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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卫取气”“从荣置气”针刺补泻观探析

赵倪娟，陆　翔

（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

［摘要］“从卫取气”“从荣置气”针刺补泻理论首见于《难经·七十八难》。“从卫取气”“从荣置气”的理论实为

针刺补泻的方法，目的在于调阴阳、调营卫、调气血及促使得气。其手法核心一是分层操作，体现深浅补泻理

论；二是随呼吸进出针刺，达到补泻目的；三是依据营卫流注方向随卫逆营行针，体现营卫补泻内涵；四是注

重针刺力度的轻重，达到补气、取气血而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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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刺补泻的“从卫取气”和“从荣置气”的理念，

最早见于《难经·七十八难》，其曰：“何谓补泻？当

补之时，何所取气？当泻之时，何所置气？然：当补

之时，从卫取气；当泻之时，从荣置气。”营卫之气都

来源于脾胃化生的水谷精微，剽悍滑利者为卫，精华

部分则为营。卫气分布于皮肤、腠理、分肉等表浅部

位，营气主要分布于脉中。卫气能够温分肉而充皮

肤，肥腠理而司开阖，营气化生血液营养周身。营卫

二气互根互用，相互协调。笔者拟从营卫理论入手，

归纳针刺补泻从“卫”从“荣”的理论内涵，并分析“从

卫取气”“从荣置气”针刺手法技术的核心要素。

１　《内经》的深浅补泻观

《内经》的营卫刺法偏向于泻。《灵枢·寿夭刚

柔》云：“刺营者出血，刺卫者出气。”“出气”与“出血”

相对，说明刺营与血有关，刺卫与气相关［１］。《难经》

所提及的“从卫取气”“从荣置气”是依据营气与卫气

分布运行不同的特点而制定的补泻方法［２］。卫气散

布在浅表，营气行于经隧，处于深部，故“从卫取气”

要浅刺，“从荣置气”要深刺。实际上，《内经》中已提

出补宜浅刺，泻宜深刺，但未说明具体手法。《灵枢

·终始》言：“补须一方实，深取之，稀按其臡，以极出

其邪气。一方虚，浅刺之，以养其脉，疾按其臡，无使

邪气得入……脉实者深刺之，以泄其气；脉虚者，浅

刺之，使精气无泻出，以养其脉，独出其邪气。”针刺

深浅因病证而异［３］，脉象坚实有力的实证，采用深刺

的方法，不按针孔，使邪气外泄；脉象虚弱无力的虚

证，采用浅刺的方法，出针后快速按针孔，使得精气

不泻，邪 气 得 出。与 《难 经》不 同 的 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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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并未明确地说明要依据营卫区分针刺深浅，而是

将针刺深度分为浅、中、深３个层次，浅层刺是透过

皮肤，中层刺是透过皮肤至肌肉，深层刺是到达分肉

之间［４］。有学者［５］认为浅层指皮肉交界处候卫气，

中层是肌肉层（相当于皮下组织层）候营气，深层（相

当于现代所说的肌肉层）候谷气。因此，《内经》中的

深浅补泻可能与“从卫取气”“从荣置气”理论的提出

联系甚密。

２　“从卫取气”“从荣置气”的内涵

２．１　卫为阳，营为阴，补泻旨在调节阴阳　卫气主

动主升，营气主静主降，卫在脉外，营在脉内，故卫为

阳，营为阴，如《黄帝内经太素·营卫气行》言：“清气

在阴，浊气在阳，清气在于脉内，为营为阴也；浊气

在于脉外，为卫为阳也。”《灵枢·刺节真邪》论及“解

惑者，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泻其

有余，补其不足，阴阳平复，用针若此，疾于解惑”。

此处的“阴阳”有双重含义，既指人体阴阳二气，又指

阴阳经脉［６］。唐代杨玄操在《难经集注》中对“从卫

取气”“从荣置气”解释道：“入皮三分心肺之部，阳气

所行也；入皮五分，肾肝之部，阴气所行也。阳为卫，

阴为荣。”此说将营卫代表的深浅部位当作阴阳二气

所行之处，心肺部属皮脉部较浅，肝肾部属筋骨部较

深。杨继洲在《针灸大成·经络迎随设为问答》中提

到：“夫荣卫者阴阳也。经言，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

于五脏。故泻者先深而后浅，从内引持而出之；补者

先浅而后深，从外推内而入之。乃是因其阴阳内外

而进退针耳。”其利用营卫的阴阳属性，将“从卫取

气”“从荣置气”解释为调整营卫内外阴阳之气，将阳

气由浅向深按之为补，将阴气由深出浅向外引之为

泻，最终达到调节阴阳的目的。

２．２　营卫为气，补泻意在调气　针刺补泻的作用对

象多以“气”言之［７］。《灵枢·刺节真邪》曰：“用针之

类，在于调气。”针刺治病是依托调气而进行的，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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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便是针刺治病的全过程［８］。调营卫之气是针

