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針灸核心課程 - 耳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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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什麼是耳針?

在耳廓穴位以針刺或按壓的方式來治療身體疾病的一種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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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2

•《靈樞‧厥病》:「耳聾無聞，取耳中」

•《千金方》:「耳中穴，在耳門孔上橫梁是，針灸之，治
馬黃黃疸、寒暑疫毒等病。」

•《針灸大成》:「耳尖二穴，在耳尖上，卷耳取尖上是穴，
治眼生翳膜」

•《小兒按摩經‧察耳篇》:「耳上屬心…耳下屬腎…耳後耳
裏屬肺…耳後耳外屬肝…耳後耳中屬脾」

~五臟在耳廓上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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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3

• 1950年代，法國醫學博士Nogier.P，

在《德國針術雜誌》發表─〈形如胚胎倒影式的耳穴分布圖譜〉

之後又發表了《耳療法》。

• 1975年發表的耳穴已達200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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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廓的型態

•耳廓為外耳的一部分，附著在頭的側面，位於下頜窩和
顳骨乳突之間，上端正好與眉梢和枕外粗隆的連線相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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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廓正面的型態(一垂二輪三腳四窩)

• 一垂：耳垂
• 二輪：耳輪

對耳輪
• 三腳：耳輪腳

對耳輪上腳
對耳輪下腳

• 四窩：三角窩
耳甲艇
耳甲腔
耳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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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廓正面的型態─其他

• 耳屏
• 對耳屏
• 三切跡：屏上切跡

屏間切跡
輪屏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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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廓背面的型態(三個面四個溝四個隆起)

•三個面
耳輪背面、耳輪尾背面、
耳垂背面

•四個溝
對耳輪後溝、對耳輪下腳後溝、
耳輪腳後溝、對耳屏後溝

•四個隆起
耳舟後隆起、三角窩後隆起、
耳甲艇後隆起、耳甲腔後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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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部神經分布

•腦神經、頸神經叢分支及交感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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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神經V3

顏面神經
舌咽神經
迷走神經

腦神經

頸神經
叢分支

枕小神經

耳大神經 腦神經

顏面神經
舌咽神經
迷走神經

交感神經:
沿著血管分布



1. 概述

2. 耳廓的型態

3. 耳部神經分布

4. 耳部經絡分布

5. 耳穴的定位

6. 耳針的適應症

7. 選穴原則

8. 耳穴療法的基本操作

19



耳部經絡分布

•經脈6條，絡脈1條

•經絡使耳部與胃、
大腸、腎、三焦、
小腸、膽、膀胱

等臟腑之間相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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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樞‧經脈》

•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頞中，……，卻循頤後下廉，
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

•手陽明之別……上曲頰，偏齒，其別者入耳合於宗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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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樞‧經脈》

•腎足少陰之脈，…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
喉嚨，挾舌本。”從舌根部兩側上行咽部，沿耳咽管
分布於耳內。

•三焦手少陽之脈……。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繫
耳後，直上出耳上角……。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
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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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樞‧經脈》

•小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抵胃屬小腸。其
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卻入耳中。

•膽足少陽之脈，起目銳眥，……。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
出走耳前，至目銳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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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樞‧經脈》

•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其支者，從
巔至耳上角，…。

•《靈樞‧脈度》：“腎氣通於耳，腎和能聞五音。”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在臟為腎……在竅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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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的定位 –全息律

•耳穴在耳廓的分布─

倒置的胎兒：

頭部朝下，臀部朝上

27



耳穴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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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垂 面部

耳屏 五官

對耳屏 頭部、腦、神經系統

耳甲腔 胸腔

耳甲艇 腹

耳輪腳 橫隔、消化道

屏上切跡 外耳道、心臟點

與內臟
相對應



耳穴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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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窩 盆腔、內生殖器

對耳輪 脊柱軀幹

對耳輪上腳 下肢

對耳輪下腳 臀

耳舟 上肢

耳廓背面 背

屏間切跡 內分泌



耳穴類型─相應部位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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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類型─五臟六腑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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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類型─神經系統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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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類型─內分泌系統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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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類型─特定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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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針適應證1

