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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的选穴规律分析

石云舟　王富春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１３０１１７）

摘要　目的：通过检索国内外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的临床研究，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其选穴规律。方法：采用计
算机检索，计算机检索范围为ＰｕｂＭｅｄ（１９８０—２０１５１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１９７９—２０１５１１）、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１９８３—２０１５１１）、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ＶＩＰ，１９８９—２０１５１１）中符合针灸或针灸结合其他疗法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相关
文献。通过检索及梳理，得到相关文献３０篇。结果：分析发现，在腧穴选择上多选取具有调理脾胃功效的特定穴，内关、
足三里、中脘等是最常用腧穴；在选穴所属经脉上主要集中于任脉、手厥阴心包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在选穴所

在部位上主要集中在胸腹部、下肢部以及上肢部内关穴。结论：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选穴有着局部选穴、循经选穴、

特定穴选穴、辨证选穴的特点，据此，可为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临床选穴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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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早期出现恶心呕吐，头晕倦怠，甚至是食入
即吐者，称为“恶阻”［１］，也称为“子病”“病儿”“阻

病”，其主要病因为胃失和降，冲气上逆所致，归属于

西医的妊娠剧吐范畴，其主要表现为以恶心呕吐频

繁为主要症状的一组症候群。近年来，针灸治疗妊

娠性恶心呕吐以其疗效显著［２］，经济易行，对胎儿无

不良影响，安全，无任何不良反应等优势，正越来越

被患者所接受。本研究通过现代临床文献对针灸治

疗妊娠性恶心呕吐的梳理，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

其选穴规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采用计算机检索，计算机检索范围为

ＰｕｂＭｅｄ（１９８０—２０１５１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ＣＮＫＩ，１９７９—２０１５１１）、万 方 数 据 资 源 系 统
（１９８３—２０１５１１）、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ＶＩＰ，
１９８９—２０１５１１）中符合针灸或针灸结合其他疗法治
疗妊娠性恶心呕吐相关文献。检索目标限定为符合

针灸或针灸结合其他疗法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的现

代文献，语种限制为中文和英文。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文献检索策略　分别以“针灸、针、灸、电针”
等针灸治疗方法为主题词和自由检索词，以“ＯＲ”相
连；根据疾病名称分别进行主题词检索和自由词检

索。英文医学主题词参照美国国立医学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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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ＳＨ）中译本、《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以
“ＯＲ”相连，英文疾病检索词限定为“ｎａｕｓｅａ，ｖｏｍｉ
ｔｉｎｇ，ｅｍｅｓｉｓ，ａｎｔｉｅｍｅｔ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ｔｉｎｅ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ｇｅｎｔｓ”，
中文疾病检索词限定为“呕吐，恶心，作呕，翻胃，反

胃”，英文医学主题词限定为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ｈｙ
ｐｅｒｅｍｅｓｉｓｇｒａｖｉｄａｒｕｍ，中文医学主题词限定为妊娠呕
吐，妊娠恶阻。

１２２　文献纳入标准　临床文献研究中，研究对象
明确为妊娠性恶心呕吐，以腧穴为主要作用点，以针

刺、针灸、电针等体针疗法为主要治疗手段，单独或

结合其他方法治疗。

１２３　文献排除标准　治疗方法是以微针为主，如
皮肤针、皮内针、头针、耳针等为主要治疗方法的文

献；重复发表的文献，保留发表年限最早的１篇；单
纯实验研究的文献。

１２４　数据的规范化　规范文献信息，内容包括作
者、刊名、腧穴名称（取穴个数、腧穴所在部位、腧穴

所属经脉、特定穴情况等）。录入时腧穴用词统一参

考《腧穴名称与定位》［３］。

１２５　数据库的建立　将纳入的文献进行分类整
理后，将相关资料输入到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电子
表格进行保存，建立妊娠性恶心呕吐针灸处方数据

库并运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Ｖ２５）软件［４］进行

分析。

１２６　数据分析　通过运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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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采用的选穴处方录入系统。然后点击相应功能按

钮进行数据分析，包括选穴频次统计、选穴规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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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上述数据库进行检索及梳理，得到针灸

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相关临床文献３０篇［５３４］，下面

分别从选穴运用频次、所属经脉、所在部位、特定穴

应用四方面进行分析，具体信息如下。

２１　选穴运用频次　分析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
吐的临床文献，共涉及全身１０条经脉的３３个腧穴，
应用频次共计１３３次。腧穴按应用频次排序依次为
内关、足三里、中脘、太冲、三阴交、公孙、脾俞、胃俞、

肝俞、上脘、下脘、关元、丰隆等，应用频次超过３次
的腧穴具体信息如下（见表１）。
２２　选穴所属经脉　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的

临床文献中所选用的腧穴，共涉及到１０条经脉，其
中包括９条正经和任脉。按应用频次排序依次为任
脉、手厥阴心包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太

