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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的针灸诊疗模式对更年期综合征患者经络状态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对照评价者盲的研究方法，
将１２５例患者随机纳入治疗组６３例和对照组６２例，分别采用王居易经络诊察法的治疗模式与普通针法组比较观察治疗
前后经络异常分布的情况。结果：治疗前２组患者除了太阳经脉外，其余五经脉均有高比例的异常，以太阴、厥阴两条经
脉为最著，２组之间构成比未见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异常经脉逐渐减少，而对照组未见明显变化且有逐
渐增加的趋势，统计学分析太阳、少阳、厥阴经脉２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脉与症状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太阳经
脉与腰酸痛、乏力症状相关显著，有统计学意义；厥阴经脉与记忆力减退、抑郁头晕目眩症状相关显著，有统计学意义。结

论：王居易经络诊察模式对于异常经脉的改善优于常规针刺取穴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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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年期综合征是每一个妇女一生中必须经历的
生理阶段，大约有８５％ ～９０％的围绝经期妇女主诉
有症状表现，一般持续１～５年，１０％ ～２０％的妇女
甚至可以持续终身。围绝经期综合征的治疗至今仍

为世界性医学专题，是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大量报道针灸对该证治疗有效［１］，我们课题组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得到西城区科委的资助进行了随机
对照观察不同针灸诊疗模式对更年期综合征患者经

络状态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比较　经统计学分析，２组的年龄情
况的均数比较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２２；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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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珋ｘ±ｓ）

分组（例） 最大 最小
年龄

（岁）

已绝经

（人次）

月经紊乱

（人次）

治疗组（６３） ６０ ４４ ５２５４±３８１ １５ ５７
对照组（６２） ６０ ４１ ５１２３±７８８ ２２ ５７

１２　纳入、排除标准、剔除、脱落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１９９７版中围绝经期综合征的诊断标准。１）年龄
４１～６５岁。２）出现烘热汗出、烦躁易怒、心悸失眠、
胸闷头痛、情志异常、记忆力减退、血压波动、腰腿酸

痛等。３）中医辨证参考《针灸治疗学》第七版中更
年期综合征的标准［２］：ａ心肾不交：心悸怔忡，失眠
多梦，潮热汗出，五心烦热，情绪不稳，易喜易忧，腰

膝酸软，头晕耳鸣，舌红、少苔，脉沉细而数；ｂ肝肾
阴虚：头晕目眩，心烦易怒，潮热汗出，五心烦热，胸

闷胁胀，腰膝酸软，口干舌燥，尿少，便秘，舌红、少

苔，脉沉弦细；ｃ脾肾阳虚：头晕脑胀，忧郁善忘，脘
腹满闷，嗳气吞酸，呕恶食少，神疲倦怠，腰酸肢冷，

肢体水肿，大便稀溏，舌胖大、苔白滑，脉沉细弱；ｄ
自愿受试，定期复诊。

１２２　排除标准　年龄在４１岁以下或６５岁以上；
合并有肝肾、心脑血管和造血障碍等原发性疾病，精

神病患者；双侧卵巢切除，卵巢肿瘤和卵巢功能早衰

者；原发性高血压，原发性低血压及慢性贫血者；近

三月内使用过性激素类药物的患者。

１２３　剔除标准　未完成治疗的患者。
１２４　脱落标准　依从性差，未坚持做完治疗者；
试验中自行退出者。

１３　试验设计　１）采用随机对照评价者盲的方法，
以来我院诊治的所有对象共１２８人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包产生的随机数字分组，１
为治疗组，２为对照组。２）分配隐藏：由课题负责人
按就诊顺序打开密闭、不透光信封，按信封内的组别

编号分组。３）盲法：针刺治疗操作者均知道患者所
处的组别；患者不能分辨出自己属于治疗组或是对

照组；疗效评价采用盲法评价，不参加治疗，所有患

者均按照方案固定一人进行经络诊察，诊察者不知

道患者所处组别。４）数据管理：用软件 ＥＸＣＥＬ７０
建立数据库，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双份录入，检错后

