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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古代文献的针灸治疗水肿选穴规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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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总结古代文献中针灸治疗水肿的选穴规律。方法：以“水肿”“浮肿”“水气”“水病”等检索词检

索《中华医典》针灸推拿古籍，筛选、提取相关条文，建立数据库，使用Microsoft Excel、SPSS 26.0、SPSS Modeler

18.0分析古代针灸治疗水肿的选穴组方规律。结果：纳入369首针灸穴位处方，其中复方99首，单穴处方270首，共

使用128个腧穴。总频数为700，使用频数前5的腧穴分别为水分、足三里、三阴交、陷谷、合谷。腧穴主要归属经脉

为足阳明胃经、任脉、足太阴脾经、足太阳膀胱经，其中下肢腧穴较常选用，特定穴中合穴使用频数最高。关联规

则分析获得14条腧穴关联规则，其中“三阴交寅足三里”支持度最高，核心处方为“三阴交-足三里-合谷-行间-

内庭-曲池”。聚类分析显示4组腧穴类别，主要根据水肿部位聚类。结论：古代医家针灸治疗水肿主要围绕“培土

制水”“通阳利水”“气行水行”“血行水行”4个基本思路，重视合穴等特定穴的灵活配合，以核心腧穴为中心，搭

配病变局部腧穴进行系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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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cupoint Selection Rule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for Edema Based on Ancient Literature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acupoint selection rul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treatment

for edema in ancient literature. Methods: The ancient books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in The Chinese Medical

Dictionary were retrieved with the search terms of "edema", "swelling", "water vapor" and "water disease", and

relevant articles were screened and extracted to establish the database. Microsoft Excel, SPSS 26.0 and SPSS

Modeler 18.0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ules of acupoint selection and prescription of ancient acupuncture and

moxibus in the treatment of edema. Results: A total of 369 prescriptions for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points

were included, including 99 compound prescriptions and 270 single-point prescriptions, 128 acupoints were used.

The total frequency was 700. The top five most frequently used were Shuifen (RN9), Zusanli (ST36), Sanyinjiao

(SP6), Xiangu (ST43) and Hegu (LI4). The acupoints mainly belong to the Stomach Meridian of Foot-yangming,

the Conception Vessel, Spleen Meridian of Foot-taiyin and Bladder Meridian of Foot-taiyang. The acupoints selected

were generally on the lower extremity. The use frequency of He-sea point was the highest in specific points. 14

strong acupoint compatibility rules were obtained by association rule analysis, among which Sanyinjiao (SP6)寅Zu原

sanli (ST36) had the highest support. The core acupoints prescription were Sanyinjiao (SP6)-Zusanli (ST36)-Hegu

(LI4)-Xingjian (LR2)- Neiting (ST44)-Quchi (LI11). Cluster analysis showed four groups of acupoint categories,

mainly clustered by edema site. Conclusion: The ancient acupuncture treatment for edema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four ideas of "cultivating the earth to treat edema", "promoting Yang to treat edema", "promoting Qi to eliminate

edema", and "activating blood to eliminate edeama". Attach importance to flexible coordination of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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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肿 (edema) 是 指 机 体 组 织 间 隙 水 液 停 留 积 蓄 ， 使 头 面

