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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代文献数据挖掘技术
探究针灸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的取穴规律

郑　宇　李砚培　潘思学　卢思蕊　杨雪捷（通讯作者）

广西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目的 分析国内现代临床针灸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的选穴规律。方法 运用电脑检索中国知网 (CNKI) 中文文献数据

库 2000-2023 年国内临床针灸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的相关文献，构建针灸处方数据体系，运用数据挖掘技术的关联规则，

分析腧穴选用规律。结果 分析得知，针灸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多选用特定穴，尤其是募穴和五输穴，通过它们特定的功能

来针对治疗脾胃虚寒所引起的问题，从根本上去治疗。结论 针灸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有着明显效果，临床采用针灸治疗脾

胃虚寒型胃痛的常用穴位是足三里，中脘，脾俞，胃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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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认为，胃痛俗称“胃脘痛”，主要是因胃部积

有气体，且气血不通畅等因素所致，同时，慢性胃炎、胃下

垂、胃痉挛、十二指肠炎等均可导致患者胃痛，该类病症

临床具有发病率极高，且反复发作，治愈难度较大等特点，

而脾胃虚寒型胃痛为临床最为典型的胃痛病证，其临床主要

表现为持续性胃痛，食欲不振，体寒惧冷且患者在空腹时疼

痛更加严重，若不注意休息，劳累过度时，则疼痛病证加剧，

如果不及时治疗干预，将会发展至不可控的状态。因此，对

于脾胃虚寒型胃痛患者，需实施有效的治愈措施，以确保其

早日康复，提高其生活质量。常规西药治疗短期效果较好，

但长时间服用药物容易导致系列不良反应，且疾病的复发率

较高，治疗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因此，相对于西药治疗

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医针灸治疗的安全性有着极大的保障，

基本没有不良反应，而且其疗程短、见效快。因此针灸疗法

是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的重要方法。经过对各文献内容进行

总结，统计针灸疗法选取的腧穴并进行规律分析，得总结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来源及检索方法

通过检索最近二十多年（2000-2023）中国知网（CNKI）

中文文献数据库中使用针灸疗法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的相

关文献，以“脾胃虚寒型胃痛”为主要检索词，“针灸”

为次要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CNKI）的中文文献数据库，

共检索纳入 11 篇文献。

1.2 文献纳入标准

1.2.1 研究对象：中医或西医诊断结果为“脾胃虚寒型

胃痛”的患者，或在文献中虽未明确说明但具有与“脾胃虚

寒型胃痛”相符症状和体征的患者；

1.2.2 治疗方法：针灸治疗；

1.2.3文献类型：有科学试验方案（包括系列病例研究、

随机对照研究、非随机对照等）的文献。

1.3 文献排除标准

1.3.1 研究对象：由其他原因导致的胃痛病例；

1.3.2 治疗方法：排除非针灸的其他治疗方式；

1.3.3 文献类型：排除案例数量较少的文献和动物实验

等。

1.4 数据的规范及数据库的建立

数据的规范化：对刊名、作者和腧穴名称等内容采

取统一标准，统计时腧穴名称统一参考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十四五教材）《经络腧穴学》课本；

数据库的建立：将纳入文献数据分类整理， 将相关数

据输入 Excel 2021，建立关于脾胃虚寒型胃痛的针灸穴位

数据库。

1.5 统计学方法

运用 Excel 2021 中的“数据”功能，将纳入文献的腧

穴录入系统，然后进行数据分析，包括取穴频次统计、取穴

规律分析等。

2 研究结果

2.1 所用腧穴的频次分析

本次研究共纳入文献 11 篇，所选用腧穴共计 18 个，

其中 11 个为十二经脉穴，4个为任脉的穴位，1个为督脉的

穴位，经外奇穴的数量为 2个。常用腧穴的频次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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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所选用 18 个输穴的总频次为