进行及时更正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真实性。数据

检查完成后，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包下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方法有方差分析，检验样本均数比较用 ｔ
检验，构成比比较用ＲＣ表资料的χ２检验，等级资

料用秩和检验、Ｒｉｄｉｔ分析。显著性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Ｐ值取双侧值。
２　治疗方法
２１　干预方法
２１１　取穴、配穴方法　治疗组：首先通过问诊将
患者的主诉与现病史过去史进行记录，之后应用王

老师经络诊察方法，在手足十二经肘膝一下寻找异

常反应如痛点、结节、空涩感等，找到异常经络，然后

结合症状判断病变经络，再结合患者主诉及症状病

史通过经络思维找到需要调整的经络，选取相应的

穴位。如少阳热盛选取外关、临泣；少阳虚衰选取阳

池、丘墟。对照组：所有经脉均按照此思路调整。根

据《针灸治疗学》［２］第７版中更年期综合征治疗方
法取穴：百会、关元、肾俞、太溪、三阴交，心肾不交加

心俞、神门、劳宫、内关；肝肾阴虚加风池、太冲、涌

泉；脾肾阳虚加气海、脾俞、足三里。

２１２　针刺方法　２组均选用０２５ｍｍ×２５ｍｍ或
０２５ｍｍ×４０ｍｍ针，应用平补平泻手法，每日治疗
１次，５ｄ为１个疗程，疗程间隔２日，治疗８个疗程
后进行评价，３个月后，６个月后随访。２组患者在
治疗前及治疗疗程结束后、３个月后、６个月后节点
进行经络诊察，并详细记录诊察所见异常经络。

２２　观察指标　经络异常观察：根据王居易经络诊
察法得到异常经络，统计异常经络数值。不良反应

指标：针刺后的各种不良反应包括晕针、滞针、断针、

血肿等。

３　结果
３１　经络分布状态比较　可以看出２组患者治疗
前除了太阳经脉外，其余五经脉均有高比例的异常，

以太阴、厥阴两条经脉为最多。χ２＝３４２，Ｐ＝０６４，
２组之间构成比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表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六经经脉异常状态分布

组别 例数 太阳 阳明 少阳 太阴 少阴 厥阴

治疗组 ６３ ２３ ５７ ５４ ６３ ５０ ６３
对照组 ６２ ２３ ３６ ３１ ３８ ３５ ３２
合计 １２５ ４６ ９３ ８５ １０１ ８５ ９５

图１　

３２　治疗前后经络分布状态比较　经过治疗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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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治疗组异常经脉逐渐减少，而对照组未见明显变

化，而且有逐渐增加异常经脉的趋势。通过统计学

分析太阳、少阳、厥阴经脉２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治疗组对异常经脉的改善优于对照组。见表３。

表３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六经经脉异常状态分布比较

例数 太阳 阳明 少阳 太阴 少阴 厥阴

治疗组 ６３ 治疗前 ２３ ５７ ５４ ６３ ５０ ６３
治疗后 ２０ ５４ ４６ ６２ ４９ ５７
３个月后 １５ ５２ ４８ ６２ ４７ ５５
６个月后 １２ ４７ ３９ ６２ ４３ ４４

对照组 ６２ 治疗前 ２３ ３６ ３１ ３８ ３５ ３２
治疗后 ２６ ３９ ３９ ３９ ３６ ３８
３个月后 ３１ ４１ ３７ ３９ ３８ ４０
６个月后 ３４ ４６ ４６ ３９ ４２ ５１
ｕ ２６６ １４９ ２０９ ０１３ １５７ ２７４
Ｐ ０００７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８９ 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３３　患者异常经络分布与症状的相关性　太阳经
脉与腰酸痛、乏力症状相关显著，有统计学意义；厥

阴经脉与记忆力减退、抑郁头晕目眩症状相关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４。
３４　脱落病例及原因　总共有３例脱落病例（占设
计数的２３４％），１例因工作时间问题退出，２例因
为外地患者回家未坚持治疗。其中治疗组２例，对
照组１例。
３５　不良反应　２组患者治疗过程均未出现晕针、
滞针、断针、血肿等不良反应，有７例患者在针刺部
位出现少面积瘀青表现，很快吸收，未见不适反应。