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手阳明大肠经、手

少阴心经、手少阳三焦经。具体每条经脉所选用腧

穴及频次如下（见表２）。

表１　选穴运用频次统计表

序号 腧穴 频次 百分比

１ 内关 ２７ ２０３０％
２ 足三里 １８ １３５３％
３ 中脘 １３ ９７７％
４ 太冲 ８ ６０２％
５ 三阴交 ７ ５２６％
６ 公孙 ５ ３７６％
７ 脾俞 ５ ３７６％
８ 胃俞 ４ ３０１％
９ 肝俞 ４ ３０１％
１０ 上脘 ４ ３０１％
１１ 下脘 ４ ３０１％
１２ 关元 ４ ３０１％
１３ 丰隆 ４ ３０１％
１４ 阴陵泉 ３ ２２６％
１５ 章门 ３ ２２６％

２３　选穴所在部位　对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
的临床文献所选腧穴进行分析发现，针灸治疗妊娠

性恶心呕吐，主要选取胸腹部、下肢部、上肢部以及

背腰部的腧穴。其选用腧穴的部位、频次、选穴个数

及具体情况如下（见表３）。
２４　选穴中特定穴应用　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
吐的临床文献中所选用的腧穴，共涉及到９类特定
穴，按应用频次排序依次为络穴、八脉交会穴、交会

穴、五输穴、下合穴、八会穴、募穴、背俞穴、原穴。具

体特定穴应用及频次如下（见表４）。
３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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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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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

性恶心呕吐虽然并不危及生命，但面对如今西药疗

法所带来的各种不良反应，针灸作为一种自然疗法，

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上有着很大优势。本文通过检

索国内外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的临床文献，利

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其选穴规律。

３１　局部选穴规律　根据选穴所在部位分析统计
显示，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临床选穴重视局部

选穴，胸腹部的腧穴频数百分比达到２６３２％，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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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腧穴频数百分比达到２３４４％。针灸治疗具有明
确的针对性，从《灵枢·经筋》曰：“足太阳之筋，起

于足小指上……其病小指支，跟肿痛，挛，脊反折

……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到《百症

赋》治疗偏头痛取悬颅、颔厌；耳聋取听会、翳风；口

?取颊车、地仓，均体现出以痛为腧，针对病变部位

的选穴原则。现代研究表明腧穴的主治与其所属部

位密切相关［３５］，按病位取穴，刺病之所在，具有良好的

靶点效应［３６］。恶心呕吐病位在胃，属中医“痞满”“呕

吐”等范畴，其主要病因为胃失和降，冲气上逆所致。

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重视病变局部选穴，符合

针灸“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的基本规律。

表２　选穴所属经脉统计表

序号 经络
频次统计

频数 百分比

用穴统计

个数 百分比

选用腧穴

腧穴后面数字表示出现频次

１ 任脉 ３０ ２３４４％ ９ ２７２７％ 中脘１３　上脘４　下脘４　关元４　天突１　巨阙１　鸠尾１　膻中１　建里１
２ 手厥阴心包经 ２７ ２０３０％ １ ３０３％ 内关２７
３ 足阳明胃经 ２６ １９５５％ ５ １５１５％ 足三里１８　关门１　丰隆４　上巨虚２　下巨虚１
４ 足太阳膀胱经 ２０ １５０４％ ８ ２４２４％ 脾俞５　胃俞４　肝俞４　肾俞２　膈俞２　胆俞１　至阴１　大杼１
５ 足太阴脾经 １５ １１２８％ ３ ９０９％ 三阴交７　公孙５　阴陵泉３
６ 足厥阴肝经 １１ ８２７％ ２ ６０６％ 太冲８　章门３
７ 足少阴肾经 ２ １５０％ ２ ６０６％ 照海１　幽门１
８ 手阳明大肠经 １ ０７５％ １ ３０３％ 合谷１
９ 手少阴心经 １ ０７５％ １ ３０３％ 神门１
１０ 手少阳三焦经 １ ０７５％ １ ３０３％ 翳风１

表３　选穴所在部位统计表

序号 部位
频次统计

频数 百分比

用穴统计

个数 百分比

选用腧穴

腧穴后面数字表示出现频次

１ 胸腹部 ３５ ２６３２％ １２ ３６３６％
中脘１３　上脘４　下脘４　关元４　章门３　天突１　巨阙１　鸠尾１　膻中１
建里１　幽门１　关门１

２ 下肢部 ３５ ２６３２％ ６ １８１８％ 足三里１８　三阴交７　丰隆４　阴陵泉３　上巨虚２　下巨虚１
３ 上肢部 ２８ ２１０５％ ２ ６０６％ 内关２７　神门１
４ 腰背部 １９ １４２９％ ７ ２１２１％ 脾俞５　胃俞４　肝俞４　膈俞２　肾俞２　胆俞１　大杼１
５ 足部 １５ １１２８％ ４ １２１２％ 太冲８　公孙５　照海１　至阴１
６ 手部 １ ０７５％ １ ３０３％ 合谷１
７ 头部 １ ０７５％ １ ３０３％ 翳风１

