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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运用肌肉电生理学方法，研究合谷穴区与面口部之间的特异性联系及其规律。方法：针刺健康成年及老年志愿者、
按压健康婴儿志愿者合谷穴观察对面部肌肉的肌电活动的影响。结果：针刺２０～３０岁健康成年志愿者合谷穴，肌电反应与同
侧及对侧口轮匝肌最相关；针刺６５～７５岁健康老年志愿者合谷穴，肌电反应与同侧及对侧口轮匝肌、咬肌最相关；按压２～６个
月月龄的婴儿合谷穴，面部肌电出现率可达１００％。结论：合谷穴与面口部之间存在“体表－体表”的相对特异性联系，此种联
系与年龄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　肌电；面口合谷收；体表－体表相关
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ｇｕ”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ｍｏｕｔｈｆａｃｅｒｅｇｉｏｎｍａｉｎ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ＭＧ

ＴａｎＱｉｗｅｎ，ＹｕＸｉａｏｈｕａ，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ｊｉｅ，ＷｕＦｕｄｎｇ，ＬｉｕＹｉｎｇ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ＣＭ，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ｇｕ”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ｏｒｏｆａｃｉ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ｍａｉｎ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Ｍ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ｄ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ｇｅｄ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ｗｅｒ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ｉｎｆａｎｔｓｗｅｒｅｐｒｅｓｓｅｄｏｎ“Ｈｅｇｕ”ｐｏｉｎｔ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ＥＭＧｉｎｏｒｏｆａｃｉ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ａｇｅｄ２０～３０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ｄａｔ“Ｈｅｇｕ”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ＥＭ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ｓｍｏｓｔｒｅ
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ｐｓ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ｏｒｉｓｍｕｓｃｌ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ｙ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ａｇｅｄ６５～７５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ｄａｔ“Ｈｅｇｕ”
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ＥＭ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ｓｍｏｓ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ｏｆ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ｏｒｉｓｍｕｓｃｌｅｓａｎｄｍａｓｓｅ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ｂａｂ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ａｎｄ
６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ｐｒｅｓｓｅｄｏｎ“Ｈｅｇｕ”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ＥＭＧ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ｉ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ｓｗａｓ１０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ｏｄ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ｇｕ”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ｏｆａｃｉ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ａｇｅｆａｃｔ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ＭＧ；Ｈｅｇｕ（ＬＩ４）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ｆｏｒｏｒｏｆａｃｉ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Ｒ２２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４．１２．００２

　　“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循经远道取穴的治疗原
则，反映了经脉“体表 －体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经
典歌赋《四总穴歌》阐释了经脉“体表 －体表”之间存
在特异性联系。通过记录不同年龄人群针刺或按压合

谷穴面口部肌电反应，并与后溪穴对照，试图揭示“面

口合谷收”所体现的体表远隔部位间的特异性联系，为

“体表－体表相关”理论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受试对象　本研究于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７月纳入２
～６个月月龄的婴儿健康者、２０～３０岁的成年健康志
愿者、６５～７５岁的老年健康志愿者；受试者来自山东
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科及济阳

县中医院儿科。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取穴　参照１９９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经穴部位》选取合谷、后溪穴。

１２２　针具　采用苏州医疗用品厂有限公司生产的
“华佗牌”针灸针，规格０３０ｍｍ×４０ｍｍ。

１２３　记录仪器　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ＢＬ４２０Ｓ生物功能实验系统及ＡｌｐｉｎｅｂｉｏＭｅｄＡｐＳ生产
的Ｔａｂ粘贴电极。
１２４　操作方法　受试者仰卧放松，左侧面部口轮匝
肌、咬肌、颧肌、提上唇肌、额肌区域处皮肤使用７５％
医用乙醇脱脂，并用磨砂膏去角质后，粘贴表面电极

