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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脏神与足太阳膀胱经的紧密联系探析

王　睿，张　章，刘立安，汤立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摘要］五脏神，即魂、神、意、魄、志，是精神的一部分，分别寄存于五脏之中。情志过极会造成五脏神的功能

紊乱，从而引发躯体疾病。五脏神与足太阳膀胱经联系紧密，足太阳膀胱经结于命门以载神，调节卫气以御

神，温通阳气以养神，联系大脑以调神，交通心肾以摄神。膀胱经的腧穴可有效调控五脏神的功能，为情志病

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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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中，情志病发病率逐年增长，已严重威

胁人们的身心健康。五脏神的功能决定着情志病的

转归，针刺调神的理论丰富、优势明显。足太阳膀胱

经凭借经脉本身的生理特性及所载穴位的功能，对

五脏神的调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为针刺足

太阳膀胱经治疗情志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１　神的内涵

神是宇宙万物生命活动的主宰。《说文解字》

曰：“神，天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徐灏注笺：“天地

生万物，物有主之者曰神。”芸芸万物变幻莫测，神是

其生命现象背后的内在动力及规律。《易经系辞》：

“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的变

化及阴阳消长平衡的规律均由神主宰。四季更替、

昼夜交替等，都离不开神的作用。人感受天地之气

而生长，故应与自然界之规律相应。从广义上讲，神

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总称。从狭义上讲，神是指人的

精神、意识、情感及思维活动。

２　五脏神

“人的精神活动源于五脏。”［１］神以五脏中含藏

的精气为物质基础，五脏的功能正常是神行使其作

用的关键［２］。《灵枢·卫气》：“神生于五脏，舍于五

脏，主导于心。”神寄存于心中，魂、意、魄、志皆由神

发展而来，留舍在各脏之中，其中“心藏神，肺藏魄，

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此为五脏所藏之神，简称

为五脏神。神虽分属于五脏，但还是由心主导统摄。

故《类经》曰：“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兼

赅意志。”

中医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是不可分割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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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是形神兼备［３］。神旺则生机正常，身体康

健，神伤则生机衰败，形神俱损。据《灵枢·本神》所

述，“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

不可以?仰屈伸”，五志太过会波及五脏并出现相应

的形体和精神异常。可见，喜、怒、忧、思、悲、恐、惊

过极，超过人体调控能力时，便会引起五脏神的紊

乱，导致四肢百骸、五脏六腑的功能失常。故《灵枢》

开篇就提出了“粗守形，上守神”。粗工只侧重于观

察外在形质的异常，以此为治疗的核心，而上工认为

皮肉筋骨等形迹的改变都是内在气化、神机失调的

外在表现，谨守气化及神机的异常方能执简御繁，从

根本上治疗疾病［４］。

３　五脏神与足太阳膀胱经的联系

３．１　结于命门以载神　《灵枢·根结》曰：“太阳根

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张景岳在《求正

录》中注解曰：“睛明所夹之处是为脑心，乃至命之

处，故曰命门。”［５］在两侧睛明穴所连目系交叉之处

正是脑髓的中心，亦称之为脑芯［６］，即道家学说中的

“泥丸宫”。“它是脑中之脑，脑中之核心，是人体的

至命之处，故曰命门。”［６］间脑位于两个大脑半球的

正中，形态似泥丸，是脑芯对应的解剖定位。《颅囟

经》曰：“元神在头曰泥丸，总众神也。”因此，泥丸脑

芯正是元神所在之处。足太阳膀胱经通过睛明穴与

命门脑芯相联系，运载着脑芯中蕴藏的元神，下颈

项、挟脊柱入于五脏六腑之俞，以脑芯元神之气主宰

着五脏的生理活动［７］。脑芯元神是五脏中物质及精

神活动的原动力，故针刺足太阳膀胱经可以直接调

摄元神以影响五脏神的功能状态。

３．２　调节卫气以御神　《灵枢·卫气行》详细地记

载了卫气的循行路线，指出天亮阴尽之时，卫气从

睛明穴出发，上行至头，循颈之后部下行，沿着膀

胱经的循行路线走行至足小趾之指甲根角的至阴

穴，并散行于其余五条阳经，循行一周之后又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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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睛明穴，如此周而复始。天黑阳尽之时，卫气从

