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临床医学：2025 年 7 卷 3 期
ISSN: 2661-4839

    184

庄子齐教授“三通平衡法”学术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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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介绍庄子齐教授“三通平衡法”学术思想内涵及其在临床治疗痛证方面的指导作用。庄子齐教授以岭南针灸

大家靳瑞教授的“靳三针”理论为基础，并在赖氏“通元针法”的基础上 , 通过数十年的临床治疗痛证经验总结 , 创新性的

提出“三通平衡法”治疗痛证。“三通平衡法”是通过通经络、通脏腑、通元神针刺以达到通调经络、调达脏腑、平衡阴阳、

安神止痛的作用 , 从而达到治疗痛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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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齐教授是广中医一附院针推康复中心主任中医师 , 师

承国医大师黄瑾明、国家级名老中医赖新生、省级名老中医杨

文辉教授，为赖新生名中医工作室及杨文辉名中医工作室骨干

成员，致力于传承和发扬黄氏壮医天阴阳针法、赖氏“通元针

法”、“靳三针”疗法等学术思想。庄子齐教授以岭南针灸大

家靳瑞教授的“靳三针”理论为基础，并在赖氏“通元针法”

的基础上 , 通过数十年的临床治疗痛证经验总结及创新 , 提出

“三通平衡法”治疗痛证 , 治疗时强调通经络、通脏腑、通元

神，它不仅具有“靳三针”取穴少而精、疗效优而快的特点，

同时它还吸收了赖氏“通元针法”中通督养神、引气归元的

学术思想 [1-2]。笔者在进修期间有幸跟师庄子齐教授 , 其多次

讲授“三通平衡法”理论及并应用于临床诸多病种 , 临床疗

效确切 , 现将庄子齐教授的“三通平衡法”理论探析如下。

1. “三通平衡法”的理论来源

“三通平衡法”为赖氏通元针法传承创新发展而来。三

通意指通经络，通脏腑，通元神；平衡意指经络平衡，脏腑

平衡，阴阳平衡；通有通、调、养之意。“三通平衡法”传

承了赖氏通元针法中通任督、调元神的学术思想 , 在此基础

上针对痛证进一步创新发展简化 , 根据痛证之“不通则痛”、

“不荣则痛”、“阴阳失调”、“诸痛痒疮 , 皆属于心”的

病机 , 确立通经络、通脏腑、通元神之“三通平衡法”, 以

通调经络脏腑之气血 , 达到通调经络 , 调达脏腑 , 平衡阴阳 ,

安神止痛 , 以达到治疗痛证的目的。

1.1 通经络

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 , 是人体内气血运行、联络脏

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主要通络。经络系统由经脉、络脉、

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组成。《灵枢·经脉》记载 :“经脉者 ,

所以决死生 , 处百病 , 调虚实 , 不可不通”。说明了经络在

生理病理和疾病防治等方面的作用。十二经脉及其分支等纵

横交错、入里出表、通上达下，联系了脏腑器官，奇经八脉

沟通于十二经之间，经筋、皮部联结了肢体筋肉皮肤，从而

使人体的各脏腑组织器官有机地联系起来，正如《灵枢·海

论》所说：“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灵

枢·本脏》说：“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

利关节者也。”气血必须通过经络的传注才可以输布全身，

濡养组织器官，维持机体正常功能 [3]。

《素问·缪刺论》载：“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

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人舍于络脉，留而不去，

人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说明经络是外邪内传

的渠道，外邪从皮毛腠理内传于脏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

经络也是病变相互传变的渠道，是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组

织器官之间相互影响的途径。痛证的主要病机之一为“不通

则痛”, 其病因无外乎外感和内伤，风、寒、暑、湿、燥、

火等外邪首先侵犯人体肌肤经络，而致经络气血阻滞，不通

则痛，其病位表浅，经络以通为顺，故可通过循经取穴以疏

通经络气血，达到通则不痛的目的。故循经取穴以经络为依

据，所谓“经络所过，主治所及”。治疗时对于具体的病症

可选用相应的经脉取穴，也可选表里经、同名经，如少阳头

痛可取足少阳经的率谷、风池；太阳头痛可取手太阳经的后

溪、养老；前额疼痛可取手阳明经的合谷和手太阴列缺。



国际临床医学：2025 年 7 卷 3 期
ISSN: 2661-4839

185    

1.2 通脏腑

脏腑是人体内脏的总称，包括五脏、六腑及奇恒之府。

脏腑的功能并不是各自为政，而是在互根互用、相互制约的

情况下，各司其职，构成一个整体。脏腑是气血生化、纳藏

的场所，气血失调责之脏腑失调。脏腑是实现机体功能的主

要器官，经络连接五脏六腑，脏腑又调摄气血经络的运行，

因此经络、脏腑通调，则气血运行正常。脏腑安、经络通、

气血和，则百病不生。疾病的发生往往和脏腑功能的失调密

切相关，脏腑气血亏虚，肌肉、筋骨等失去濡养，故“不荣

则痛”；脏腑气血阴阳亏损，导致气机失调，运化失常，痰、

湿、瘀血阻滞，故“不通则痛”，病位较深。治疗以通、调、

养脏腑气血为原则，配合辨证取穴，达到“通则不痛”、“荣

则不痛”之目的。

《类经》云：“十二俞，皆通于脏气。”背俞穴是脏

腑经气输注于腰背部的穴位，而腹募穴是脏腑经气输注于胸

腹部的穴位，临床上常采用俞募配穴法将病变脏腑的俞、募

穴配合应用，俞穴属阳，募穴属阴，一阴一阳，两者相配以

发挥协同作用，补虚泻实以通调脏腑、平衡阴阳。

《难经·六十六难》说：“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

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五脏六腑之有病者，取

其原也”。五脏六腑之病，可在俞募配穴的基础上加原穴，

如腰痛可取肾经原穴太溪；胁痛可加肝经原穴太冲。《灵

枢·邪气藏府病形》“荥俞治外经，合治内腑”，可取合穴，

郄穴用于痛证急证。

1.3 通元神

“神”作为宇宙万物的主宰，是沟通天、地、人的中枢，

如《素问·八正神明论》曰：“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

《灵枢·天年》中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同时《素问·五

常政大论》中说：“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内经》

中对“神”的多次记载足以说明神的重要性。“元神”一词，

出自道家，《老子》中称之为“谷神”。“脑为元神之府”