68 次，平均每个输穴使用频次为 3.4 次。其中，足三里、

中脘的使用频次位列前 2 位。详细如下 : 足三里 12 次、中

脘 11 次、内关 6 次、脾俞 6 次、胃俞 6 次、气海 5 次、关

元4次、公孙4次、天枢3次、三阴交2次、下脘2次，肾俞、

梁丘、胃区、内庭、四神聪、大横、百会各 1次。

2.2 所选经脉分析

足阳明胃经上腧穴的总频数为 17，占 25%，使用腧穴

总数为 4；足太阴脾经上腧穴的总频数为 7，占 10.3%，使

用腧穴总数为 3；足太阳膀胱经上腧穴的总频数为 13，占

19.1%，使用腧穴总数为 3；手厥阴心包经上腧穴的总频数

为 6，占 8.8%，使用腧穴总数为 1；任脉上腧穴的总频数为

22，占32.4%，使用腧穴总数为4；督脉上腧穴的总频数为1，

占 1.5%，使用腧穴总数为1；经外奇穴总频数为2，占 2.9%，

使用腧穴总数为 2。

2.3 选用特定穴应用分析

检出的 18 个腧穴中，其中特定穴（无重复出现，部分

腧穴为多种特定穴）有 15 个，占比约为 83.33%。其中募穴

是特定穴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以下为特定穴的用情况：募穴

频次为 18，穴位个数为 3；五输穴频次为 14，穴位个数为

3；背俞穴频次为 13，穴位个数为 3；交会穴频数为 13，穴

位个数为 5，合穴频数为 12，穴位个数为 1；八会穴频数为

11，穴位个数为 1；八脉交会穴频数为 10，穴位个数为 2；

络穴频数为 10，穴位个数为 2。 

3 讨论

脾与胃都位于中焦，且互为表里关系。脾主运化、消

化水谷并传输精微和水液，脾主升清；胃主受纳、腐熟水谷，

胃主通降、以降为和。脾胃阴阳相合，升降相因，纳运相助，

共同完成饮食物的消化吸收及精微的输布过程，化生气血，

以营养全身，故称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

脾胃虚寒型胃痛是脾胃阳气虚弱所致，因脾胃阳虚，导致脾

胃失于温养，阴寒内生，从而产生纳少、腹胀、胃脘冷痛等

症状。因此，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以温养脾胃，散寒止痛为

主。以下将从针灸治疗所选取的腧穴特点、经络特点以及特

定穴的特点三个方面分析针灸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的取穴

规律及意义。

3.1 选取腧穴特点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可知：中医在使用针灸治疗脾胃虚

寒型胃痛时常选用的穴位为足三里、中脘、内关、脾俞、胃俞、

气海、公孙、关元、天枢等。下面对其中出现频次前五的足

三里、中脘、内关、脾俞、胃俞 5个穴位逐一分析。

足三里穴是足阳明胃经的合穴，也是胃下合穴。《素

问·咳论》说“治府者，治其合”，下合穴可治疗六腑病症，

故胃下合穴足三里可治疗胃脘痛。《灵枢》说“邪在脾胃，

则病肌肉痛……皆调于足三里。”因为脾胃亏虚，阳气不足，

正不胜邪，故产生疼痛症状。足三里可治疗胃痛，呕吐，呃逆，

腹胀，腹痛，肠鸣，泄泻，便秘等一系列脾胃消化系统疾病，

故在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时首选足三里穴，此外，足三里穴

是强壮保健穴，可补中益气、扶正祛邪，可以通过针灸此穴

来提高人体正气，增强抗御疾病的能力。

中脘穴，属任脉，是胃募穴，是任脉、手太阳经、足

阳明经交会穴，八会穴之腑会。募穴位于胸腹部，属阴，《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阳病治阴”，说明治六腑病症多

取募穴，故可用治一切腑病 ( 胃、胆、胰腺、大小肠 )，尤

以胃的疾患为先（脾胃虚寒），有疏导中焦气机、补中气、

疏理中气之效。又因中脘穴为任脉、手太阳小肠经、足阳明

胃经交会穴，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经络所过，主治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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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脘位于脐中上四寸，前正中线上，与脾胃的位置十分接近，