刺补泻目的的直接体现。《难经·七十六难》言：“阳

气不足，阴气有余，当先补其阳，而后泻其阴，阴气不

足，阳气有余，当先补其阴，而后泻其阳，营卫通行，

此其要也。”“阴气不足”“当先补其阴”，可见阴气在

此可以理解为营气，自然阳气就理解为卫气，后文的

“营卫通行”意指同时调和营卫二气也证明了这一

点。《难经·七十二难》言：“所谓迎随者，知荣卫之

流行，经脉之往来也。随其逆顺而取之，故曰迎随。”

荣卫之流行，不是单纯地指营卫二气的传注方向，也

包括深浅关系［９］，如窦汉卿《流注指微赋》之“迎随逆

顺，须晓气血而升沉”。“升沉”包括浅深，营卫浅深

关系是迎随顺逆的前提，即根据上下二气往来的顺

逆行针。李蓇在《医学入门》中曾言：“补则从卫取

气……从其卫气，随之于后……泻则从荣弃置其

气……取其荣气，迎之于前。”可见，“从卫取气”“从

荣置气”也可从疏调营卫二气来理解，即浅部取卫气

顺其循行方向补之，深部取营气逆其循行方向泻之。

２．３　皮部取气，刺络出血，补泻功在调和气血　针

刺补泻有调和气血的功用。《灵枢·九针十二原》提

到：“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

会。”皮部是十二经脉及其所属络脉在体表的分区，

亦是经气外达散布的部位，能保卫机体，防御外邪。

皮部是卫气存留的部位［１０］，浅刺法的关键是要充分

发挥卫气的作用［１１］，“从卫取气”可理解为在皮部浅

刺取气。“营”在《内经》中有“血液运行的通道”的涵

义，如《灵枢·经脉》之“人始生，先成精……骨为干，

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刺营者出血”就是刺血

络。《灵枢·血络论》言：“黄帝曰：愿闻其奇邪不在

经络者。岐伯曰：血络也。”“血络”指的就是出现瘀

血现象的络脉［１２］。血络瘀滞要采取泻邪的方法，即

“菀陈则除之”。《灵枢·寿夭刚柔》论及“刺营者出

血，刺卫者出气”，即“刺卫”作用于气，“刺营”作用于

血，故“从卫取气”仅取气不出血，“从荣置气”既出气

又出血。“从卫取气”能针刺皮部激发经气，补气调

血，“从营置气”能祛瘀泻实，使经络气血通畅，最终

达到调和气血的目的。

２．４　营卫调和，补泻之效在得气　“得气”是施行补

泻手法的基础［１３］。《难经·七十八难》言：“得气，因

推而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得气”是气

至针下的征象，也是气调的状态［１４］。《灵枢·九针

十二原》论及“刺之要，气至而有效”，说明得气对针

刺疗效十分关键，也是针刺补泻的目的所在。《灵

枢·终始》云：“所谓谷气至者，已补而实，已泻而虚，

故以知谷气至也。”有学者［１４］认为此处是指虚实病

证时，通过补泻调气，谷气至于针下而气调的状态，

由此可见补泻调气是使针刺得气的方法之一。《灵

枢·终始》言：“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

得气。”张湖德［１５］解释：阳气内入，阴气外出，阴阳融

通而调和，元气充盛而内守，邪气不得深入，这就是

得气。“从卫取气”“从荣置气”是调整营卫内外的阴

阳之气，补法为阳气由浅向深内入，泻法为阴气由深

出浅外出，故“从卫取气”“从荣置气”这一补泻法的

目的也在得气，更是帮助得气的手段与方法。

３　“从卫取气”“从荣置气”补泻法手法核心要素

营卫补泻的作用特点可概括为三方面：一为部

位分布的深和浅，二为传注方向的顺或逆，三为活动

功能的盛与衰［９］。“从卫取气”“从荣置气”相关针刺

手法的核心技术要素主要分为层次、呼吸、营卫传注

方向、手法轻重几个方面。

３．１　层次有分，操作有别　营卫的深浅关系决定了

针刺手法有层次之分，也就是分部，主要有单层操作

和双层操作两种方法。

３．１．１　单层操作方法　《难经·七十难》载有“初内

之，浅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气推内之，阳也”“初下

针，沉之，至肝肾之部，得气，引持之，阴也”，据此可

知“从卫取气”要在浅部得气后将阳气向内按，“从荣

置气”要在深部得气后将阴气往外部引伸，从而达到

调和阴阳二气的作用。这与《难经·七十八难》所提