始于道教，它强调了“元神”对长寿的意义和“元神”的作用，

并认为脑为元神是全身一切神经活动与精神的统帅和主宰。

脑髓位于头部，所聚集的真气必须下降才可激发肾气，从而

推动脏腑功能活动；肾精上供于脑，化生脑髓以产生真气，

这种阴阳升降交合才有元神之用 [4]。

五脏因其藏精气而不泻的特点都有藏神的作用，而五

神是中医学对人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高度概括，也是五脏所

藏之神的类分，故五脏藏五神，即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

肺藏魄、肾藏志。而脑为六神之脏，脑神统率整个机体以保

证机体的高度有序性，故脑神与五脏神关系密切。正如《医

学衷中参西录》所云：“人之神明有体用，神明之体藏于脑，

神明之用出于心”“然其所注重者在脑中元神，不在心中识

神”[5]。通元神继承了赖氏“通元针法”, 通督养神通常选

用督脉的头部穴位（承浆、人中、印堂、神庭、前顶、百会、

后顶、脑户、风府等）以及五脏的背俞穴，引气归元选用任

脉的腹部穴位以及腹募穴，如天枢、气海、归来、关元，配

以五输穴、原穴等特定穴以扶正祛邪 [6]。

2. “三通平衡法”在治疗痛证中的指导意义

疼痛是一种与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相关，或类似

的令人不愉快的主观感觉与情绪情感体验 [7]。它是一种复杂

的生理心理活动 , 因物理等刺激产生了心理的感受 , 是神的

重要内容。痛证以疼痛为主要表现 , 可出现在脏腑或者肢体

关节。脑为元神之府、为奇恒之腑，与经穴治疗效应密切相

关；《素问·至真要大论》中云“诸痛痒疮，皆属于心”，

故治痛可从“心脑神论治”。从现代解剖学的角度看，无论

是内脏的疼痛还是经络的疼痛均由脑所控制，从中医角度来

讲，就是脑主元神，五脏六腑及经络均由脑所主。《灵枢·本

神》中曰 :”凡刺之要 , 必先本于神 .”；《灵枢·官能》亦

云 :”用针之要 , 无忘其神”。故“三通平衡法”重在通元神。

重视针脑部诸穴，主要是头部督脉穴位是三通平衡法的特点

之一。督脉循行入络脑，心主神明，取赖氏通元针法之通督

养神之意。故取督脉及心经穴位为主，如百会、印堂、神门、

内关。通元神目的在于安神止痛。从现在医学的角度来看，

即为中枢镇痛，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是由脑和脊髓组成，是

各种反射弧的中枢部分，而疼痛也是一种反射活动，由外周

感受器将疼痛信息经过传入神经，将信息传到神经中枢，再

由传出神经传至效应器，向人体发出疼痛的信号，针刺脑部

穴位可通过阻断中枢系统发出疼痛信号达到镇痛的目的。故

“三通平衡法”之“通经络、通脏腑、通元神”，符合“经

穴 - 脏腑 - 脑”相关学说。

人体生命的根本在于阴阳平衡，阴阳失衡则机体功能

失常，气血不和，经脉不利，脏腑功能紊乱而生诸病。因此

治病的根本在于通调阴阳平衡。督脉为阳脉之海，任脉为阴

脉之海，任督二脉为阴阳脉之总纲，故平衡阴阳以通督调任

