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穴的臨床應用舉偶 
 

合谷配复溜 

病案一 

   梁 XX  男  64歲   初診：2013.2.11 

主訴：惡寒，鼻水，咳嗽，3-4天 

病史：患者數日前因清潔家居時出汗，脫衣，感風寒，當晚出現惡寒、鼻水、頭痛症狀。時 

      值農曆新年，自服“感冒”藥，未見改善，繼而出現咳嗽，有痰，咳甚時微喘，納減， 

      肢倦，二便常。 

      舌淡紅，苔薄白，脈浮略緊 

診斷：感冒 (風寒束表 肺氣不宣) 

治則：辛溫解表，宣肺平喘 

治療： 

  取穴：合谷、复溜、 

  針法：合谷(雙)  复溜(雙)    

  療效：患者平臥覆被，15分鐘開始感熱，20分鐘左右覺出汗。30分鐘出針後自覺頭痛止， 

        身重消,精神爽利，餘鼻水仍有，次日再針一次，鼻水、咳嗽減，喘止。自覺癒。 

  方解：合谷為大腸經之原穴，有清熱解表，有疏利陽明之功。《針灸大成》卷六：“(治) 傷 

        寒大渴，脈浮在表，發熱惡寒，頭痛脊強，無汗偏風……”補合谷，清輕走表，托發 

        陽明之邪，使其隨汗而解；  

        復溜為腎經之經穴，“經主喘咳寒熱”該穴還具有通調水道之功。《玉龍歌》“無汗 

        傷寒瀉复溜”，瀉复溜，宣肺降氣，開啟皮毛，通調水道，助邪外散；  

心得：此症本為麻黃湯症，“太陽病頭疼，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 

      麻黃湯主之。”唯時值新年，患者是拜年而到訪，沒有足夠藥以用，故以針治之。 

      針刺後汗出，邪隨表解，故人覺爽利。能有此效，實屬前人之經驗靈效。 

 

合谷配太沖 

病案二 

   張 XX  女  50歲  初診：2012年 4月 12日 

主訴：左脅痛，伴口苦，不寐一天 

病史：患者平素有高血壓病史，服血壓藥。前一天與人產生口角，惱怒，繼而出現胸悶、脅痛， 

      口苦、咽乾，不寐。納常，二便常。舌紅，苔薄，脈弦偏數。 

      血壓 162 / 95mmHg  

診斷：脅痛    肝陽上亢，肝氣郁結 

治則：平肝潛陽，疏肝理氣 

治療： 

  取穴：合谷  太沖   



  針法：進針得氣後，雙手同時捻轉行針，左瀉右補。 

  療效：針刺 20分鐘左右胸悶減；30分鐘後脅痛止。出針後血壓 150/90mmHg 

        如果只為脅痛一症，可以說是一次見效。餘血壓高之證需時處理。 

  方解：合谷為大腸經之原穴，太沖為肝經之原穴，此配為原原配穴，“五臟有疾，取之十二 

       原”，合谷配太沖，又稱為四關；《針灸大成》:“四關穴,即兩合谷、兩太沖是也。” 

       有鎮心安神、行氣活血、解鬱止痛、治失眠等作用。太沖瀉之可疏肝理氣，熄風瀉火， 

       平肝潛陽；合谷瀉之可暢腑氣。 

心得：古人云：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地之水流，水流右偏。故水之左為陽，水之右為陰。 

      《黃帝內經靈樞·終始》“補陰：補五臟之不足；瀉陽：瀉六腑之有余。” 

      此症脅痛，雖為肝氣不舒而致，加上患者為七七之齡，陰陽失衡之時，陰虛陽亢，加 

      之惱怒而引致肝氣不暢，氣為陽，氣郁為陽實之徵，故施瀉陽補陰之手法，瀉其郁結 

      之氣，滋其肝腎之陰，以平衡陰陽。而補瀉之效，亦取決於手法之量度。 

     

   對穴療法，在中醫基礎理論的指導下將二組穴位配合使用，寓有一陰一陽、一表一裡、一

臟一腑、一氣一血，動靜相宜，開合相濟，以增強治療作用，在治療中，還可施以不同的補瀉

手法，以達到不同的目的。如同用藥一般，配方對了，用量也要相宜，才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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