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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针灸文献治疗腹痛的同功穴规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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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运用数据挖掘技术，总结分析现代针灸文献中治疗腹痛“同功穴”的选用规律。方法：采用计算机检索的方
式，对１９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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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痛的相关文
献进行检索及整理，得到相关文献５０篇。结果：通过分析得出，现代文献针灸治疗腹痛“同功穴”主要为足三里、天枢、内
关和中脘等；“同功穴”所属经脉主要为足阳明胃经和任脉；“同功穴”所在部位主要是下肢部和胸腹部；“同功穴”的特定

穴类别选用主要是五输穴和募穴。结论：针灸治疗腹痛，主要选取主治作用相同或者相近的腧穴，即同功穴为主，使腧穴

配伍产生协同增效的作用，起到增强针灸治疗腹痛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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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痛［１］，是指胃脘以下，耻骨毛际以上部位发生

的疼痛。本症多因感受外邪、饮食不节、情志不畅、

劳倦体虚等导致。《黄帝内经》称之为“环脐而痛”。

《伤寒论》《金匮要略》称其为“绕脐病”。《张氏医

通》等书则称为“当脐痛”。根据中医病因病机，大

致可分为寒邪内阻、饮食积滞、肝郁气滞、中虚脏寒

和瘀血内停五大类。腹痛常见于多种脏腑疾病，针

灸治疗腹痛疗效显著，镇痛效果良好，不良反应较

小，容易被患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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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收集针灸治疗腹痛的临床研究文献，运用数据挖

掘技术对针灸治疗腹痛的同功穴选用规律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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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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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
痛的相关文献。剔除重复发表的文献，检索纳入５０
篇文献［３５２］。

１２　检索策略　采用计算机检索，以“腹痛”“绕脐
痛”“腹疼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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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用临床研究文献，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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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为腹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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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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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腹
痛针灸处方数据库并进行分析，运用“中医传承辅助

系统”（Ｖ２５）软件［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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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篇，选用腧穴６３个，其中十四经腧穴５８个，经外奇
穴４个，自定义穴１个。针灸治疗腹痛所选６３个腧
穴的应用频次为３０６次，平均４８６穴次。具体信息
见表１。

表１　选穴运用频次分析统计表

腧穴名称 出现频次

足三里 ４６
天枢 ２６
内关、中脘 ２５
合谷 １８
三阴交 １６
关元、气海 ８
阳陵泉 ６
夹脊穴、丘墟、上巨虚、太冲、中极 ５
胆俞、公孙、期门、神阙、外关、胃俞、下巨虚、支沟 ４
大横、大椎、胆囊穴、肝俞、归来、阑尾穴、肾俞、下脘 ３
次

!

、大肠俞、膈俞、蠡沟、梁门、脾俞、曲池、日月、三焦

俞、上脘、委中、血海、阴陵泉、照海
２

承满、大巨、大陵、丰隆、腹痛穴、行间、脊中、接脊、梁丘、

命门、内庭、膻中、水道、条口、外陵、下
!

、迎香、章门
１

２２　选穴所属经脉分析　所选用的腧穴涉及到十
二条经脉和奇经八脉中的任脉和督脉。对检索出的

５８个经穴，分别按照用穴个数及百分比在十四经的
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具体每条经脉所选用腧穴及频

次见图１。

图１　选穴所在经脉分析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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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个腧穴
的具体位置按这５部分进行统计，具体情况见图２。

图２　选穴所在部位分析统计图

２４　选穴中特定穴应用分析　检索出的 ５８个经
穴，其中特定穴４０个，占６８９７％；特定穴应用总频
次为３６４次（本研究中如果同一个腧穴既是募穴，又
是八会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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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图３　特定穴类别选用分析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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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针灸临床治疗进行研究，

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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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王富春教

授提出的“同功穴”［２］新概念。对腧穴配伍的协同

增效作用进一步进行了诠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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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灸治疗腹痛取穴以足阳明胃经和任脉的腧穴为主。

足阳明胃经“经乳头，向下挟脐旁，入小腹两侧气

冲。”，经脉循行于腹部，所属腧穴可治疗腹痛；任脉

“起于小腹内，向下出会阴部，向上循行于阴毛部，沿

着腹内，向上经过关元等穴”，经脉循行经过腹部，所

属腧穴常可治疗腹痛。统计结果显示，足阳明胃经

选取腧穴频数比例达到 ３１２７％，任脉选取腧穴频
数比例达到１９２４％，这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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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分部取穴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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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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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选穴所在部位分析统计显示，针灸

治疗腹痛临床取穴有着按部位选取的规律，下肢部

的腧穴频数百分比达到 ３６９３％，胸腹部的腧穴频
数百分比达到 ３３０１％，上肢部的腧穴频数百分比
达１７６５％。下肢部的足三里，胸腹部的天枢和中
脘，上肢部的内关选取频数最多，体现出“经络所过，

主治所及”和“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的腧穴分部主

治规律。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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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家针灸治疗腹痛选用６３个
经穴，其中特定穴４０个，占６８９７％，应用总频次为
３６４次。特定穴中应用频次最多的是募穴，共选用８
穴，７２频次；其次为五输穴，选用９穴，６９频次。募
穴是脏腑之气输注于胸腹部的腧穴。十二募穴在胸

腹部的位置，与相关脏腑在体内的位置大致对应。

募穴可治疗相关脏腑证，尤多用于治疗六腑病证，常

与背俞穴配合使用。《脾胃论》中说：“凡治腹之募、

皆为原气不足，从阴引阳，勿误也”。五输穴为临床

常用要穴，为古今医家所重视。五输穴中选用频次

最高的是足三里，其为足阳明胃经的合穴。合穴位

于肘膝关节附近，是经气由此深入，进而会合于脏腑

的部位，合穴常治疗六腑病症。《灵枢·顺气一日分

为四时》曰：“经满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饮食不节得

病者，取之于合。”

综上所述，现代文献针灸治疗腹痛“同功穴”主

要为足三里、天枢、内关和中脘；“同功穴”所属经脉

主要为足阳明胃经和任脉；“同功穴”所在部位主要

是头下肢部、胸腹部和背腰部；“同功穴”的特定穴

类别选用主要是募穴和五输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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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治疗腹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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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痛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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