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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通过文献数据挖掘，分析背俞穴在临床中的组方规律，总结背俞穴适应病种及核心
处方，为临床应用提供指导和参考。方法：检索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收录的采用背俞穴治疗的临床文献，
将其穴位处方、疾病种类等信息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进行数据挖掘，分析组方规律。结果：共纳入９２篇文献、８７首穴
位处方，纳入疾病３７种，其中痤疮、抑郁症、失眠最为多见；共涉及１２个背俞穴，脾俞、肾俞、肝俞应用频率最高；支持度个
数设为１７，置信度为０６，得到３０组穴位；相关度设为８，惩罚度设为２，得到核心处方６首；背俞穴的临床治疗方法中，联
合治疗（２９％）与单纯针（２６％）最为常用。结论：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对背俞穴的临床应用数据进行分析，可获得背俞
穴的临床常用疾病、穴位配伍规律、核心处方等信息，可为背俞穴的临床应用提供统计学依据及参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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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俞穴为特定穴，是五脏六腑之气输注于腰背
部的腧穴。背俞穴位于足太阳膀胱经第一侧线上，

左右共十二穴，其位置分布与相应脏腑大致在同一

水平上，可发挥背俞穴的近治作用，以治疗穴位局部

和和临近组织器官疾病［１］。《素问·长刺节论》认

为“迫藏刺背，背俞也”，也表明背俞穴更接近于脏

腑，对有关脏腑的诊治具有相对特异性。背俞穴所

属的足太阳膀胱经是十二经脉中循行路径最长、联

系脏腑组织最多的经脉，这就为背俞穴对相应脏腑

的主治作用提供了经络学基础。大量临床报道显

示，选取背俞穴进行治疗能够取得良好的治疗效

果［２４］，但背俞穴穴位应用规律却未见专门研究。中

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将一般统计法、文本挖掘、关联

规则、复杂系统熵方法等挖掘分析方法加以集成，已

在名医医案数据挖掘、疾病方剂用药规律分析等方

面取得了大量成果［５］。为此，本文尝试采用该平台

对背俞穴涉及的临床文献加以总结和分析，旨在探

索背俞穴穴位处方规律，为临床穴位治疗提供新的

依据和思路。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ＣＮＫＩ）。
１２　检索策略　选择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
（ＣＮＫＩ），设定关键词为“背俞穴”ＯＲ“背腧穴”，检索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所收录的背俞穴相关治疗文献，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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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默认条件，共检索出６７１篇文献。
１３　纳入标准　文献来源中文核心期刊、ＣＳＳＣＩ、科
技核心期刊，选择背俞穴相关的临床治疗文献，阅读

全文，并选取采用背俞穴进行治疗的穴位组方。

１４　排除标准　将不符合纳入标准的动物实验文
献、综述、个案文献、重复发表文献予以排除；将单一

背俞穴研究予以排除。最终筛选出９２篇文献符合
标准，共８７首穴位组方。
１５　数据库的规范与数据库建立
１５１　数据库的建立　进入平台管理，选择方剂管
理。因中医传承辅助平台为方剂管理平台，未有穴

位名称，需重新录入穴位名称信息。将符合标准的

８７首穴位组方录入方剂管理系统中，为保证录入的
准确性，最终数据由双人审核。

１５２　数据库的规范　参考国家标准《腧穴名称与
定位》（２００６年版）［６］，规范纳入的所有临床文献涉
及的背俞穴名称。将所录入文献中属于背俞穴的穴

位名称“腧”“俞”统一为“俞”，如“脾腧”“肾腧”录

入为“脾俞”“肾俞”。

１６　数据分析　分析软件为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
件（Ｖ２５），本次统计分析应用模块为“平台管理”
“统计报表”和“数据分析”部分。运行中医传承辅

助平台，进入“数据分析”和“统计报表”模块，即可

对录入的８７首穴位处方进行频次统计、关联规则、
聚类算法等操作［７］。通过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的“统