部 、 眼 睛 、 四 肢 、 胸 背 部 、 腹 部 甚 至 全 身 出 现 肿 胀 的 一 类 常 见

临 床 病 症 [1]， 肾 小 球 肾 炎 、 心 力 衰 竭 、 肝 硬 化 、 贫 血 等 疾 病 皆 可

引 起 水 肿 症 状 [2]。 其 病 情 多 缠 绵 难 愈 ， 容 易 复 发 ， 当 前 临 床 治

疗 方 法 多 为 利 尿 剂 结 合 病 因 对 症 治 疗 ， 但 患 者 易 出 现 利 尿 剂

抵 抗 导 致 治 疗 效 果 欠 佳 [3]。 早 在 《 黄 帝 内 经 》 时 期 ， 古 代 医 家 已

对 水 肿 有 了 一 定 的 见 解 和 治 疗 方 案 。 如 《 素 问 · 汤 液 醪 醴 论

篇 》 曰 ： “ 平 治 于 权 衡 ， 去 宛 陈 莝 ， 微 动 四 极 ， 温 衣 ， 缪 刺 其 处 ，

以 复 其 形 。 ” 可 见 ， 针 刺 是 治 疗 水 肿 的 有 效 方 法 之 一 。 同 时 ， 现

代 研 究 发 现 ， 针 灸 治 疗 慢 性 肾 脏 病 导 致 的 水 肿 、 慢 性 心 力 衰

竭 导 致 的 水 肿 及 特 异 性 水 肿 都 有 良 好 的 疗 效 [4-6]。 然 而 ， 当 前

治 疗 水 肿 的 中 医 疗 法 多 为 中 药 汤 剂 内 服 ， 单 纯 使 用 针 灸 治 疗

水 肿 的 临 床 研 究 尚 不 完 善 ， 选 穴 思 路 不 完 整 。 本 研 究 从 古 代

针 灸 医 籍 出 发 ， 通 过 整 理 《 中 华 医 典 》 历 代 医 家 针 灸 治 疗 水 肿

的 经 验 ， 运 用 数 据 挖 掘 技 术 寻 找 治 疗 水 肿 的 腧 穴 运 用 规 律 ，

以 期 为 现 代 针 灸 临 床 提 供 参 考 。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 研 究 数 据 均 来 源 于 湖 南 电 子 音 像 出 版 社

《 中 华 医 典 》 （ 第 5版 ） [7]所 收 录 的 古 代 医 籍 。

1.2 检索策略 以 《 中 西 病 名 对 照 大 辞 典 》 [8]《 中 医 大 辞 典 》 [9]

等 书 籍 作 为 检 索 词 来 源 参 考 ， 查 阅 水 肿 相 关 文 献 [10-11]， 确 定 与

水 肿 相 关 检 索 词 为 “ 水 肿 ” “ 水 病 ” “ 浮 肿 ” “ 胕 肿 ” “ 肤 肿 ” “ 水

胀 ” “ 风 水 ” “ 石 水 ” “ 涌 水 ” “ 面 肿 ” “ 水 气 ” “ 肾 风 ” “ 溢 饮 ” “ 青 水 ”