出的“推而内之”与“动而伸之”的提插手法吻合。在

提插补泻的操作中，浅层至深层为补，由深层至浅层

为泻，浅深二层实为同一提插运动范围的上限和下

限，并非指两层，实指单层［１６］。提插补泻还常结合

开阖补泻，卫气主司腠理开阖［１７］，在补法时导阳气

深入，防已入的阳气外泄，则“推闭其门”不令气逸，

泻法时“摇大其孔，不闭其门”，使由内达外的阴邪得

以疏泄［１８］。

３．１．２　双层操作方法　双层操作是指补在浅部，泻

在深部。《灵枢·终始》所载的深浅补泻属此类：“一

方实，深取之，稀按其臡以极出其邪气；一方虚，浅刺

之，以养其脉，疾按其臡，无使邪气得入。”《难经·七

十一难》指出：“针阳者，卧针而刺之。刺阴者，先以

左手摄按所针荥俞之处，气散乃内针。”意为针刺卫

阳部分，只宜浅刺，沿皮卧针，防止伤及深部营气。

当针刺营阴时，先用左手按压穴位，使浅层的卫气散

开，然后针刺至一定深度。此外，明代李蓇在《医学

入门》中说道：“补则从卫取气，宜轻浅而针……泻则

从荣置其气，宜重深而刺。”李蓇强调针刺当分两层，

浅层轻浅为补，深层重深为泻。

３．２　欲调营卫，须假呼吸　杨继洲在《针灸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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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迎随设为问答》中指出：“故欲治经脉，需调荣

卫，欲调荣卫，须假呼吸。经曰：卫者阳也，荣者阴

也，呼者阳也，吸者阴也。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

至为故者，即是取气于卫。吸则内针，以得气为故

者，即是置气于荣也。”荣卫的运行离不开呼吸的推

送，杨继洲认为呼吸一动一静，一阳一阴，与营阴卫

阳属性互通。在补时，先采用扪、循等法，使经气舒

缓，在呼气尽时进针至浅部，用弹、弩等针法使经气

隆盛，而后捻转针体使经气散布，再于吸气时出针；

在泻时，选穴后按压局部，使阳气散，取“刺荣无伤

卫”之意，并在患者吸气尽时进针，得气后刺入深层

即置气于营，于深层行提插泻法，最后随呼气时出

针［２］。呼吸是气血活动的契机，吸时气盛，呼时气

虚，因此补须于呼时进针、吸时出针；泻须于吸时进

针、呼时出针。

３．３　卫传营注，针刺有循　营卫传注方向影响着针

刺手法。卫气的传注方向是白昼从目而出，行于手、

足三阳经，从足走手；夜晚行于五脏，从足少阴而入

于内［１９］。营气的主要传注方向即手太阴、手阳明、

足阳明、足太阴、脾、心、手少阴、手太阳、足太阳、足

少阴、肾、心、手心主（手厥阴）、手少阳、三焦、胆、足

少阳、足厥阴、肝、肺，上循喉咙至鼻孔［２０］。针刺可

以根据营卫顺逆行针从而调和营卫之气，如李蓇在

《医学入门》中所言：“补则从卫取气……从其卫气，

随之于后，而济益其虚也；泻则从荣置其气……取其

营气，迎之于前，而泻夺其实也。”在深浅的基础上配

合针刺迎随进行补虚泻实，浅部顺卫气循行方向针

刺为补，深部逆其营气循行方向针刺为泻。又如金

代何若愚所提出的针刺深浅结合生成数分补泻的迎

随补生泻成法。《流注指微论》言：“夫欲用迎随之法

者，要知经络逆顺浅深之分。”阳经的经浅、络深，阴

经的经深、络浅，补法针刺０．１～０．５寸，即用一、二、

三、四、五“生数”顺其卫气循行方向补之；泻法针刺

０．６～１．０寸，即用六、七、八、九、十“成数”逆其营气

循行方向泻之。

３．４　营卫补泻，轻重决之　《灵枢·九针十二原》

言：“随之随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

意指补法应当如同蚊虻叮咬一般轻，则泻法相对

补法来说手法较重。李蓇在《医学入门》中也提

到：“补则从卫取气，宜轻浅而针……泻则从荣置

其气，宜重深而刺。”“从卫”当手法轻，“从荣”则

手法较重。《灵枢·寿夭刚柔》言：“刺卫者出气，

刺营者出血。”不出血、仅出气属于“刺卫”，刺出

血属于“刺营”，“刺卫”与气有关，“刺营”与血有

关，故“从卫取气”所补为气，“从荣置气”所泻为

血，“取气”与“出血”的关键在于手法的轻重。如

现代皮肤针刺法，其由《内经》中所提到的“半刺”

