述层次为首列病

证，次列病机，再次取穴，最后具体辨证选穴，主要记

载不孕诊疗的《妇人杂病第十》就是按这些层次递

进完成的，其中不孕治疗的经验夹杂其中，需要我们

梳理分析，使古籍更好地发挥临床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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