“ 赤 水 ” “ 黄 水 ” “ 白 水 ” “ 黑 水 ” “ 肝 水 ” “ 心 水 ” “ 脾 水 ” “ 肺 水 ” “ 肾

水 ” 等 。 利 用 计 算 机 与 人 工 结 合 的 检 索 方 式 ， 对 检 索 出 的 与 水

肿 相 关 的 条 目 按 照 本 研 究 所 定 义 的 纳 入 标 准 、 排 除 标 准 进 行

筛 选 、 整 理 、 分 类 ， 录 入 Microsoft Excel文 档 ， 构 建 数 据 库 。

1.3 纳入标准 （ 1） 符 合 水 肿 诊 断 和 临 床 表 现 的 条 文 ； （ 2） 治

疗 手 段 为 针 刺 或 艾 灸 的 单 穴 、 复 方 ； （ 3） 同 一 医 籍 中 相 同 的 针

刺 或 艾 灸 处 方 仅 录 入 1 次 ； （ 4） 条 文 中 若 有 沿 用 前 人 针 灸 处 方

的 ， 经 核 对 后 存 在 加 入 作 者 经 验 心 得 者 ， 予 以 录 入 。

1.4 排除标准 （ 1） 治 疗 措 施 为 药 物 、 推 拿 、 刺 络 放 血 等 非 针

灸 疗 法 者 ； （ 2） 仅 描 述 腧 穴 定 位 及 功 效 的 单 穴 ； （ 3） 只 有 施 术

部 位 ， 没 有 明 确 腧 穴 名 称 的 条 文 ； （ 4） 经 核 对 查 证 后 ， 有 明 显

错 误 的 条 文 。

1.5 筛选条文方法 在 对 古 籍 进 行 初 步 筛 查 时 ， 依 据 定 制 的

标 准 ， 由 2 名 研 究 者 分 别 对 原 始 条 文 进 行 筛 选 。 两 人 交 叉 核 对

后 ， 若 对 条 文 是 否 录 入 存 在 分 歧 ， 则 通 过 讨 论 或 由 第 三 名 研

究 员 帮 助 达 成 共 识 ， 将 符 合 标 准 的 原 文 进 行 汇 总 。

1.6 数据处理 提 取 符 合 标 准 的 原 文 关 键 信 息 进 行 数 据 预

处 理 ： （ 1） 将 编 号 、 书 籍 名 称 、 所 在 目 录 、 条 文 原 文 、 选 穴 个 数 、

水 肿 部 位 、 使 用 腧 穴 名 称 、 归 属 经 络 、 特 定 穴 属 性 、 腧 穴 所 在

部 位 整 理 录 入 至 Excel 文 档 中 ， 建 立 数 据 库 。 （ 2） 采 用 《 腧 穴 名

称 与 定 位 》 （ GB/T12346-2006） [12]作 为 腧 穴 名 称 标 准 ， 进 行 所 有

腧 穴 名 称 比 对 ， 将 古 代 文 献 条 文 中 的 腧 穴 别 名 、 繁 体 字 、 通 假

字 等 进 行 标 准 化 处 理 。

1.6 统计学方法 （ 1） 频 数 统 计 ： 应 用 Excel 软 件 建 立 水 肿 腧

穴 、 归 经 、 特 定 穴 、 分 布 情 况 的 数 据 透 视 表 ， 进 行 数 据 的 频 数

统 计 分 析 。 （ 2） 聚 类 分 析 ： 应 用 SPSS 26.0 软 件 对 99 首 复 方 腧 穴

处 方 中 使 用 频 数 逸5 的 28 个 穴 位 进 行 聚 类 分 析 。 （ 3） 穴 位 配 伍

关 联 规 则 分 析 ： 将 99首 复 方 进 行 事 实 数 据 转 换 ， 导 入 IBM SPSS

Modeler 18.0 ， 利 用 Apriori算 法 计 算 复 方 穴 位 之 间 的 关 联 规 则

并 导 出 可 视 化 网 络 图 。 所 有 关 联 规 则 分 析 结 果 均 以 代 表 数 据

显 著 性 的 支 持 度 为 主 序 ， 以 代 表 数 据 优 先 度 的 置 信 度 为 次 序

对 各 部 分 数 据 进 行 降 序 排 序 ， 选 择 具 有 强 相 关 性 的 数 据 结 果 。

支 持 度 表 示 2 个 穴 位 同 时 出 现 的 概 率 ， 如 支 持 度 “ 昆 仑 穴 寅 承

山 穴 ” 表 示 昆 仑 穴 与 承 山 穴 同 时 出 现 的 次 数 在 总 处 方 数 中 的

概 率 。 置 信 度 表 示 第 一 个 腧 穴 出 现 时 ， 第 二 个 腧 穴 出 现 的 概

率 ， 如 置 信 度 “ 昆 仑 穴 寅 承 山 穴 ” 表 示 昆 仑 穴 与 承 山 穴 同 时 出

现 的 次 数 在 出 现 昆 仑 穴 的 处 方 数 中 的 概 率 ， 置 信 度 “ 承 山

穴 寅 昆 仑 穴 ” 表 示 承 山 穴 与 昆 仑 穴 同 时 出 现 的 次 数 在 出 现 承

山 穴 的 处 方 数 中 的 概 率 。

2 结 果

2.1 纳入腧穴处方 经 过 筛 选 ， 本 研 究 共 收 录 369 条 条 文 ， 涉

及 369 首 处 方 ， 包 括 99 首 复 方 处 方 、 270 首 单 穴 处 方 。 针 灸 治 疗

水 肿 共 使 用 128个 腧 穴 （ 包 括 经 外 奇 穴 4 个 ） ， 涉 及 14 条 经 脉 ， 所

有 腧 穴 总 频 数 为 700 。

2.2 穴位频数统计 频 数 前 10 的 腧 穴 为 水 分 、 足 三 里 、 三 阴

交 、 陷 谷 、 合 谷 、 复 溜 、 阴 陵 泉 、 水 沟 、 行 间 、 公 孙 。 （ 见 表 1）

表 1 频数前 40的腧穴

序 号 腧 穴 频 数 使 用 频 率 (%) 序 号 腧 穴 频 数 使 用 频 率 (%)