（记录电极和参考电极），并分别用导线连接 ＢＬ４２０Ｓ
生物功能实验系统，左前臂处粘贴表面电极并连接地

线，记录参数为Ｇ＝１ｍｖ，Ｔ＝００１ｓ，Ｆ＝１ｋＨｚ，扫描速度
２５０ｍｓ／ｄｉｖ。

双侧合谷、后溪穴常规消毒后，以毫针分别直刺

（１５±５）ｍｍ，得气后行平补平泻手法［小幅度均匀地
提插、捻转手法，提插幅度（３±１）ｍｍ，捻转角度 ＜１８０
度，频率约１００次／ｍｉｎ］３ｍｉｎ，强度以受试者能耐受为
度，共留针１５ｍｉｎ。

婴儿应用弹簧棒垂直按压，按压力度以弹簧刻度

下陷５ｍｍ为度，按压时间为每穴３０ｓ。
观察时间为上午８：００—１１：００，下午２：００—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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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２５±３）℃，湿度４０±１０％。所有受试者均
安静休息３０ｍｉｎ后进行试验。

为减少误差，对受试者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按照

左侧合谷→右侧合谷→左侧后溪→右侧后溪的顺序依
次观察。为避免针刺出现叠加或延迟效应引起试验误

差，两穴针刺之间相距５ｄ以上。为减少施术手法不
同造成试验结果的差异，本试验所有操作均由同一术

者完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软件包（１７０）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或秩和检验。
２　试验结果
２１　针刺２０～３０岁健康成年志愿者合谷及后溪穴，
面口部肌电反应

２１１　针刺２０～３０岁健康成年志愿者合谷穴，面口
部肌电反应　见表１、表２。由表１见，针刺左合谷穴，
记录同侧面部各部位肌电反应，肌电反应主要出现在

口轮匝肌、咬肌。经统计学分析，各记录部位间比较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合谷穴与同侧面口相
关。表２见，针刺右合谷穴，记录对侧面部各部位肌电
反应，肌电反应主要出现口轮匝肌、颧肌。经统计学分

析，口轮匝肌肌电反应与各记录部位的肌电反应比较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各部位间肌电反应
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合谷穴与对侧口
轮匝肌有相对特异性联系。

表１　左合谷穴对左面部肌电反应的影响

组别 例数 阳性人数 阴性人数 阳性率％

口轮匝肌 ３０ ７ ２３ ２３３３
咬肌 ３０ ５ ２５ １６６７
颧肌 ３０ １ ２９ ３３３

提上唇肌 ３０ ３ ２７ １０００
额肌 ３０ ４ ２６ １３３３

表２　右合谷穴对左面部肌电反应的影响

组别 例数 阳性人数 阴性人数 阳性率％

口轮匝肌 ３０ １１ １９ ３６６７
咬肌 ３０ ２ ２８ ６６７
颧肌 ３０ ３ ２７ １０００

提上唇肌 ３０ ０ ３０ ０
额肌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２１２　针刺２０～３０岁健康成年志愿者后溪穴，面口
部肌电反应　见表３、表４。由表３可见，针刺左后溪
穴，记录同侧面部各部位肌电反应，肌电反应主要出现

咬肌、口轮匝肌。经统计学分析，各记录部位间比较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即同侧后溪与面口部具有
相关性。由表４可见，针刺右后溪穴，肌电反应主要出

现口轮匝肌、咬肌。经统计学分析，口轮匝肌肌电反应

与提上唇肌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与咬肌
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咬肌与提上唇肌之间
比较亦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后溪穴与对侧
口轮匝肌间有相对特异性联系。

表３　左后溪穴对左面部肌电反应的影响

组别 例数 阳性人数 阴性人数 阳性率％

口轮匝肌 ３０ ４ ２６ １３３３
咬肌 ３０ ６ ２４ ２０００
颧肌 ３０ ２ ２８ ６６７

提上唇肌 ３０ ２ ２８ ６６７
额肌 ３０ ０ ３０ ０

表４　右后溪穴对左面部肌电反应的影响

组别 例数 阳性人数 阴性人数 阳性率％

口轮匝肌 ３０ １０ ２０ ３３３３
咬肌 ３０ ７ ２３ ２３３３
颧肌 ３０ ０ ３０ ０

提上唇肌 ３０ ３ ２７ １０００
额肌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２１３　针刺２０～３０岁健康成年志愿者合谷、后溪穴，
面口部肌电反应比较　见表５、表６。表５见，左合谷
与后溪穴对于左侧口轮匝肌、咬肌、颧肌、提上唇肌、额