“毛刺”等浅刺法发展而来。《灵枢·官针》言：

“半刺者，浅内而疾发针，无针伤肉，如拔毛状，以

取皮气，此肺之应也。”《素问·刺要论》言：“毛刺

者，刺痹于皮肤也。”皮肤针在皮部叩刺可以激发

经络之气，达到调整脏腑气血，平衡阴阳，防治疾

病的目的［２１］。皮肤针依据叩刺的刺激强弱分补

泻。弱刺激指用较轻的腕力叩刺，局部皮肤略见

潮红，此时并不出血，强刺激用力较大，使得皮肤

表面出血［２２］。轻叩不出血属于“从卫”，为补法，

适用于虚证；重叩出血属于“从营”，为泻法，适用

于实证。

４　结语

“从卫取气”“从荣置气”依荣卫深浅分针刺深浅

的原则与《内经》中浅刺亦补、深刺亦泻的思想有一

定的关联。其内涵可以理解为调和营卫内外阴阳之

气，调和营卫二气以调和气血及针刺得气。虽然针

刺操作手法上历代医家论述各异，但技术要素不外

乎层次，即操作部位、呼吸、营卫传注以及手法轻重。

选择深浅部位操作在“从卫取气”“从荣置气”的针刺

过程中至关重要，但针刺深浅尚不能量化，仍需探讨

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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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疫辨析

汤雨，陈　明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寒疫最早见于《伤寒论·伤寒例》中，当时依据发病的时令与气候因素称其为“时行寒疫”。尔后因寒

疫概念与时行病逐渐分离开来，多称之为寒疫。寒疫为感受寒性疫疠之气而发病，四季皆可发病，并与“暴

寒”有一定关系，属广义伤寒范畴。寒疫与狭义伤寒同为感受寒邪为病，不同的是寒疫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因

而可遵从伤寒六经理法辨证施治。

［关键词］寒疫；瘟疫；伤寒论

［中图分类号］Ｒ２５４．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２４６．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４

　　中医学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峰，温

病学逐渐形成并得以完善。明清以后，温病学成为

疫病学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撑体系。历经百年，中医

对疫病的研究形成了详于温而略于寒的局面，逐渐

忽视了疫病中还有属“寒”的部分。现从寒疫的起

源、发展、治疗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明确寒疫的内涵。

１　寒疫起源

１．１　《伤寒论》与寒疫　张仲景在继承《内经》《难

经》等诸多医学典籍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外感热病

的病因、分类、定义、鉴别等诸多方面进行阐发。尽

管从《伤寒论》这本书的框架来看，其所探讨的是广

义伤寒，但就其理法方药来看，主要论治的是感受寒

邪引起的疾病。结合当时疫病频发的社会背景，笔

者认为《伤寒论》中“伤寒”的内涵，不仅是普通的外

感热病，也包括许多疫病，主要为寒疫。伤寒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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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疫病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治疗此次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清肺排毒汤”就是由麻杏石甘

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茯苓杏仁甘草

汤、橘枳姜汤六方化裁而成［１］。

１．２　《伤寒论·伤寒例》首次提出寒疫概念　寒疫最

早见于《伤寒论·伤寒例》：“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

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２］２６《伤寒论·伤寒

例》对寒疫的论述被后世众多医著、医家所引用。诸

多典籍、专著对外感病的释义与寒疫的描述皆以《伤

寒论·伤寒例》为蓝本，且一直沿用至明清，如《诸病

源候论》《太平圣惠方》《伤寒指掌》《伤寒直指》。时行

寒疫被后世部分典籍归类于时行病（或时气病）当中，

时行寒疫为感受时行之气而发病，并且时行之气还裹

挟了疫疠之气，其与单纯的时行病不同。再者，时行

寒疫与伤寒同为感受寒邪为病，但因《伤寒论·伤寒

例》对其病因认识的不同，而将二者分而述之。因此，

下文将对《伤寒论·伤寒例》中时行寒疫与时行病、伤

寒进行区分，以辨明时行寒疫与二者间的异同。

２　寒疫与《伤寒论·伤寒例》中相关概念辨析

２．１　时行病　时行病为感受时行之气而发病，时行

之气为“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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