1 水 分 38 10.30 21 然 谷 10 2.71

2 足 三 里 37 10.03 22 中 脘 10 2.71

3 三 阴 交 27 7.32 23 关 元 9 2.44

4 陷 谷 24 6.50 24 昆 仑 8 2.17

5 合 谷 23 6.23 25 上 星 8 2.17

6 复 溜 20 5.42 26 太 冲 8 2.17

7 阴 陵 泉 20 5.42 27 天 牖 7 1.90

8 水 沟 16 4.34 28 胃 仓 7 1.90

9 行 间 16 4.34 29 阳 陵 泉 7 1.90

10 公 孙 15 4.07 30 中 极 7 1.90

11 解 溪 14 3.79 31 大 都 6 1.63

12 厉 兑 13 3.52 32 大 敦 6 1.63

13 气 海 13 3.52 33 建 里 6 1.63

14 神 阙 13 3.52 34 目 窗 6 1.63

15 石 门 13 3.52 35 脾 俞 6 1.63

16 内 庭 12 3.25 36 气 冲 6 1.63

17 曲 池 12 3.25 37 曲 骨 6 1.63

18 肾 俞 11 2.98 38 四 满 6 1.63

19 章 门 11 2.98 39 完 骨 6 1.63

20 丰 隆 10 2.71 40 胃 俞 6 1.63

注：使用频率=频数/处方数量

points such as He-sea acupoints, take the core acupoints as the center, and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acupoints

of the lesion for systematic treatment.

[Keywords] edema; ancient literatur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rules of acupoint selection;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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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腧穴归经情况

经 脉 频 数 相 对 频 率 (%) 腧 穴 （ 频 数 ）

足 阳 明 胃 经 145 20.71 足 三 里 （ 37） 、 陷 谷 （ 24） 、 解 溪 （ 14） 、 厉 兑 （ 13） 、 内 庭 （ 12） 、 丰 隆 （ 10） 、 气 冲 （ 6） 、 天 枢 （ 5） 、 冲 阳 （ 3） 、 屋 翳 （ 3） 、 阴 市 （ 3） 、 大 迎 （ 2） 、

关 门 （ 2） 、 缺 盆 （ 2） 、 上 巨 虚 （ 2） 、 下 巨 虚 （ 2） 、 犊 鼻 （ 1） 、 伏 兔 （ 1） 、 巨 髎 （ 1） 、 水 道 （ 1） 、 头 维 （ 1）

任 脉 124 17.71 水 分 （ 38） 、 气 海 （ 13） 、 神 阙 （ 13） 、 石 门 （ 13） 、 中 脘 （ 10） 、 关 元 （ 9） 、 中 极 （ 7） 、 建 里 （ 6） 、 曲 骨 （ 6） 、 阴 交 （ 4） 、 承 浆 （ 3） 、 会 阴 （ 1） 、 膻 中 （ 1）

足 太 阴 脾 经 79 11.00 三 阴 交 （ 27） 、 阴 陵 泉 （ 20） 、 公 孙 （ 15） 、 大 都 （ 6） 、 地 机 （ 5） 、 商 丘 （ 2） 、 血 海 （ 2） 、 太 白 （ 2）

足 太 阳 膀 胱 经 70 10.00 肾 俞 （ 11） 、 昆 仑 （ 8） 、 胃 仓 （ 7） 、 脾 俞 （ 6） 、 胃 俞 （ 6） 、 申 脉 （ 5） 、 承 山 （ 4） 、 小 肠 俞 （ 3） 、 譩 譆 （ 3） 、 肝 俞 （ 2） 、 膈 俞 （ 2） 、 通 谷 （ 2） 、 委 中 （ 2） 、

攒 竹 （ 2） 、 大 肠 俞 （ 1） 、 大 杼 （ 1） 、 肺 俞 （ 1） 、 风 门 （ 1） 、 膀 胱 俞 （ 1） 、 束 骨 （ 1） 、 至 阴 （ 1）