肌肌电的影响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
合谷及后溪穴均与同侧面口部存在联系。但合谷穴与

面口部之间的联系较后溪穴更广泛。表６见，提示合
谷穴与对侧口轮匝肌、咬肌、颧肌相关，后溪穴与对侧

口轮匝肌、咬肌、提上唇肌相关。右侧合谷与后溪穴对

其肌电的影响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上述结果说明，针刺２０～３０岁年龄段的健康成年

志愿者合谷及后溪穴，面口部均可出现肌电反应，合谷

及后溪穴与面口部均存在联系，但合谷穴与面口部之

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２２　针刺６５～７５岁健康老年志愿者合谷及后溪穴，
面口部肌电反应

２２１　针刺６５～７５岁健康老年志愿者合谷穴，面口
部肌电反应　见表７、表８。表７见，针刺左合谷穴，记
录同侧面部各部位肌电反应，肌电反应主要出现咬肌、

口轮匝肌。经统计学分析，口轮匝肌或咬肌与颧肌、提

上唇肌、额肌间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口
轮匝肌与咬肌间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各组
间亦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合谷穴与同侧口
轮匝肌、咬肌有相对特异性联系。表８见，针刺右合谷
穴，记录对侧面部各部位肌电反应，肌电反应主要出现

在颧肌、口轮匝肌。但各记录部位间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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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针刺左合谷、后溪穴对左面部肌电的影响　人（％）

组别
口轮匝肌（ｎ＝３０）
＋ －

咬肌（ｎ＝３０）
＋ －

颧肌（ｎ＝３０）
＋ －

提上唇肌（ｎ＝３０）
＋ －

额肌

＋ －

左合谷 ７（２３３３） ２３（７６６７） ５（１６６７） ２５（８３３３） １（３３３） ２９（９６６７） ３（１０００） ２７（９０００） ３（１３３３） ２６（８６６７）
左后溪 ４（１３３３） ２６（８６６７） ６（２０００） ２４（８０００） ２（６６７） ２８（９３３３） ２（６６７） ２８（９３３３） ０（０） ３０（１００）
χ２ １００２ ０１１１ ０ ０２１８ ２４１１
Ｐ ０３１７ ０７３９ １００ ０６４０ ０１２１

　　注：表中“＋”表示阳性，“－”表示阴性，以下各表同。

表６　针刺右合谷、后溪穴对左面部肌电的影响　人（％）

组别
口轮匝肌（ｎ＝３０）
＋ －

咬肌（ｎ＝３０）
＋ －

颧肌（ｎ＝３０）
＋ －

提上唇肌（ｎ＝３０）
＋ －

额肌（ｎ＝３０）
＋ －

右合谷 １１（２３３３） １９（７６６７） ２（１６６７） ２８（８３３３） ３（３３３） ２７（９６６７） ０（１０００） ３０（９０００） ０（１３３３） ３０（８６６７）
右后溪 １０（１３３３） ２０（８６６７） ７（２０００） ２３（８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３０（９３３３） ３（６６７） ２７（９３３３） ０（０） ３０（１００）
χ２ ００７３ ３２６８ １４０４ １４０４ －
Ｐ ０７８７ ００７１ ０２３６ ０２３６ －