计报表”功能，统计录入数据的疾病种类及背俞穴频

次情况；通过“数据分析”模块分析穴位组方规律，

包括背俞穴频次分析、组方规律分析、新方分析。设

支持度个数为７，置信度为０６，分析穴位穴位组合
及关联规律；设相关度为８，惩罚度为２，点击聚类分
析，得到核心处方。

２　结果
２１　背俞穴频次　进入数据分析模块，对收录的
８７首背俞穴组方进行“频次统计”，１２个背俞穴使用
频率依次排列，可见脾俞、肾俞、肝俞、肺俞等出现频

次较高。见表１。

表１　背俞穴频次分析结果（次）

序号 穴位名称 频次 序号 穴位名称 频次

１ 脾俞 ６４ ７ 大肠俞 １７
２ 肾俞 ６１ ８ 胆俞 １２
３ 肝俞 ５４ ９ 厥阴俞 １１
４ 肺俞 ４９ １０ 三焦俞 １０
５ 心俞 ４２ １１ 小肠俞 ８
６ 胃俞 ２６ １２ 膀胱俞 ４

２２　基于关联规则的背俞穴组合规律　运行中医
传承辅助平台，进入数据分析系统的组方规律部分，

设支持度个数为１７，置信度为０６，点击“穴位规则”
得到常用背俞穴组合３０组。在背俞穴穴位组合中，
“肾俞，脾俞”“脾俞，肝俞”“肺俞，肝俞”“肺俞，脾

俞”出现的频次较高。见表２。背俞穴间的关联规
则见表３。

表２　背俞穴组合频次（置信度＞０６，次）

序号 穴位模式 频次 序号 穴位模式 频次

１ 肾俞，脾俞 ５０ １６ 肾俞，脾俞，心俞，肝俞 ２８
２ 脾俞，肝俞 ４５ １７ 肺俞，心俞 ２７
３ 肺俞，脾俞 ４２ １８ 肺俞，心俞，肝俞 ２７
４ 肾俞，肝俞 ４２ １９ 肺俞，肾俞，肝俞 ２６
５ 心俞，肝俞 ３７ ２０ 脾俞，胃俞 ２３
６ 肺俞，肾俞 ３７ ２１ 肺俞，脾俞，心俞 ２３
７ 肾俞，脾俞，肝俞 ３６ ２２ 肺俞，肾俞，脾俞，肝俞 ２３
８ 肺俞，肾俞 ３５ ２３ 肺俞，脾俞，心俞，肝俞 ２３
９ 脾俞，心俞 ３５ ２４ 肺俞，肾俞，心俞 ２２
１０ 肺俞，肾俞，脾俞 ３４ ２５ 肺俞，肾俞，心俞，肝俞 ２２
１１ 脾俞，心俞，肝俞 ３３ ２６ 肝俞，胃俞 ２１
１２ 肾俞，心俞 ３２ ２７ 肺俞，肾俞，脾俞，心俞 ２０
１３ 肾俞，心俞，肝俞 ３０ ２８ 肺俞，肾俞，脾俞，心俞，肝俞 ２０
１４ 肾俞，脾俞，心俞 ２９ ２９ 脾俞，肝俞，胃俞 １８
１５ 肺俞，脾俞，肝俞 ２８ ３０ 肺俞，胃俞 １７

表３　背俞穴关联规则（置信度＞０６）

序号 关联规则 置信度

１ 肺俞＞脾俞 ０８４
２ 肺俞＞肾俞 ０７４
３ 肺俞＞肝俞 ０７
４ 胃俞＞肺俞 ０６５３８４６１５４
５ 脾俞＞肺俞 ０６４６１５３８４６
６ 肝俞＞肺俞 ０６３６３６３６３６
７ 胃肾俞＞肺俞 ０６０６５５７３７７

　　注：“＞”表示左边穴位与右边穴位常作为组合同时出现；置信
度越接近１，组合出现的概率与置信度呈正相关

２３　基于熵聚类的背俞穴组方规律　进入数据分
析系统的新方分析模块，根据穴位组方数量将相关

度设为８，惩罚度设为２，点击“聚类”，则得到５个背
俞穴组成的６首新方，即：肾俞、胃俞、肝俞、大肠俞、
膀胱俞；肾俞、胃俞、肝俞、脾俞、心俞；胃俞、胆俞、小

肠俞、三焦俞、大肠俞。见表４。
２４　背俞穴的临床应用规律　进入统计报表模块，
对涉及的病种及背俞穴进行再统计，在纳入的８７篇
文献中共涉及３７种疾病，按疾病系统大致分为１１
类。精神类疾病涉及文献数最多，心俞、脾俞、肝俞、

肾俞等主要涉及的背俞穴；其次是皮肤病、呼吸系统

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主要涉及的背俞穴分别为肺

俞、肾俞。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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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新方聚类的背俞穴处方核心组合