４　讨论
对于应用针灸治疗更年期综合征，很多医家做

了很多探索。如应用体针［２］、耳穴压豆［３］、电针［４］、

腹针［５］等不同针法的治疗；通过各种针法与穴贴

法［６］、拔罐法［７］等结合治疗；以及通过证型辨证取穴

法［８］治疗都取得一定疗效。我们日常临床发现应用

以上方法诊疗患者有时取效有时无效，如何客观的

判断针刺效应？纵观古代现代医家对针灸疗效的判

定均有论述。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言：“刺之

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

天。”如何达到“刺之要”的境界，医者必须能够感知

患者的经络状态，如《灵枢·经脉别论篇》“诊病之

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

《三部九候论篇》“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

而后各切循其脉，视其经络浮沉，以上下逆从循之。”

《灵枢·刺节真邪》曰：“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

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

之”，通过望闻问切的方法诊察人体所患何苦，如何

进行针刺治疗《黄帝内经》已经明示。王居易老师

根据经典理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提出针灸医师诊

疗必须做经络诊察判断患者的经络状态，之后再辨

经选经、选穴治疗疾病的诊疗模式［９］。

我们通过课题研究发现，应用经络诊察治疗更年

期综合征，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异常经络状态，而且

对于太阳经、少阳经、厥阴经的改善有统计学意义，而

普通针法组对于经络状态的改善没有明显疗效。

表４　患者治疗前六经经脉异常分布与症状相关性比较

性欲减退 潮热汗出 烦躁易怒 腰酸痛 乏力 记忆力减退 抑郁 头晕目眩

太阳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１０
显著性（双侧） ０８７ ００７ ０８７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７２ ０４４ ０２４

Ｎ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５ １２６
阳明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９ －００３

显著性（双侧） ０９６ ０４６ ０８０ ０１３ ０７４ ０４８ ０２８ ０６６
Ｎ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２７

少阳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１０
显著性（双侧） ０９０ ０６３ ０４７ ０４３ ０３１ ０７０ ０３２ ０２３

Ｎ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２７
太阴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６

显著性（双侧） ０６９ ０６７ ０７８ ０２０ ０３７ ０７３ ０７５ ０４５
Ｎ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２７

少阴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１
显著性（双侧） ０６０ ０１９ ０９５ ０４７ ０７７ ０５２ ０８１ ０８９

Ｎ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２７
厥阴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２５

显著性（双侧） ０２７ ０５５ ０８６ ０６６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０
Ｎ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２７

　　注：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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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该课题研究也发现对于更年期综合征患
者，六经经络均可见异常，如果按照辨证分型治疗如