表７　左合谷穴对左面部肌电反应的影响

组别 例数 阳性人数 阴性人数 阳性率％

口轮匝肌 ３０ １２ １８ ４０００
咬肌 ３０ １７ １３ ５６６７
颧肌 ３０ ４ ２６ １３３３

提上唇肌 ３０ １ ２９ ３３３
额肌 ３０ ３ ２７ １０００

表８　右合谷穴对左面部肌电反应的影响

组别 例数 阳性人数 阴性人数 阳性率％

口轮匝肌 ３０ ５ ２５ １６６７
咬肌 ３０ ４ ２６ １３３３
颧肌 ３０ ６ ２４ ２０００

提上唇肌 ３０ １ ２９ ３３３
额肌 ３０ ５ ２５ １６６７

表９　左后溪穴对左面部肌电反应的影响

组别 例数 阳性人数 阴性人数 阳性率％

口轮匝肌 ３０ １０ ２０ ３３３３
咬肌 ３０ ８ ２２ ２６６７
颧肌 ３０ ７ ２３ ２３３３

提上唇肌 ３０ １ ２９ ３３３
额肌 ３０ ４ ２６ １３３３

表１０　右后溪穴对左面部肌电反应的影响

组别 例数 阳性人数 阴性人数 阳性率％

口轮匝肌 ３０ ７ ２３ ２３３３
咬肌 ３０ １５ １５ ５０００
颧肌 ３０ ９ ２１ ３０００

提上唇肌 ３０ １ ２９ ３３３
额肌 ３０ ６ ２４ ２０００

（Ｐ＞００５），说明合谷穴与对侧面口部有联系，即对侧
合谷－面口部相关。

２２２　针刺６５～７５岁健康老年志愿者后溪穴，面口
部肌电反应　见表９、表１０。由表９可见，针刺左后溪
穴，记录同侧面部各部位肌电反应，肌电反应主要出现

口轮匝肌、咬肌、颧肌。经统计学分析，口轮匝肌组、咬

肌组与提上唇肌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其余各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相
对于提上唇肌，后溪穴与同侧口轮匝肌、咬肌间联系更

密切。由表１０可见，针刺右后溪穴记录对侧面部各部
位肌电反应，肌电反应主要出现咬肌、颧肌、口轮匝肌。

经统计学分析，咬肌肌电与口轮匝肌、提上唇肌及额肌

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颧肌肌电与提上唇
肌肌电比较亦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各组间
比较则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后溪与对侧
咬肌、颧肌密切相关。

２２３　针刺６５～７５岁健康老年志愿者合谷、后溪穴，
面口部肌电反应比较　见表１１、表１２。表１１见，对于
左侧口轮匝肌、颧肌、提上唇肌、额肌部位，左侧合谷与

后溪穴对其肌电的影响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说明合谷及后溪穴与同侧口轮匝肌、颧肌、提
上唇肌、额肌之间的联系无差异。对于左侧咬肌，左侧

合谷穴与后溪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
后溪穴与同侧咬肌之间的联系较合谷穴密切。表１２
见，对于左侧口轮匝肌、颧肌、提上唇肌、额肌部位，右

侧合谷与后溪穴对其肌电的影响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说明合谷及后溪穴与对侧口轮匝肌、颧
肌、提上唇肌、额肌之间的联系无差异。对于左侧咬

肌，右侧合谷穴与后溪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说明后溪穴与对侧咬肌之间的联系较合谷穴
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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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针刺左合谷、后溪穴对左面部肌电的影响　人（％）

组别
口轮匝肌（ｎ＝３０）
＋ －

咬肌（ｎ＝３０）
＋ －

颧肌（ｎ＝３０）
＋ －

提上唇肌（ｎ＝３０）
＋ －

额肌（ｎ＝３０）
＋ －

左合谷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８（６０００） １７（５６６７） １３（４３３３） ４（１３３３） ２６（８６６７） １（３３３） ２９（９６６７） ３（１０００） ２７（９０００）
左后溪 １０（３３３３） ２０（６６６７） ８（２６６７） ２２（７３３３） ７（２３３３） ２３（７６６７） １（３３３） ２９（９６６７） ４（１３３３） ２６（８６６７）
χ２ ０２８７ ５５５４ １００２ ０ ０１６２
Ｐ ０５９２ ００１８ ０３１７ １００ ０６８８

