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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代文献的针灸治疗咽喉肿痛的同功穴规律分析

曹　方　李　铁　哈丽娟　王富春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１３０１１７）

摘要　目的：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现代针灸文献治疗咽喉肿痛的“同功穴”选用规律。方法：采用计算机检索的方式，
对１９５７—２０１５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ＷＦ）和维普数据库中针灸治疗咽喉肿痛的相关
文献进行检索及梳理，得到相关文献７２篇，分析现代针灸治疗咽喉肿痛“同功穴”的选用规律。结果：通过分析发现，现代
文献针灸治疗咽喉肿痛“同功穴”主要为少商和合谷；“同功穴”所属经脉主要为手阳明大肠经、手太阴肺经和足阳明胃

经；“同功穴”所在部位主要是上肢部和头颈部；“同功穴”的特定穴类别选用主要是五输穴和原穴。结论：针灸治疗咽喉

肿痛，选取主治功效相同或相近的“同功穴”，使腧穴配伍产生协同增效作用，可起到增强针灸治疗咽喉肿痛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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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喉肿痛［１］，属于中医“喉痹”“喉痈”“嗌肿”

“喉风”“乳蛾”的范畴，以咽喉部红肿疼痛、吞咽不

适为特征。《诸病源候论》曰：“喉痹者，喉里肿塞痹

通，水浆不得入也。”“脏腑冷热不调，气下哽涩，结

搏于喉间，吞吐不利，或塞，或痛，故言咽喉不利。”多

因风热外袭、肺胃实热、肺肾阴虚所引起。病位在咽

喉，涉及肺、胃、肝、肾等脏腑。咽喉肿痛见于现代医

学的急性扁桃体炎、急性咽炎和单纯性喉炎、扁桃体

周围脓肿及咽后壁脓肿等。针灸对咽喉肿痛有较好

的疗效，但应注意对原发病的配合治疗。

“同功穴”［２］是由导师王富春教授在腧穴配伍

的基础上结合多年临床选穴经验首次提出的一种新

概念，对于针对同一症状选取相同主治作用的腧穴

进行配伍，提高临床疗效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通

过收集针灸治疗咽喉肿痛的临床研究文献，运用数

据挖掘技术进行针灸治疗咽喉肿痛的同功穴选用规

律分析，以期为针灸临床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采用计算机检索的方法，检索
１９５７—２０１５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万方数
据知识服务平台（ＷＦ）和维普数据库中针灸治疗咽
喉肿痛的相关文献。剔除重复发表的文献，检索纳

入７２篇文献［３５０］。

１２　检索策略　采用计算机检索，以“喉痹”“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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痈”“嗌肿”“喉风”“乳蛾”“急性扁桃体炎”“急性咽

炎”“单纯性喉炎”“扁桃体周围脓肿”“咽后壁脓肿”

“咽痛”和“咽喉肿痛”为主要检索词，分别与“针灸”

“针刺”组合，检索ＣＮＫＩ、ＷＦ和维普数据库。
１３　文献纳入标准　临床研究文献，研究对象明确
为咽喉肿痛，以腧穴为主要作用点，以针刺、针灸和

电针等针灸疗法为主要治疗手段，单独或结合其他

方法治疗的文献。

１４　文献排除标准　治疗方法不是以针刺、电针为
主，如激光针、皮肤针、皮内针、穴位注射和穴位埋线

等为主要治疗方法的文献；重复发表的文献，保留发

表年限最近的１篇；单纯实验研究的文献。
１５　数据的规范及数据库的建立
１５１　数据的规范化　规范文献信息，内容包括作
者、刊名和腧穴名称（取穴个数、腧穴所在部位、腧穴

所属经脉和特定穴情况等）。录入时腧穴用词统一

参考《腧穴名称与定位》［５１］。

１５２　数据库的建立　将纳入的文献进行分类整
理后，将相关资料输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建立咽
喉肿痛针灸处方数据库，运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

（Ｖ２５）软件［５２］进行分析。

１６　数据分析　通过运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和
“中医传承辅助系统”中“数据分析”模块中“方剂分

析”功能，利用系统“数据查询”功能，将纳入的文献

采用的取穴处方录入系统。然后点击相应功能按钮

进行数据分析，包括取穴频次统计、取穴规律分析

等。统计分析方法为该软件自带的挖掘算法，包括

改进的互信息法、复杂系统熵聚类，无监督的熵层次

聚类。

２　结果
２１　选穴运用频次分析　本研究共纳入文献 ７２
篇，选用腧穴５９个，其中十四经腧穴４５个，经外奇
穴４个，自定义穴９个，阿是穴１个。针灸治疗咽喉
肿痛所选５９个腧穴的应用频次为２５７次，平均４３６
穴次。具体信息见表１。
２２　选穴所属经脉分析　所选用的腧穴涉及到十
条经脉和奇经八脉中的任脉和督脉。对检索出的

４５个经穴，分别按照用穴个数和频次统计其在十二
经的分布情况，具体每条经脉所选用腧穴及频次见

表２。
２３　选穴所在部位分析　把人体分为头颈部、胸腹
部、腰背部、上肢部、下肢部５个部分，将５９个腧穴
的具体位置按这５部分进行统计，其选用腧穴的部
位、频次、选穴个数及具体情况见表３。