序号 核心处方

１ 肾俞、胃俞、肝俞、大肠俞

２ 肾俞、胃俞、肝俞、脾俞

３ 胃俞、胆俞、小肠俞、三焦俞、心包俞

４ 肝俞、大肠俞、膀胱俞

５ 肝俞、脾俞、心俞

６ 胃俞、大肠俞、小肠俞、三焦俞、心包俞

表５　纳入８７篇文献中背俞穴在各系统疾病中应用

疾病系统
文献数

（篇）

研究对象

（篇数，篇）

涉及背俞穴

（频次，次）

精神类疾病 ２２ 抑郁症（８）
心俞（２２）脾俞（２１）肝俞
（１９）

失眠（８）
肾俞（１８）肺俞（１３）厥阴
俞（７）

慢性疲劳综合征

（４）
胃俞（７）胆俞（７）三焦俞
（２）

焦虑症（２） 膀胱俞（１）大肠俞（１）

皮肤病 １５ 痤疮（９）
肺俞（１５）肝俞（１２）脾俞
（９）

黄褐斑（３） 心俞（９）肾俞（９）胃俞（８）

银屑病（２）
大肠俞（３）小肠俞（２）胆
俞（１）

慢性荨麻疹（１）

呼吸系统疾病 １４ 过敏性鼻炎（５）
肺俞（１４）脾俞（１２）肾俞
（１０）

支气管哮喘（３） 肝俞（４）心俞（３）胃俞（１）
咳嗽（２） 大肠俞（１）厥阴俞（１）
ＣＯＰＤ（１）
急性支气管炎、肺

炎（２）
胸腔杂症（１）

心脑血管疾病 ９ 中风（４） 肾俞（７）肝俞（６）脾俞（４）

脑梗死（２）
心俞（４）膈俞（２）厥阴俞
（２）

心肌缺血（１） 肺俞（１）大肠俞（１）
心律失常（２）

代谢病 ７ 糖尿病（２） 脾俞（７）肺俞（５）肾俞（５）

血脂异常（１）
三焦俞（５）大肠俞（５）肝
俞（３）

肥胖（４）
胃俞（３）小肠俞（３）心俞
（１）

消化系统疾病 ６ 便秘（３） 脾俞（４）肺俞（３）肝俞（３）
慢性萎缩性胃炎

（１）
肾俞（３）胃俞（３）大肠俞
（３）

呃逆（１） 胆俞（２）
肠易激综合征（１）

妇科疾病 ５ 痛经（２） 肝俞（３）脾俞（３）肾俞（２）

分娩镇痛（１）
心俞（１）胃俞（１）大肠俞
（１）

急性乳腺炎（１） 小肠俞（１）

围绝经期综合征

（１）

续表５　纳入８７篇文献中背俞穴在各系统疾病中应用

疾病系统
文献数

（篇）

研究对象

（篇数，篇）

涉及背俞穴

（频次，次）

骨关节病 ４ 骨质疏松（２）
肾俞（４）肝俞（２）大肠俞
（２）

急性腰肌纤维织炎

（１）
脾俞（１）三焦俞（１）膀胱
俞（１）

膝骨关节炎（１）

神经系统疾病 ２
假性球麻痹吞咽困

难（１）
肾俞（２）肝俞（２）脾俞（２）

多发性硬化（１） 心俞（１）胆俞（１）

肝肾疾病 ２ 乙型肝炎（１）
肝俞（１）胃俞（１）三焦俞
（１）

肾绞痛（１） 膀胱俞（１）
血液疾病 １ 白细胞减少（１） 脾俞（１）胃俞（１）肾俞（１）

２５　背俞穴的临床治疗方法　在纳入的８７首穴位
组方中，以单纯针刺和联合治疗为主。联合疗法主

要为针刺与其他方法联合，如针药合用、针罐合用、

针刺加埋线等。单一治疗除针刺外，埋线、拔罐等也

较常用。其他还可见穴位注射、穴位贴敷、按摩等。

见表６。

表６　背俞穴临床治疗方法

方法 频数（个） 百分比（％）

联合 ２５ ２９
针刺 ２３ ２６
埋线 １２ １４
拔罐 １０ １１
艾灸 ７ ８
电针 ６ ７
其他 ４ ５
总计 ８７ １００

３　讨论
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将多种统计方法集于一

身，在古方整理、名老专家经验传承方面都有广泛应

用，但目前主要集中于方剂用药规律研究。在穴位

处方配伍规律方面虽见有文献记载［８１０］，但仍研究

较少，尤其在背俞穴方面尚未见报道。脏腑之气转

输于腰背部的背俞穴，张介宾强调“十二腧皆通于脏

气”，可见背俞穴与脏腑紧密相联，对背俞穴实施干

预可直接调节脏腑盛衰。本次首次通过中医传承辅

助平台完成了对背俞穴临床应用频次、组合规律、核

心处方、疾病种类、治疗方法等研究，获得了背俞穴

应用的规律性认识，
!