肝肾阴虚型加风池、太冲、涌泉，我们通过经络诊察

发现辨证分型为此型的患者也经常伴有其他经脉的

异常，若仅用证型指导针刺治疗会影响疗效；也有人

通过加用症状取穴，如伴有汗多者加肺俞，周身乏力

者加足三里、脾俞［１０］，我们课题研究显示太阳经与

腰酸痛、乏力；厥阴经与抑郁、记忆力下降的相关性

有统计学意义，其他症状未见与六经的直接相关，因

此仅根据症状判断取穴则会让医者陷于主观与盲

目。

通过该课题研究发现更年期综合征患者的经络

异常分布依次为太阴、厥阴、阳明、少阴、少阳、太阳。

《素问·上古天真论》“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

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

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

也。”因此我们认为经络诊察的结果与《黄帝内经》

描述的女人的经脉衰老次序相吻合，实际上人体到

了七七时期六脉均开始不足紊乱，清代叶天士《临

证指南医案·淋带》提出“女子以肝为先天”认为女

人很多疾病与肝的关系，我们经络诊察发现更年期

综合征患者的太阴、厥阴两经异常为首位，因此我们

认为经络诊察可能是学习思考理解应用经典的一个

路径。正如《根结第五》所云“上工平气，中工乱脉，

下工绝气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审五藏变

化之病，五脉之应，经络之实虚，皮之柔?，而后取之

也。”《黄帝内经》时代对于医者的诊疗水平的判断

提示我们只有真正的了解患者的经络状态才能为达

到上工境界做好基础。

本研究结论为经络诊察指导下的辨经、选经、选

穴等治疗更年期综合征对于经络异常的改善优于普

通辨证针刺法，研究结论提示经络诊察的针灸诊疗

模式对于经络异常的调整具有客观性，拓展了针灸

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临床实

用价值和推广前景。

参考文献

［１］侯玉昆，李忠仁．针灸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研究概况［Ｊ］．山东中

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４（４）：３７２－３７４．

［２］詹光宗．体针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征疗效观察［Ｊ］．西南军医，

２００７，９（６）：６５．

［３］李平．耳穴贴压对女性更年期症状及血清内分泌激素的影响

［Ｊ］．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５，９（１５）：１４０－１４１．

［４］周军，秦正玉，李伟莉，等．电针三阴交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临床

观察［Ｊ］．中国针灸，２００６，２６（９）：６１７－６２０．

［５］王升旭，陈静．腹针疗法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临床观察［Ａ］．

首届腹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Ｃ］，２００６：１５９．

［６］侯金风．针刺与穴位贴敷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征６０例［Ｊ］．山东

中医杂志，２００３，２２（８）：４８１－４８２．

［７］南柏红．针刺加循经走罐治疗更年期综合征４０例临床观察［Ｊ］．

黑龙江中医药，２００９，３８（１）：４６－４６．

［８］纪峰．交通心肾针刺法治疗更年期失眠症临床观察［Ｊ］．上海针

灸杂志，２００８，２７（１２）：２１．

［９］周炜．王居易经络诊察法的临床应用体会［Ｊ］．北京中医，２０１０，

２９（１）：１９－２１．

［１０］李丽君，刘丽君．针灸加雌激素联合治疗更年期综合征［Ｊ］．中

华中西医杂志，２００３，４（１２）：１８５１－１８５１．

（２０１４－０８－２５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上接第１０６９页）
［８］魏文广．针刺治疗中风后失语的系统评价［Ｄ］．成都：成都中医

药大学，２０１１．

［９］熊俊．针灸与康复疗法治疗肩手综合征疗效比较的系统评价与

Ｍｅｔａ分析［Ａ］．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循证医学方法在中西医结合

皮肤病临床研究中的应用研讨会论文集［Ｃ］，２０１２：８２－９２．

［１０］彭进，郝凤丹，汤立新，等．推拿结合康复训练治疗中风偏瘫痉

挛状态的疗效观察［Ｊ］．新疆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７（１）：７９－

８１．

［１１］李志宇．针灸推拿联合治疗中风后肩 －手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Ｊ］．中国伤残医学，２０１４（２３）：１６２－１６３．

［１２］张小丽，齐瑞，严隽陶．中风后偏瘫中西医结合优化康复方案的

临床研究［Ｊ］．中国针灸，２０１３，３３（１２）：１１１３－１１１７．

［１３］陈荣钟，陈耀龙，陈淑慧．点穴与临床［Ｍ］．深圳：深圳出版发行

集团海天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８４－１８６．

［１４］ＣｈｅｎＲ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Ｂｒｉｅ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６，１：８０．

［１５］ＣｈｅｎＲ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ｐｏｐｌｅｃｔｉｃｈｅｍｉｐｌｅｇｉａｂ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ｃｕ

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４２ｃａｓ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

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９９７，３：１９８－２０２．

［１６］中华神经科学会，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

点［Ｊ］．中华神经科杂志，１９９６，１２９（６）：３７９－３８０．

［１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

准（试行）［Ｓ］．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１９９６，１９（１）：５５－５６．

（２０１３－１０－１０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３７０１·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５年７月第１０卷第７期


	2015年世界中医药7月第7期 102.pdf
	2015年世界中医药7月第7期 103.pdf
	2015年世界中医药7月第7期 104.pdf
	2015年世界中医药7月第7期 10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