表１２　针刺右合谷、后溪穴对左面部肌电的影响　人（％）

组别
口轮匝肌（ｎ＝３０）
＋ －

咬肌（ｎ＝３０）
＋ －

颧肌（ｎ＝３０）
＋ －

提上唇肌（ｎ＝３０）
＋ －

额肌（ｎ＝３０）
＋ －

右合谷 ５（１６６７） ２５（８３３３） ４（１３３３） ２６（８６６７） ６（２０００） ２４（８０００） １（３３３） ２９（９６６７） ５（１６６７） ２５（８３３３）
右后溪 ７（２３３３） ２３（７６６７） １５（５０００） １５（５０００） ９（３０００） ２１（７０００） １（３３３） ２９（９６６７） ６（２０００） ２４（８０００）
χ２ ０４１７ ９３２０ ０８００ ０ ０１１１
Ｐ ０５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３７１ １００ ０７３９

２３　按压２～６个月月龄健康婴儿志愿者合谷及后溪
穴，面口部肌电反应　观察２～６个月月龄的婴儿３０
人，分别按压左右合谷及后溪穴均引起婴儿面部运动，

面部肌电的出现率为 １００％。面部运动均由口周引
起，可牵涉至咬肌、颧肌、额肌部位，甚至整个面部，表

现为努嘴、吸吮、鼻翼煽动、睁眼等动作。

３　讨论
经脉“体表－体表”之间的联系，目前国内外还少

见有研究报道，基于“面口合谷收”经典理论，借助肌

电信号进行面部多部位多肌群客观检测与评价经脉

“体表 －体表”之间是否存在特异性联系的国内外尚
未见到相关报道。

本研究观察２０～３０岁健康成年志愿者，共６００个
部位，其中７０个部位出现肌电反应，阳性率最高的部
位为针刺右侧合谷穴后，左侧口轮匝肌的肌电反应，为

３６６７％；观察６５～７５岁年龄段健康老年志愿者，共
６００个部位，其中１２６个部位出现肌电变化，阳性率最
高的部位为针刺左侧合谷穴后，左侧咬肌的肌电反应，

为５０００％；观察２～６个月月龄的婴儿３０人，分别按
压左右合谷穴均引起婴儿面部运动，面部肌电的出现

率为１００％。
研究还初步证实了这种“面口－合谷”“体表 －体

表”之间的特异性联系，存在与年龄相关的变化趋势。

按压婴儿左右合谷及后溪穴引出１００％，面部肌电反
应；Ｐｅｄｒｏｓｏ和Ｒｏｔｔａ两位学者也报道了，按摩小儿的手
掌时可引起婴儿约每秒钟１次的口腔运动反应［１］。２０
～３０岁年龄段的健康成年人群中，肌电反应率逐渐降
低；６５～７５岁年龄段的健康老年人的肌电阳性率较成
年人明显升高。提示“体表 －体表”间的特异性联系
规律与年龄因素密切相关，即“面口 －合谷”间的特异

性联系与神经系统的发育、成熟、衰老状态有关。

我们的研究证实合谷穴与面口部存在特异性的联

系，虽然还不能证实“面口 －合谷”的联系现象是一种
普遍现象，但以肌电反应为客观检测指标验证了在一

定人群中存在这种“体表 －体表”之间的特异性联系。
有资料也报道，针刺或按压合谷穴区时，９０％以上的新
生儿和５０％左右的健康人面部肌肉的反应可用肌电
图仪记录到，但不能用肉眼察觉［２－３］。

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说明分别来自合谷穴区和同

侧口面部的感觉传入信息可在感觉神经系统的第二级

传入（脊髓背角）、第三级传入（丘脑）和大脑感觉皮层

同一区域、甚至在同一神经元上发生传入信息会聚和

相互影响。

例如，有报道［４］在猴颈部脊髓背角第１～３节段记
录到一些分别对同侧手腕背外侧面、合谷穴区以及同

侧头面颈部刺激发生共同反应的感觉传入会聚神经

元，提示在脊髓水平存在合谷穴区与头面部神经传入

信息的汇聚和整合。Ｒｏｓｅ等［５］在丘脑水平的同一区

域，用粗电极同时记录到来自猴前肢手腕部合谷穴区

和同侧头面及口部刺激发生神经传入的激活反应。

Ｐａｄｂｅｒｇ等［６］发现在丘脑前核和腹后内侧核，位于合谷

穴区或面口部的感受野神经元常毗邻而居，而有些神

经元的外周感受野则同时位于合谷穴区和口周部。

Ｌｕｎｄ等［７］发现感受野在合谷穴区的神经元与感受野

在下颌和面颊的神经元紧密相邻。

可见，无论在脊髓、丘脑，还是大脑皮层，拇指外侧

合谷穴区与面口部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可能是

“面口合谷收”，经脉“体表－体表”间联系的相关解剖
学基础。

（下接第１５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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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杨慎峭，陈婷，周奇志，等．电针合谷穴对正常人面口部痛阈影响的