•各種疼痛性疾病─有好的止痛作用

神經性疼痛：頭痛、偏頭痛、三叉神經痛，肋間神經痛、

帶狀皰疹、坐骨神經痛…等

外傷性疼痛：扭傷、挫傷、落枕…等

手術後遺痛：麻醉後的頭痛、腰痛…等

•各種炎症性病症

中耳炎、牙周炎、咽喉炎、扁桃體炎、腮腺炎、氣管炎、
腸炎、盆腔炎、風濕性關節炎、面神經炎、末梢神經炎等。

•一些功能紊亂性病症

眩暈症、心律不齊、高血壓、多汗症、腸功能紊亂、月經
不調、遺尿、神經衰弱、癔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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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針適應證2

•過敏─消炎、改善免疫功能

過敏性鼻炎、哮喘、過敏性結腸炎、蕁麻疹等，。

•內分泌代謝性病症─能改善、減少藥量等輔助治療作用

單純性甲狀腺腫、甲狀腺功能亢進、經絕期症候群等。

•耳針麻醉

•婦產科方面─催產、催乳等。

•預防感冒、暈車、暈船、戒煙、減肥、戒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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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穴原則

•按疾病的相應部位選穴：

胃病選胃穴,肺病選肺穴,

闌尾炎選闌尾穴,肩痛選肩穴,咽喉痛選咽喉穴等。

•按中醫理論選穴：

耳鳴選腎穴,因“腎開竅於耳”

目疾選肝穴,因“肝開竅於目”

失眠選心穴,因“心主神”、失眠多與心神不寧有關

皮膚病選肺穴,因“肺主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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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穴原則

•按現代醫學選穴：

高血壓選降壓溝;十二指腸潰瘍選十二指腸下腳端穴;

心律失常選心穴;月經不調選子宮穴; 輸液反應選下屏尖穴

•根據臨床經驗選穴：

目赤腫痛選耳尖穴

癲狂選神門穴

牙痛選用齒穴

•選穴一般以選用 2-3 穴為宜。一側病取同側穴,兩側病或
內臟病取雙側穴,也可左病取右,右病取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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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耳穴治療器具

• 0.32 mm × 15 mm 毫針

• # 34 × 5 mm 皮內針

• 0.26 × 2 mm 釘針

• 王不留行種子

• 耳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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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1

•耳針每日可自行按壓3-4次，每次1-2分鐘，以增強療效。

•為了防止穴位疲勞且避免感染，一般埋針已不超過三天
為宜，三天後應調換耳穴。

43



注意事項-2

•嚴格消毒，防止感染。耳廓暴露在外，結構特殊，血液
循環較差，容易感染，且感染後易波及軟骨，嚴重者可
致軟骨壞死、萎縮而導致耳廓畸變。

•耳廓上有濕疹、潰瘍、凍瘡破潰等，不宜用耳穴治療。

•有習慣性流產的孕婦禁用耳針治療；婦女懷孕期間也應
慎用，尤其不宜用子宮、卵巢、內分泌、腎等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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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3

•對年老體弱者、有嚴重器質性疾病者、高血壓病者，治
療前應適當休息，治療時手法要輕柔，刺激量不宜過大，
以防意外。

•耳針法亦可能發生暈針，應注意預防並及時處理。

•對肢體活動障礙及扭傷的患者，在耳針留針期間，應配
合適量的肢體活動和功能鍛煉，有助於提高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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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穴位
神門、胃點、飢點、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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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門

•取穴：三角窩外上1/3

•功效：鎮靜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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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降壓點與盆腔穴連
線中下1/3交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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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點

• 取穴：耳輪腳消失處

• 功效：助消化、調節食慾

49



飢點、渴點

• 飢點
• 定位：外鼻與腎上腺連線中點。

• 主治：肥胖症，甲亢。

•渴點
• 定位：外鼻與屏尖連線中點。

• 主治：糖尿病、尿崩症、神經
性多尿症。

50



謝謝大家
51



52



53

面部 耳垂

耳屏 五官

對耳屏 頭部、腦、神經系統

耳甲腔 胸腔

耳甲艇 腹

耳輪腳 橫隔、消化道

屏上切跡 外耳道、心臟點

三角窩 盆腔、內生殖器

對耳輪 脊柱軀幹

對耳輪上腳 下肢

對耳輪下腳 臀

耳舟 上肢

耳廓背面 背

屏間切跡 內分泌

與內臟
相對應

耳穴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