足太阳至足少阴，入注于肾，依次贯注于心、肺、

肝、脾四脏，再从脾复归于肾，如此周而复始。阴

将尽之时，卫气从肾至足少阴肾经，循跷脉上行，

交会于目内眦的睛明穴。由此可见，卫气的循行

路线涵盖足太阳膀胱经全程，足太阳膀胱经是卫

气循行中最长的经脉。

在人体中，卫气浮行于脉外，具有“温分肉，充皮

肤，肥腠理，司开阖”的作用。《灵枢·本藏》：“三焦

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

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膀胱化气为太阳，外达于

皮毛，故与皮毛腠理相桴应。“太阳主外”（《灵枢·

营卫生会》），故膀胱经具有调控卫气功能的作用。

《灵枢·九针十二原》：“节之交，三百六十五

会，……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

筋骨也。”心藏神，主血脉，神气由心发出，随脉上

下，游行于周身?谷分肉之间及经脉所过之３６５

个腧穴。《灵枢·周痹》：“周痹者，在于血脉之中，

随脉以上，随脉以下，不能左右，各当其所。……

此痛安生？……风寒湿气，客于外分肉之间，迫切

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

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则痛解……”周

痹之痛可随血脉发作于全身各处，人体对疼痛的

感知和自我调节依赖于神气在体内的周流。经脉

位于分肉之间，营血行于其中，卫气循于脉外，神

气的周流以营卫气血的运行为载体。卫气在其中

具有重要作用，而足太阳膀胱经可以调控卫气的

功能。由此推测：足太阳膀胱经可通过调节卫气

而影响神的功能状态，针刺足太阳膀胱经可以对

心神及五脏神的整体功能产生积极影响。

３．３　温通阳气以养神　《素问·天元纪大论》曰：

“太阳之上，寒气主之。”太阳经与自然界中的寒气相

感，人体通过经络系统的六经调节相应脏腑气化状

态，以适应自然界六气的变化，其中太阳经承受自然

界寒气的作用并使人体与之相适应［８］。足太阳膀胱

经是十二经脉中阳气最为充盛的经脉，诸多脏腑及

经脉与之沟通联络以向其转输经气［９］。可见，足太

阳膀胱经具有温通阳气、抵御寒邪的功能。《素问·

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阴

平阳秘，精神乃治”“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这说

明阳气对于维持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正常功能有

重要意义，故针刺足太阳膀胱经可以在温通阳气的

基础上调控五脏神的功能活动。

３．４　联通大脑以调神　足太阳膀胱经在巅顶处通

过络脉与脑部相连，“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

眦……其直者，从巅入络脑……”。目内眦也是督脉

一条支脉的起点，此分支出于睛明后随膀胱经进入

颅腔联络于脑，加强膀胱经与脑部的联系，二者共同

参与脑神的调节。《金匮玉函经》曰：“头者，身之元

首，人神所注。”神明由心发出而藏于脑，脑神负责控

制人的知觉功能，脑神与心神相辅相成，共同调控人

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１０］。因此，针刺足太阳膀胱

经可有效调养脑神及心神的功能活动。

３．５　交通心肾以摄神　心藏神，肾藏精，神为人身

之精神，精为形体的根基，身心协调离不开心肾的相

互沟通。心肾相交，则身心合一，形与神俱，心肾不

交，则身心分离，形与神散。足太阳膀胱经与心肾在

经络上紧密相连，其经别直接与心相连。《灵枢·经

别》言：“足太阳之正……属于膀胱，散于肾，循膂，当

心入散。”其经脉交于肾，与其有表里关系。《灵枢·

经脉》曰：“膀胱足太阳之脉……络肾，属膀胱。”心肾

是精神的寓所，水火既济、坎离交媾可以颐养精

