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维脉 

 

概述 

阴维脉为奇经八脉之一。本经起于小腿内侧足三阴经交会之处，沿下肢内侧上行，至腹部，

与足太阴脾经同行，到胁部，与足厥阴经相合，然后上行至咽喉，合于任脉。出《黄帝内经

素问·刺腰痛论》。 

手厥阴心包经的内关穴与本脉脉气相通。 

阴维脉是足少阴肾经、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诸阴之维。 

 

阴维脉循行路径 

阴维脉起于诸阴之交（三阴交穴）后上方，即足少阴肾经内踝上五寸之后端筑宾穴，循小腿

后侧上行至屈膝腘窝内侧之阴谷穴，再循大腿内侧上行至鼠蹊部位横（耻）骨五分旁之横骨

穴，往少腹外上行至髂骨前上棘与横骨中点之上方，始维入足太阴脾经之府舍穴。后循腹中

线三寸半外侧上行，经腹结穴至与脐平之大横穴，再往上行腹哀穴。阴维在此上行，至乳下

第二肋骨处，始又维入足厥阴肝经之期门穴。至此阴维脉挟胃、属肝、络胆、贯膈与上行与

任脉交于结喉下一寸之天突穴，再上行至颔下结喉上中央舌根下之廉泉穴。 

 



 



《中医大辞典》：其循行路线，据《奇经八脉考》载：“阴维起于诸阴之交，其脉发于足少阴

筑宾穴……上循股内廉，上行入少腹……循胁肋……上胸膈夹咽，与任脉会于天突、廉泉，上至

顶前而终”。 

《中国针灸学词典》：本经自足少阴肾经的筑宾穴开始，沿下肢内侧上行，进入小腹部，通

过胁肋、胸腔到达咽部，与任脉会合。手厥阴心包经的内关穴与本脉脉气相通。 

 

《黄帝内经素问·刺腰痛论》：“刺飞阳之脉，在内踝上五寸，少阴之前，与阴维之会。”和《难

经·二十八难》：“阴维，起于诸阴交也。”后《奇经八脉考》具体为：“阴维起于诸阴之交，其

脉发于足少阴筑骨穴，为阴维之郄，在内踝上五寸腨肉分中；上循股内廉，上行入少腹，会

足太阴、厥阴、阳明于府舍；上会足太阴于大横、腹哀；循胁肋会足厥阴于期门；上胸膈挟

咽，与任脉会于天突、廉泉；上至顶前而终。凡十四穴。” 

 

阴维脉交会穴 

阴维脉交会腧穴有筑宾（（足少阴肾经）、府舍、大横、腹哀（（足太阴脾经）、期门（（足厥阴肝

经）、天突、廉泉（任脉）。 

 

 

阴维脉腧穴总图 



阴维脉经脉病 

阴维脉有维系全身阴脉的作用，与阳维脉共同调节溢蓄全身的气血。其病变主要表现为心痛，

胃痛，胸腹痛等里症。 

 

患阴维脉疾病者，主要病候为心痛、忧郁。 

《中医大辞典》：阴维脉本脉发生病变，主要表现为心、胸疼痛。 

 

《中国针灸学词典》：阴维发病主要表现为心痛、胃痛等阴经里证。《难经·二十九难》：“阴维

为病苦心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