故主治脾胃问题。中脘穴是八会穴的腑会，中脘为胃之募穴，

六腑皆禀于胃。临床上，凡与脏腑气血筋脉骨髓有关的病症

均可选取相对应的八会穴来治疗，故胃病取腑会中脘。

内关穴，掌后去腕二寸，两筋间与外关相抵，手心主

之络，是手厥阴心包经的络穴，是八脉交会穴，通阴维脉，

会合于胃、心、胸部位。内关善治心悸心痛胸闷，胃痛呕

吐及呃逆，针刺本穴有凝气安神，和胃止痛，宽胸理气，

降逆止呕以及调理三焦的作用。此外，内关是八脉交会穴，

临床上内关与公孙配伍，可治疗胃、心、胸部病症。因八

会穴与奇经八脉相通，故不仅能治本经病，还能治奇经病。

内关通阴维脉，其循行分布为：“阴维起于诸阴交，从腨、

股内廉上行入腹，行于腹第三侧线，上咽，与任脉会于天突、

廉泉。”由其循行分布可知，阴维脉经过脾胃部，经脉所过，

主治所及，故内关可治脾胃部疾病。

脾俞穴和胃俞穴属足太阳膀胱经，是其循行于背部的

背俞穴。“阴病行阳，俞在阳”指出了背俞穴的治疗对象——

阴病，而五脏属阴，故五脏有疾病，可选对应背俞；且背

俞属阳，可温经散寒，提升阳气，脾俞胃俞善于治疗脾胃

病症如纳少、腹胀、呕吐、泄泻、腹痛等，可以温补脾胃，

且脾胃问题有较好的治疗效果，故选用脾俞穴和胃俞穴治疗

脾胃虚寒型胃痛。

3.2 所选经脉特点

经数据分析可得，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选用的最多三

条经脉是任脉，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阳膀胱经。

任脉是奇经八脉之一，被称为“十二经之海”“血海”，

是特殊的纵行经脉。任脉的功能主要可概括为“阴脉之海”，

任脉主干行于腹，腹为阴，它可以调和阴阳，任脉被认为是

经脉系统中的阴脉，与冲脉（即任脉的配对脉）共同调和体

内的阴阳平衡。还可以调节脏腑功能，任脉与十二正经相连，

可以影响脏腑的功能，调和气血。任脉的循行路线可概括为

前正中线，经过脾胃附近，经脉所过，主治所及，故任脉对

脾胃有一定影响作用，通过刺激任脉上的穴位，可调节脾胃

问题。

足阳明胃经是十二正经的一部分，是足部的经脉之一。

《灵枢·经脉》：“其支者……属胃，络脾。”足阳明胃经

主要有以下特点和作用：调节脾胃功能：足阳明胃经与脾胃

密切相关，对消化吸收、排泄等功能发挥重要作用。温煦阳

气：足阳明胃经的刺激可以温暖体内的阳气，促进气血运行，

缓解胃寒胃痛等症状。十二正经中，阳明经是人体阳气最旺

盛的经脉，通过调节足阳明胃经，可调节全身阳气，温补阳

气，从而治疗脾胃虚衰所引起的阳气不足的问题。

足太阳膀胱经属于十二正经之一，而背俞穴就位于膀

胱经之上。背俞穴多治脏病、虚症、寒症，通过针灸脾俞胃

俞可以很好地治疗脾胃虚寒。

以上是任脉、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阳膀胱经的基本概述。

《灵枢·经脉》：“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

不可不通。”即经脉具有联系人体内外和运行气血的作用，

故能决死生；具有抗御病邪，反映证候的作用，故能处百病；

具有传导感应而起补虚泻实的作用，故能调虚实。中医通过

刺激经络上的穴位，调节经络系统来影响人体的阴阳平衡从

而保持身体健康。

3.3 选取特定穴的特点

由数据分析可得，常用的穴位都为特定穴。特定穴具

有特殊治疗作用并按特定称号归类的经穴，特定穴在临床应

用方面有重要意义，其特点为主治规律明确，运用范围广泛。

在本文中，中医在使用针灸治疗脾胃虚寒型胃痛时选用了 8

种特定穴，其中使用较多的是募穴、五输穴、交会穴以及背

俞穴。

以下是对募穴、五输穴、交会穴和背俞穴的功能性质

进行叙述：

募穴，也称为感通穴或灵龟穴，是一些经络上的特殊

穴位。募穴的功能包括：通达经络：募穴可以调畅经络，促

进气血的流通，增强脏腑的功能。感应作用：募穴可以通过

刺激，对应的经络和脏腑产生感应作用，以调节和平衡相应

的功能。募穴可以治疗腑病，故针灸胃的募穴中脘可以很好

地调节脾胃功能，温养脾胃。

五输穴指被称为“井、荥、输、经、合”的五种腧穴，

是脏腑经气流注的反应点。五输穴的功能包括：调节脏腑功

能：五输穴的刺激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脏腑的功能，达到

调理和平衡的目的。缓解症状：选取相应脏腑相关的五输

穴进行刺激，可以缓解该部位的疼痛、不适感和其他相关

症状。”此外，五输穴配属五行，阴井木，阳井金，再按

五行相生依次排列。根据五输穴的五行属性以生我者为母，

我生者为子进行选穴，形成子母补泻法，即虚则补其母，实

则泻其子，为中医临床治疗提供了配穴方法。

交会穴是不同经络相交的穴位，这些穴位在人体上相

遇或交汇，有着特殊的功能性质。交会穴的功能包括：调节

气血：交会穴的刺激可以调节经络之间的气血流通，平衡气

血的运行。额外功效：交会穴的特殊位置和功能使得它们具

有一些额外的疗效，如增强免疫力、促进身体康复等。因交

会穴是多条经脉交会的位置，故刺激一个穴位可同时引起多

条经脉产生反应，产生“量少而精”的效果，临床多选用交

会穴从而减少选取穴的数量，使病人产生更好的治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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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俞穴是在背部的特定穴位，与对应的脏腑关联密切。

《素问》言：“阴病治阳”，背俞穴可治疗五脏病症，刺激

背俞穴可以产生调理脏腑的作用。其功能包括：调节脏腑功

能：背俞穴与具体的脏腑相绑定，可以通过刺激来调节和平

衡脏腑的功能，改善相关症状。通达经络：背俞穴所在的位

置处于相应经络上，刺激背俞穴可以调畅经络，促进气血的

运行。

而选用的特定穴与脾胃有着极大的关联，从多个方面

治疗脾胃问题，多方加持之下，可以从根本上治疗因脾胃虚

寒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当我们身体内部出现疾病时，

必将在体外相应位置表现出来。而俞募穴是我们诊断疾病的

重要穴位。两者可以反应体内脏腑的情况，如果体内脏腑出

现病变，通常在对应俞募穴产生异常感觉，同时可以通过针

灸俞募穴治疗相应的疾病，这为中医诊断和治疗提供指导思

想，增强中医治病的准确性，体现出了特定穴的重要作用。

研究分析说明在中医临床治疗中，尤其采用针灸治疗

疾病时，要求医者必须熟悉人体经络，熟知其循行走向及分

布规律，了解腧穴的治疗特点，多方面辩证思考，尤其要掌

握特定穴的作用，辩证选穴，针对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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