表４　特定穴应用情况统计表

特定穴类型 频次 用穴数　　　　　　　　特定穴

络穴 ３７ ４ 内关２７　公孙５　丰隆４　鸠尾１
八脉交会穴 ３３ ３ 内关２７　公孙５　照海１

交会穴 ３３ ７
中脘１３　三阴交７　下脘４　上脘４　章门３　
幽门１　天突１

五输穴 ３１ ５ 足三里１８　太冲８　阴陵泉３　神门１　至阴１
下合穴 ２１ ３ 足三里１８　上巨虚２　下巨虚１
八会穴 ２０ ５ 中脘１３　章门３　膈俞２　膻中１　大杼１
募穴 １９ ４ 中脘１３　关元４　巨阙１　膻中１
背俞穴 １８ ６ 脾俞５　胃俞４　肝俞４　膈俞２　肾俞２　胆俞１
原穴 １０ ３ 太冲８　合谷１　神门１

３２　循经选穴规律　循经选穴是指根据经脉循行
所过部位的病变、经脉所属脏腑的病变选择相应经

脉上的腧穴进行治疗的方法。根据腧穴所属经脉统

计结果来看，现代临床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选

穴共涉及到１４条经脉中的１０条，其中包括９条正
经和任脉，选取腧穴主要集中于任脉、手厥阴心包

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现代临床研究表

明［３７］：循足阳明经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疗效均显

著优于非循经或循他经针刺治疗。实验亦证实［３８］

针刺胃经、脾经、胆经、肝经和膀胱经经穴对胃溃疡

模型家兔胃黏膜保护作用，胃经组的综合作用最强，

此外依次为脾经＞胆经＞肝经＞膀胱经。针灸临床
上对任脉、手厥阴心包经内关、足阳明胃经所属腧穴

的集中选取，体现了益气和胃，降逆止呕的治疗原

则，符合针灸“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基本规律。

３３　特定穴选穴规律　特定穴往往具有特殊的治
疗作用，是针灸临床常用的选穴方式。根据特定穴

应用应用情况来看，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所选

取的３３个腧穴中，特定穴占 ３０个，占总穴数的
９０９１％。表明临床上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重
视特定穴选穴。从选穴运用频次来看，内关、足三

里、中脘等是最常用腧穴。从特定穴属性来讲，内关

占选穴总穴次的２０３０％，为心包经之络穴、八脉交
会穴，通阴维脉，具有沟通三焦、和调内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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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选取合穴足三里穴，占选穴总穴次的１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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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三里位于下肢部，乃足阳明胃经之合

穴。《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谓其：“胃病者，腹月真

胀，胃脘当心而痛，上支而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

取之三里也”。现代研究［３８］发现内关、足三里对胃

肠功能具有调节作用可能与下丘脑室旁核中存在同

时对胃扩张刺激和针刺刺激起反应的躯体内脏汇聚

神经元有关。杨琦等亦证实［３９］电针足三里穴对大

鼠胃电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机制可能通过激活

ＩＣＣｓ而产生显著电生理活动，通过 ＩＣＣｓ及 ＳＭＣ之
间的缝隙连接蛋白传递达到平滑肌进而调节胃运

动。这一作用的完成，可能是通过 ＩＣＣｓ信号转导
ＭＡＰＫ途径中 ＥＲＫ通路实现的。重视选取募穴—
中脘，占取穴总穴次的９７７％。募穴是脏腑之气输
注于胸腹部的腧穴，与相关脏腑在体内的位置大致

对应。中脘穴属任脉之穴，为胃之募穴，府之会，具

有疏利中焦气机、补中气之功效，亦是“腧穴所在，

主治所在”规律的具体体现。《难经》言其：“腑会中

脘。疏曰：腑病治此。”

３４　辨证选穴规律　辨证选穴，是指根据疾病的证
候特点，分析病因病机而辨证选取腧穴的方法。这

一选穴原则是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理论和和腧穴主治

功能而提出，体现治病求本的原则。《针灸大成》

曰：“能识本经之病，又要认交经正经之理，则针之

功必速矣。”根据选穴应用频次统计结果来看，太

冲、三阴交、公孙、关元、丰隆等腧穴的选取应用，表

明临床上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在遵循中医理论

的基础上，进行了辨证选穴。如肝气犯胃取太冲，脾

虚湿盛取丰隆、公孙等。

４　存在问题与展望
尽管临床文献证实针灸治疗妊娠性恶心呕吐疗

效肯定，然在所有国内临床文献中，只有１篇文献设
有对照组，其余文献无对照组，且疗效评价标准亦不

统一。此外，文献还普遍存在样本小，病例数少，缺

乏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并缺少远期疗效

观察，文献证据等级低，无法对其进行客观比较和评

价，文献的说服力易受到质疑。而国外文献尽管均

为对照研究，但多是对相关腧穴治疗妊娠性恶心呕

吐的有效性研究，缺乏辨证论治。随着对妊娠性恶

心呕吐基础和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建立更为

有效，规范化的针灸治疗方案，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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