２４　选穴中特定穴应用分析　检索出的 ４５个经
穴，其中特定穴２３个，占５１１１％；特定穴应用总频
次为１６８次（本研究中如果同一个腧穴既是络穴，又
是八脉交会穴，则将其出现的频次记为２次）特定穴
类别选用情况具体信息见表４。

表１　选穴运用频次分析统计表

腧穴名称 出现频次

少商 ３６
合谷 ３５
商阳、曲池 １４
天突 １３
内庭 ９
颊车 ８
鱼际、大椎、尺泽、扁桃体穴 ７
人迎 ６
照海、太溪、廉泉、耳尖、阿是穴 ５
天柱、列缺 ４
翳风、手三里、关冲、扶突、风池 ３
足三里、中冲、通里、天鼎、水突、内关、大迎、复溜、丰隆、

耳轮三穴、耳背静脉
２

涌泉、液门、哑门、温溜、太阳、天容、太冲、神门、身柱、气

舍、灵台、厉兑、筋缩、肩
#

、肩井、间使、郗上穴、下颌角

前、芳定穴、蛾根、耳根、耳后紫筋、耳轮穴、颈夹脊穴

１

３　讨论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针灸临床治疗进行研究，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和挑战性。现代文献中的大量数

据为挖掘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而复杂的症

状间的关系和腧穴配伍间的变化为研究提出了挑

战。导师王富春教授提出的“同功穴”［２］新概念，即为

针对某一症状，具有相同主治作用的一类腧穴。对腧

穴配伍的协同增效作用进行了进一步诠释，可对针灸

处方的选择以及临床疗效的提高起到指导作用。

３１　循经取穴规律　本研究结果显示，现代医家针
灸治疗咽喉肿痛取穴以手阳明大肠经、手太阴肺经

和足阳明胃经的腧穴为主。手阳明大肠经“是主津

所生病者，目黄，口干，鼽衄，喉痹，肩前痛，大指次

指痛不用”，主治“咽喉肿痛”；手太阴肺经“手太阴

之正，别入渊腋少阴之前，入走肺，散之大肠，上出缺

盆，循喉咙，复合阳明”，经别循行于喉咙所在部位；

足阳明胃经“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

缺盆，下膈，属胃，络脾”，经脉循行于喉咙所在部位，

所属腧穴可治疗咽喉肿痛。统计结果显示，手阳明

大肠经选取腧穴频数比例达到 ３２１６％，手太阴肺
经选取腧穴频数比例达到 ２３７９％，足阳明胃经选
取腧穴频数比例达到１４５４％，这３条经脉的腧穴选
取频数最多，体现了“经络所过，主治所及”的分经

主治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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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选穴所属经脉分析统计表

经脉
频次统计

频数 百分比

用穴统计

个数 百分比
腧穴及频次

手阳明大肠经 ７３ ３２１６％ ８ １７７８％ 合谷（３５），商阳（１４），曲池（１４），手三里（３），扶突（３），天鼎（２），温溜（１），肩
#

（１）
手太阴肺经 ５４ ２３７９％ ４ ８８９％ 少商（３６），鱼际（７），尺泽（７），列缺（４）
足阳明胃经 ３３ １４５４％ ９ ２０００％ 内庭（９），颊车（８），人迎（６），足三里（２），水突（２），丰隆（２），大迎（２），气舍（１），厉兑（１）
任脉 １８ ７９３％ ２ ４４４％ 天突（１３），廉泉（５）

足少阴肾经 １３ ５７３％ ４ ８８９％ 照海（５），太溪（５），复溜（２），涌泉（１）
督脉 １１ ４８５％ ５ １１１１％ 大椎（７），哑门（１），身柱（１），灵台（１），筋缩（１）

足少阳胆经 ８ ３５２％ ３ ６６７％ 天柱（４），风池（３），肩井（１）
手少阳三焦经 ７ ３０８％ ３ ６６７％ 翳风（３），关冲（３），液门（１）
手厥阴心包经 ５ ２２０％ ３ ６６７％ 中冲（２），内关（２），间使（１）
手少阴心经 ３ １３２％ ２ ４４４％ 通里（２），神门（１）
足厥阴肝经 １ ０４４％ １ ２２２％ 太冲（１）
手太阳小肠经 １ ０４４％ １ ２２２％ 天容（１）

表３　选穴所在部位分析统计表

部位
频次统计

频数 百分比

用穴统计

个数 百分比
腧穴及频次

上肢部 １３６ ５２９２％ １９ ３２２０％
少商（３６），合谷（３６），商阳（１４），曲池（１４），鱼际（７），尺泽（７），列缺（４），手三里（３），关
冲（３），通里（２），中冲（２），内关（２），神门（１），间使（１），液门（１），肩井（１），温溜（１），肩
#