足 厥 阴 肝 经 57 8.14 行 间 （ 16） 、 章 门 （ 11） 、 太 冲 （ 8） 、 大 敦 （ 6） 、 中 封 （ 6） 、 曲 泉 （ 5） 、 中 都 （ 4） 、 期 门 （ 1）

足 少 阳 胆 经 47 6.71 阳 陵 泉 （ 7） 、 目 窗 （ 6） 、 完 骨 （ 6） 、 风 池 （ 5） 、 风 市 （ 4） 、 足 临 泣 （ 4） 、 绝 骨 （ 4） 、 阳 辅 （ 3） 、 率 谷 （ 2） 、 阳 交 （ 2） 、 维 道 （ 2） 、 肩 井 （ 1） 、 京 门 （ 1）

足 少 阴 肾 经 46 6.57 复 溜 （ 20） 、 然 谷 （ 10） 、 四 满 （ 6） 、 太 溪 （ 3） 、 照 海 （ 3） 、 阴 谷 （ 2） 、 涌 泉 （ 2）

手 阳 明 大 肠 经 42 5.86 合 谷 （ 23） 、 曲 池 （ 12） 、 迎 香 （ 3） 、 手 三 里 （ 2） 、 温 溜 （ 1） 、 阳 溪 （ 1）

督 脉 32 5.00 水 沟 （ 16） 、 上 星 （ 8） 、 前 顶 （ 3） 、 大 椎 （ 1） 、 脑 户 （ 1） 、 囟 门 （ 1） 、 至 阳 （ 1） 、 囟 会 （ 1）

手 少 阳 三 焦 经 24 3.43 天 牖 （ 7） 、 液 门 （ 6） 、 中 渚 （ 5） 、 支 沟 （ 4） 、 外 关 （ 2）

手 太 阴 肺 经 13 1.86 列 缺 （ 4） 、 尺 泽 （ 3） 、 经 渠 （ 2） 、 天 府 （ 2） 、 中 府 （ 2）

手 厥 阴 心 包 经 6 0.85 间 使 （ 3） 、 内 关 （ 2） 、 天 泉 （ 1）

手 太 阳 小 肠 经 6 0.85 腕 骨 （ 3） 、 后 溪 （ 2） 、 阳 谷 （ 1）

手 少 阴 心 经 5 0.71 少 府 （ 2） 、 通 里 （ 2） 、 灵 道 （ 1）

经 外 奇 穴 4 0.57 百 劳 （ 1） 、 髋 骨 （ 1） 、 内 膝 眼 （ 1） 、 食 关 （ 1）

注：相对频率=频数/腧穴总频数

表 3 腧穴分布情况

部 位 频 数 相 对 频 率 (%) 腧 穴 （ 频 数 ）

下 肢 部 335 47.86 足 三 里 （ 37） 、 三 阴 交 （ 27） 、 陷 谷 （ 24） 、 复 溜 （ 20） 、 阴 陵 泉 （ 20） 、 行 间 （ 16） 、 公 孙 （ 15） 、 解 溪 （ 14） 、 厉 兑 （ 13） 、 内 庭 （ 12） 、 丰 隆 （ 10） 、 然 谷 （ 10） 、 昆 仑 （ 8） 、 太 冲 （ 8） 、 阳 陵 泉 （ 7） 、

大 都 （ 6） 、 大 敦 （ 6） 、 中 封 （ 6） 、 地 机 （ 5） 、 曲 泉 （ 5） 、 申 脉 （ 5） 、 承 山 （ 4） 、 风 市 （ 4） 、 中 都 （ 4） 、 足 临 泣 （ 4） 、 绝 骨 （ 4） 、 太 溪 （ 3） 、 阳 辅 （ 3） 、 阴 市 （ 3） 、 照 海 （ 3） 、 冲 阳 （ 3） 、 商 丘 （ 2） 、

上 巨 虚 （ 2） 、 通 谷 （ 2） 、 委 中 （ 2） 、 下 巨 虚 （ 2） 、 阳 交 （ 2） 、 阴 谷 （ 2） 、 涌 泉 （ 2） 、 太 白 （ 2） 、 血 海 （ 2） 、 犊 鼻 （ 1） 、 伏 兔 （ 1） 、 髋 骨 （ 1） 、 内 膝 眼 （ 1） 、 束 骨 （ 1） 、 至 阴 （ 1）