神［１１］。故针刺膀胱经的心俞、肾俞、神堂、志室，既

能交通心肾，又可以安神定志，促使身心相合，形神

兼备。

３．６　五脏神与五脏俞、五志穴密切相关　《素问》论

及“背为阳，腹为阴”“阳气者，精则养神”。五脏俞位

于足太阳膀胱经的背部，居于阳位，是五脏气血输注

于膀胱经的腧穴，具有反映五脏功能状态、治疗五脏

疾病的作用。临床上可以通过诊察五脏俞的异常表

现，判断五脏虚实及五脏神的状态。针刺五脏俞有

调节五脏神的作用，通过调五脏之气以安五脏之神，

使气血调和，阴平阳秘，精神内守，五脏各有所

藏［１２］。足太阳膀胱经第二侧线上的魂门、神堂、意

舍、魄户、志室位于五脏俞的两旁，分别与五脏俞相

对应并与之相通，这５个以五脏神命名的腧穴被后

世医家统称为五志穴［１３］。五志穴为五脏神在膀胱

经的留舍之处，有直接调控五脏神的作用。

４　对临床的指导意义

当今社会充满了压力与挑战，情志病发病率逐

年增加，由情志问题引发的诸多身心症状不容忽视。

结合足太阳膀胱经的生理特性，临床上常以足太阳

膀胱经的腧穴为主穴治疗情志疾病，疗效明确。

足太阳膀胱经对人体情志的影响是多层次、多

角度的，故选取的腧穴也有不同的治疗作用。其中

睛明穴为重中之重，因为脑芯元神有统摄五脏神的

功能，膀胱经是沟通元神与五脏的重要通道并通过

睛明穴与脑芯相联系。此外，睛明穴是卫气循行路

线上的起点和终点，配合膀胱经的大杼、肺俞、风门

三穴调控卫气，共奏护卫机表、温通阳气、颐养精神

８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ｘｕｅｂａｏ．ａｈｔｃｍ．ｅｄｕ．ｃｎ　　　　　　　　　　　　　　　　　 Ｅｍａｉｌ　ａｈｘｂｂｊｂ＠１６３．ｃｏｍ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第４０卷 第１期 ２０２１年２月 ＪＡＮＨＵＩＵＮＩＶ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２１



之功，对情志病兼有阳虚体质的患者疗效显著。需

要注意的是，睛明穴刺之宜浅，手法宜轻，大杼、肺

俞、风门三穴宜用温补手法。

五脏神的功能以五脏所藏的精气为物质基础，

在治疗情志病时，常根据证型所属，选取不同的五脏

俞及相应的五志穴。著名针灸专家田从豁在临床中

常应用五脏俞和五志穴治疗情志病，其治疗原则及

特点为选取膀胱经一侧线的俞穴以调脏腑之气血紊

乱而治疗脏腑功能的病变，选取膀胱经二侧线上的

俞穴以调脏腑之神志病变［１４］。其在临床中经常运

用两条经横刺透针法以加强神志病的治疗效果，如

从神堂横向透刺至心俞，从心俞横向透刺至夹脊穴，

皆向脊柱斜刺１～１．５寸。“两经横刺透针法”的意

义是将五志穴中所藏之神归入五脏俞中，既有助于

五脏藏神，使神有所养，又将膀胱经两条侧线的气血

集中于督脉而使阳气通达于全身，达到调和五脏神

的目的。

《素问·九针十二原》曰：“凡将用针，必先诊脉，

视气之剧易，乃可治也。”脉象是判断证型的重要依

据，其中“肝脉弦，心脉钩，脾脉代，肺脉毛，肾脉石”。

情志病发作常以某一脏病为主，而由于心肾之间的

特殊联系，心肾同病在情志病中较为常见，脉象多见

寸脉滑数，抚之有形，犹如钩状，尺部沉数，按之无

力，此时选用心俞、肾俞，配合神堂、志室，疗效显著。

情志病常伴有头晕头痛、头目昏沉等症状，常配合膀

胱经的络却、天柱、昆仑、束骨、攒竹等穴位进行治

疗，既起到局部治疗的作用，又通过膀胱经与大脑的

联系起到调节脑神的功用。

５　结语

总之，足太阳膀胱经与人体的情志活动有着紧

密的联系。足太阳膀胱经凭借其自身的特性和沟通

联络的功能，结于命门以载神，调节卫气以御神，温

通阳气以养神，联系大脑以调神，交通心肾以摄神。

足太阳膀胱经的腧穴可有效调节五脏神的功能，为

情志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对现代临床中情志病

的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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