（１），郗上穴（１）

头颈部 ７６ ２９５７％ ２６ ４４０７％

颊车（８），大椎（７），扁桃体穴（７），人迎（６），廉泉（５），耳尖（５），阿是穴（５），天柱（４），风
池（３），扶突（３），翳风（３），水突（２），大迎（２），天鼎（２），耳轮三穴（２），耳背静脉（２），蛾
根（１），天容（１），气舍（１），太阳（１），颈夹脊穴（１），哑门（１），下颌角前（１），耳轮穴（１），
耳后紫筋（１），耳根（１）

下肢部 ２８ １０８９％ ９ １５２５％ 内庭（９），照海（５），太溪（５），足三里（２），复溜（２），丰隆（２），厉兑（１），涌泉（１），太冲（１）
胸腹部 １３ ５０６％ １ １６９％ 天突（１３）
背腰部 ４ １５６％ ４ ６７８％ 身柱（１），灵台（１），筋缩（１），芳定穴（１）

表４　特定穴类别选用分析统计表

特定穴 频次 穴数 腧穴及频次

五输穴 １０７ １７
少商（３６），商阳（１４），曲池（１４），内庭（９），鱼际（７），尺泽（７），太溪（５），关冲（３），中冲（２），足三里（２），复溜
（２），间使（１），神门（１），厉兑（１），涌泉（１），液门（１），太冲（１）

原穴 ４２ ４ 合谷（３５），太溪（５），神门（１），太冲（１）
络穴 １０ ４ 列缺（４），通里（２），内关（２），丰隆（２）

八脉交会穴 ６ ２ 列缺（４），内关（２）
下合穴 ２ １ 足三里（２）
郄穴 １ １ 温溜（１）

３２　分部取穴规律　邻近作用是腧穴的治疗作用
之一，也即腧穴能治疗其所在部位及临近部位的病

证；远道作用，这是经穴，尤其是十二经脉在四肢肘、

膝关节以下的腧穴能治本经循行所到达的远隔部位

的病症。根据选穴所在部位分析统计显示，针灸治

疗咽喉肿痛临床取穴有着按部位选取的规律，上肢

部的腧穴频数百分比达５２９２％，头颈部的腧穴频
数百分比达到２９５７％，下肢部的腧穴频数百分比
达到１０８９％。上肢部的少商、合谷和商阳，头颈部
的颊车、大椎和扁桃体穴，下肢部的内庭选取频数分

别较多，体现出“腧穴所在，主治所在”和“经络所

过，主治所及”的腧穴分部主治规律。

３３　辨证取穴规律　临床上针灸治疗疾病常根据
疾病的证候特点，分析病因病机而辨证选取腧穴，体

现了治病求本的原则。咽喉肿痛病位在咽喉，临床

辨证大致可分为风热壅肺、胃火痰盛和阴虚火旺，可

因风热火毒侵袭咽喉，肺胃积热循经上扰，风火热毒

蕴结于咽喉，体虚、劳累、久病而致肺肾两虚，虚火上

炎，灼于喉部所致。根据选穴所属经脉分析统计结

果，１０条正经和奇经八脉中的任脉和督脉所属腧穴
均有选用，特别是属于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手太阴

肺经的少商，足阳明胃经的内庭，足少阴肾经的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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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相对较多，表明现代医家针灸治疗咽喉肿痛是

在遵循中医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咽喉肿痛的病因病

机进行辨证选穴。

３４　特定穴取穴规律　特定穴是有着特定的称谓，
具有特殊治疗作用的腧穴，在临床中极为常用，具有

主治规律强，运用范围广的特点。

本研究显示，现代医家针灸治疗咽喉肿痛选用

５９个经穴，其中特定穴２３个，占５１１１％，应用总频
次为１６８次。特定穴中应用最多的是五输穴，共选
用１７穴，１０７频次；其次为原穴，选用４穴，４２频次。
五输穴为临床常用要穴，为古今医家所重视。从选

穴运用频次分析结果可见，五输穴中选用频次较高

的少商为手太阴肺经的井穴，主治咽喉肿痛；商阳为

手阳明大肠经的井穴，可主治咽喉肿痛；曲池为手阳

明大肠经的合穴，亦可主治咽喉肿痛。原穴为十二

经脉在腕、踝关节附近的腧穴，是脏腑原气留止的部

位，《灵枢经·九针十二原》说：“五脏有疾，当取之

十二原”。针刺原穴能使三焦原气通达，发挥维护

正气的作用。合谷为手阳明大肠经的原穴，选用频

次较高，体现出原穴有调整其脏腑经络虚实各证的

功能。

综上所述，现代文献针灸治疗咽喉肿痛“同功

穴”主要为少商和合谷；“同功穴”所属经脉主要为

手阳明大肠经、手太阴肺经和足阳明胃经；“同功

穴”所在部位主要是上肢部和头颈部；“同功穴”的

特定穴类别选用主要是五输穴和原穴。“同功穴”

是腧穴配伍的基本要素，而腧穴配伍是针灸处方的

基础。针灸治疗咽喉肿痛，应在中医整体观念、辨证

论治原则指导下，将辨证选穴与对症选穴有机结合

起来，选取主治功效相同或相近的“同功穴”，使腧

穴配伍产生协同增效作用，可起到增强针灸治疗咽

喉肿痛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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