腹 部 142 20.29 水 分 （ 38） 、 气 海 （ 13） 、 神 阙 （ 13） 、 石 门 （ 13） 、 中 脘 （ 10） 、 关 元 （ 9） 、 中 极 （ 7） 、 建 里 （ 6） 、 气 冲 （ 6） 、 曲 骨 （ 6） 、 四 满 （ 6） 、 天 枢 （ 5） 、 阴 交 （ 4） 、 关 门 （ 2） 、 维 道 （ 2） 、 食 关 （ 1） 、 水 道 （ 1）

上 肢 部 84 12.00 合 谷 （ 23） 、 曲 池 （ 12） 、 液 门 （ 6） 、 中 渚 （ 5） 、 列 缺 （ 4） 、 支 沟 （ 4） 、 尺 泽 （ 3） 、 间 使 （ 3） 、 腕 骨 （ 3） 、 后 溪 （ 2） 、 经 渠 （ 2） 、 内 关 （ 2） 、 少 府 （ 2） 、 天 府 （ 2） 、 通 里 （ 2） 、 外 关 （ 2） 、 手 三 里 （ 2） 、

灵 道 （ 1） 、 天 泉 （ 1） 、 温 溜 （ 1） 、 阳 谷 （ 1） 、 阳 溪 （ 1）

头 面 颈 部 74 10.57 水 沟 （ 16） 、 上 星 （ 8） 、 天 牖 （ 7） 、 目 窗 （ 6） 、 完 骨 （ 6） 、 风 池 （ 5） 、 承 浆 （ 3） 、 前 顶 （ 3） 、 迎 香 （ 3） 、 大 迎 （ 2） 、 率 谷 （ 2） 、 缺 盆 （ 2） 、 攒 竹 （ 2） 、 百 劳 （ 1） 、 大 杼 （ 1） 、 大 椎 （ 1） 、 肩 井 （ 1） 、

巨 髎 （ 1） 、 脑 户 （ 1） 、 头 维 （ 1） 、 囟 门 （ 1） 、 囟 会 （ 1）

腰 背 部 46 6.57 肾 俞 （ 11） 、 胃 仓 （ 7） 、 脾 俞 （ 6） 、 胃 俞 （ 6） 、 小 肠 俞 （ 3） 、 譩 譆 （ 3） 、 肝 俞 （ 2） 、 膈 俞 （ 2） 、 大 肠 俞 （ 1） 、 肺 俞 （ 1） 、 风 门 （ 1） 、 京 门 （ 1） 、 膀 胱 俞 （ 1） 、 至 阳 （ 1）

胸 部 18 2.57 章 门 （ 11） 、 屋 翳 （ 3） 、 中 府 （ 2） 、 期 门 （ 1） 、 膻 中 （ 1）

会 阴 部 1 0.14 会 阴 （ 1）

注：相对频率=频数/腧穴总频数

表 4 特定穴使用情况

特 定 穴 属 性 频 数 相 对 频 率 (%) 腧 穴 （ 频 数 ）

合 穴 88 15.60 足 三 里 （ 37） 、 阴 陵 泉 （ 20） 、 曲 池 （ 12） 、 阳 陵 泉 （ 7） 、 曲 泉 （ 5） 、 尺 泽 （ 3） 、 委 中 （ 2） 、 阴 谷 （ 2）

募 穴 60 10.64 石 门 （ 13） 、 章 门 （ 11） 、 中 脘 （ 10） 、 关 元 （ 9） 、 中 极 （ 7） 、 天 枢 （ 5） 、 中 府 （ 2） 、 京 门 （ 1） 、 期 门 （ 1） 、 膻 中 （ 1）

经 穴 58 10.28 复 溜 （ 20） 、 解 溪 （ 14） 、 昆 仑 （ 8） 、 中 封 （ 6） 、 阳 辅 （ 3） 、 支 沟 （ 4） 、 商 丘 （ 2） 、 阳 溪 （ 1）