为主。“三通平衡法”以任督二脉为中心，充分发挥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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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脉的经络治疗优势以调节平衡阴阳 [8]。基于赖氏“通元针

法”之“通督养神、引气归元”,“三通平衡法”采用头部、

背部督脉穴位配合腹部任脉腧穴治疗痛证，正是立足于对脏

腑阴阳失衡状态进行调节，在八纲辨证基础上的循经取穴方

法，以通督调任、平衡脏腑阴阳、疏通经络、安神止痛。

3 “三通平衡法”的常用针灸处方原则

“三通平衡法”中的通经络、通脏腑、通元神需辨证

使用，根据病机可单独或组合应用。若疾病辨证单纯与经络

或脏腑或神志相关，则只需单独通经络或通脏腑或通元神；

若疾病辨证与脏腑或经络相关，同时伴有神志类疾病，则通

经络或通脏腑联用通元神；若疾病辨证与经络、脏腑、神志

都相关，则三者联用。具体处方原则如下：通经络：局部辨

经取穴，即明确病变经脉，取本经和相表里经络脉的腧穴，

以郄穴、荥穴、经穴、合穴为主穴；通脏腑：取病变脏腑的

背俞穴、腹募穴、原穴、合穴为主。通元神：安神止痛，选

用百会，印堂，风府，神门、内关等。

4 “三通平衡法”的临床应用

庄子齐教授在临床工作中应用“三通平衡法”治疗诸

多病种均可获得满意疗效 , 在诸多病种中尤以痛证居多。庄

子齐教授在针刺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属气滞血瘀型患者的

研究中 [9],“三通平衡法”针刺组通经络取穴 : 大椎、身柱、

天柱、风池、外关、阿是穴；通脏腑取穴 : 太溪 ( 双侧 )、中脘；

通元神取穴 : 百会、气海。研究结果显示“三通平衡法”针

刺组临床疗效优于常规针刺法 , 同时可有效缓解患者主观症

状。在治疗面肌痉挛属虚风内动型患者 [10] 的研究中，“三

通平衡法”针刺组通经络选穴：申脉、照海（通跷脉），内关、

外关（通维脉）；通脏腑选穴：肝俞、肾俞；通元神选穴：

神门、百会、风府、关元。研究后发现“三通平衡法”针刺

组疗效明显优于常规针刺组 , 且对焦虑症状改善明显。在治

疗特发性耳鸣伴轻中度焦虑障碍属肾精亏虚型患者 [11] 研究

中，“三通平衡法”针刺组通经络选穴：百会、关元、耳门（患

侧）、外关（单侧，与内关左右交叉取穴）；通脏腑选穴：

肾俞（双侧）；通元神选穴：百会、内关（单侧，与外关左

右交叉取穴）。研究结果显示“三通平衡法”针刺组可有效

改善耳鸣症状及改善焦虑程度，且疗效优于常规针刺组。

综上所述 ,“三通平衡法”在赖氏通元针法的基础上传

承创新发展而来；“三通平衡法”治疗痛证在从经络脏腑论

治的基础上，加入从心脑论治，并提出了通元神以安神止痛

的治法。从通经络、通脏腑、通元神三个维度治疗痛证 , 为

临床治疗痛证提供了新思路。“三通平衡法”之通经络、通

脏腑、通元神之通含通、调、养之意 , 可单独或组合运用，

临床应用时需结合辨证论治。“三通平衡法”可推广应用于

其他病机相同的病症，以异病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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