研究［Ｊ］．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４，３２（７）：１５８２－１５８４．

［７］李世民．肌电测量技术的应用［Ｊ］．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６，４１（１０）：１４９

－１５１．

［８］欧阳静，程如，张晓盨．经络实质假说的研究进展［Ｊ］．江苏中医药，

２０１４，４６（１０）：７７－７９．

［９］李春日，谷忠悦．针刺“曲池”穴循经感传的循经表面肌电变化研究

［Ｊ］．重庆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９（８）：１１２８－１１３０．

［１０］陈婷，蔡定均，周奇志，等．生理状态下针刺“合谷”穴区对恒河猴面

口部肌电活动的影响［Ｊ］．中国针灸，２０１３，３３（３）：２４１－２４６．

［１１］周奇志，蔡定均，陈婷，等．穴位局部麻醉状态下针刺合谷穴区对恒

河猴面口部肌电的影响［Ｊ］．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１（２）：

２２７－２３３．

［１２］周奇志，刘旭光，蔡定均，等．正常人α唾液淀粉酶活性昼夜变动及

择时电针的效应［Ｊ］．辽宁中医杂志，２００８，３５（３）：３２１－３２２．

［１３］上海中医学院正常人体学教研组．针麻的中医辨证分型及针刺对

体液成分影响的研究［Ｊ］．针刺研究，１９７７（４）：２８－３７，７０．

［１４］华一利，冯群先，刘道鸣，等．针刺足三里及三阴交对睡液淀粉酶活

性变化的观察［Ｊ］．南京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５（１）：４４－４６．

［１５］程兴群，邓盟，徐欣，等．唾液和唾液组学与疾病早期诊断［Ｊ］．国际

口腔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４１（２）：２１３－２１９．

［１６］Ｏｚｍｅｒｉｃ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ｐｅｒｉｏｄｏｎｔ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ａｒｋｅｒｓ［Ｊ］．ＣｌｉｎＣｈｉｍＡｃ

ｔａ，２００４，３４３（１－２）：１－１６．

［１７］Ｇａｌｌｏｄ，ＧｅｏｒｇｅＪＲ，ＦｉｔｃｈｅｎＪＨ，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ｉｎｇｏｒ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ｌｔｒａｎｓｕｄａｔｅｆｏｒＨＩＶ１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ｔｅｓ

ｔｉｎｇ［Ｊ］．Ｊａｍａ，１９９７，２７７（３）：２５４－２５８．

［１８］ＴａｂａｋＬＡ．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ｓａｌｉｖａｒ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Ｊ］．ＪｄｅｎｔＥｄｕｃ，２００１，６５：１３３５－１３３９．

［１９］杨慎峭，陈婷，周奇志，等．电针合谷穴对正常人唾液腺分泌功能影

响的研究［Ｊ］．中国康复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９（７）：６７７－６７８．

［２０］ＳｕｎＲ，ＹａｎｇＹ，ＬｉＺ，ｅｔ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ｍｉｃｓ：ａｎｅ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Ｊ］．Ｅｖ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ｍｅｄ，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５６８４２９．Ｅｐｕｂ２０１４Ｊａｎ２．

［２１］ＺｅｎｇＦ，ＱｉｎＷ，ＭａＴ，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ｃｅｒｅ

ｂｒ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ｙｓｐｅｐｓｉ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ｅｆ

ｆｉｃａｃｙ［Ｊ］．Ａｍ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２，１０７（８）：１２３６－１２４７．

［２２］ＬａｎＬ，ＷｕＦ，ＺｅｎｇＦ，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ｆＭＲ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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