背俞穴的临床应用具有积极

的指导作用。

本次纳入的 ８７首穴位处方中涉及 １２个背俞
穴，在背俞穴应用频次方面，呈现了３个特点：１）穴
位频次以五脏背俞穴为主。《难经·六十七难》说

·０４０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Ｖｏｌ．１４，Ｎｏ．８



“阴病行阳，俞在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提

到“阴病治阳”等，均言明了五脏俞在治疗五脏之疾

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同时对治疗与五脏有关的皮毛

筋骨、孔窍之疾也具有重要作用，可见五脏俞应用之

广，地位之重。２）脾俞、胃俞分别居于五脏俞与六腑
俞之首。脾俞、胃俞的较高频次排序则体现了脾胃

作为后天之本的独特地位，其运化水谷精微除保证

基本生命活动之外，还可扶正祛邪，治疗疾患。３）背
俞穴的组合频率以五脏俞组合为主，且以“肾脾”为
首。肾为先天之本，主生长、发育、生殖，脾为后天之

本，针刺脾俞、肾俞，可更快的促进人体功能恢复，抗

御病邪。在关联规则中体现了肺俞与脾俞的紧密联

系，可进一步挖掘二者的配伍应用。熵聚类的组方

分析得出了６首新的穴位组方，其组成并非全以五
脏背俞穴为主，而配以少见组合六腑背俞穴，配伍多

样性，提示了新组方的潜在应用价值，为临床穴位组

方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治疗疾病方面，依据上述文献统计数据可以

看出，背俞穴在治疗皮肤病痤疮、精神类疾病失眠和

抑郁症方面应用广泛。精神类疾病中，心俞应用频

次最高；皮肤病与呼吸系统疾病中，肺俞应用频次最

高。中医称痤疮为“肺风粉刺”，病机为肺热，对肺

俞实施刺络拔罐，可达到清泻肺热的目的［１１］。可见

肺俞在皮肤病方面效果显著。失眠属中医中“不

寐”范畴，《类证治裁》：“不寐者，病在阳而不交阴

也”，背俞穴位于足太阳膀胱经，可调节一身气血之

运行，通过刺激背俞穴，可以调节一身阳气之开合，

使阴入阳而寐［１２］。陈勤［１３］等通过艾灸背俞穴治疗

心脾两虚的失眠患者，结果为艾灸背俞穴在改善失

眠患者睡眠质量方面与舒乐安定效果无异，且改善

抑郁情绪上优于舒乐安定。说明背俞穴在失眠等精

神类疾病方面效果显著。在治疗方法中，临床多采

用单纯针刺或联合疗法。但在治疗一些复杂疾病或

疑难疾病方面，联合疗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优于单

一疗法。如刘瑞玲［１４］等通过背俞穴埋线配合针刺

治疗中风偏瘫，证明了联合疗法治疗中风偏瘫更有

优势。这提示我们临床应用背俞穴时应多采取联合

疗法，开创新的联合疗法，以提高临床疗效。

背俞穴在临床中可以治疗疾病，同时其局部变

化亦可反映脏腑盛衰，为疾病做出早诊断。如漆学

智［１５］等研究显示肠癌患者大肠俞、足三里等穴位出

现压敏和面积扩大现象；马淑骅［１６］等研究支气管哮

喘（缓解期）患者背部热敏腧穴分布显示：肺俞至膈

俞之间是为热敏腧穴的高发区域，可通过红外热象

技术显示。这些说明脏腑疾病在相应的背俞穴存在

敏化现象，有助于疾病的早诊断，同时对敏化的背俞

穴施行针刺、艾灸等治疗，会取得更优的治疗效果。

背俞穴的穴位配伍规律研究，既可以帮助临床治疗，

同时也为穴位敏化研究选穴提供一定的参考。

因本次统计未纳入古典医籍处方，且只选取了

近１０年临床文献，故统计结果可能略有不足。但通
过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分析得出的背俞穴穴位处

方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为临床提供诊疗依据，为穴

位敏化提供一定参考，亦可为针灸治疗其他病证的

选穴配伍规律挖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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