荥 穴 52 9.22 行 间 （ 16） 、 内 庭 （ 12） 、 然 谷 （ 10） 、 大 都 （ 6） 、 液 门 （ 6） 、 少 府 （ 2）

下 合 穴 50 8.87 足 三 里 （ 37） 、 阳 陵 泉 （ 7） 、 上 巨 虚 （ 2） 、 下 巨 虚 （ 2） 、 委 中 （ 2）

原 穴 42 7.45 合 谷 （ 23） 、 太 冲 （ 8） 、 冲 阳 （ 3） 、 腕 骨 （ 3） 、 太 溪 （ 3） 、 太 白 （ 2）

输 穴 41 7.27 陷 谷 （ 24） 、 中 渚 （ 5） 、 足 临 泣 （ 4） 、 太 溪 （ 3） 、 后 溪 （ 2） 、 太 白 （ 2） 、 束 骨 （ 1）

八 脉 交 会 穴 37 6.56 公 孙 （ 15） 、 申 脉 （ 5） 、 列 缺 （ 4） 、 足 临 泣 （ 4） 、 照 海 （ 3） 、 后 溪 （ 2） 、 内 关 （ 2） 、 外 关 （ 2）

八 会 穴 36 6.38 章 门 （ 11） 、 中 脘 （ 10） 、 阳 陵 泉 （ 7） 、 绝 骨 （ 4） 、 膈 俞 （ 2） 、 大 杼 （ 1） 、 膻 中 （ 1）

络 穴 35 6.21 公 孙 （ 15） 、 丰 隆 （ 10） 、 列 缺 （ 4） 、 内 关 （ 2） 、 通 里 （ 2） 、 外 关 （ 2）

背 俞 穴 33 5.85 肾 俞 （ 11） 、 脾 俞 （ 6） 、 胃 俞 （ 6） 、 小 肠 俞 （ 3） 、 肝 俞 （ 2） 、 膈 俞 （ 2） 、 大 肠 俞 （ 1） 、 肺 俞 （ 1） 、 膀 胱 俞 （ 1）

井 穴 22 3.90 厉 兑 （ 13） 、 大 敦 （ 6） 、 涌 泉 （ 2） 、 至 阴 （ 1）

郄 穴 10 1.77 地 机 （ 5） 、 中 都 （ 4） 、 温 溜 （ 1）

注：相对频率=频数/特定穴总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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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腧穴归经统计 腧 穴 涉 及 14 条 经 脉 ， 选 用 频 数 前 4 的 经

脉 为 足 阳 明 胃 经 、 任 脉 、 足 太 阴 脾 经 、 足 太 阳 膀 胱 经 。 （ 见 表 2）

2.4 腧穴分布统计 按 照 人 体 解 剖 结 构 将 人 体 分 为 头 面 颈

部 （ 包 括 肩 部 ） 、 上 肢 部 、 胸 部 、 腹 部 、 下 肢 部 、 腰 背 部 及 会 阴

部 ， 其 中 下 肢 部 的 腧 穴 使 用 频 数 最 高 ， 腹 部 腧 穴 次 之 ， 会 阴 部

使 用 频 数 最 少 。 （ 见 表 3）

2.5 特定穴统计 128 个 腧 穴 中 52 个 腧 穴 具 有 特 定 穴 属 性 ，

如 腧 穴 拥 有 多 重 特 定 穴 属 性 ， 则 重 复 记 录 ， 特 定 穴 总 频 数 为

564。 特 定 穴 类 别 涉 及 范 围 广 泛 ， 治 疗 水 肿 时 优 先 采 用 合 穴 （ 88） ，

合 穴 中 足 三 里 （ 37） 、 阴 陵 泉 （ 20） 使 用 频 数 较 高 。 （ 见 表 4）

2.6 整体腧穴关联规则分析 对 筛 选 后 的 99 首 复 方 腧 穴 处

方 进 行 关 联 规 则 分 析 并 导 出 网 状 可 视 化 图 ， 线 条 越 粗 者 代 表

关 联 程 度 越 高 。 （ 见 图 1） 以 支 持 度 逸15 、 置 信 度 逸50 作 为 筛 选

条 件 可 提 取 出 14 条 关 联 规 则 。 （ 见 表 5） 其 中 “ 三 阴 交 - 足 三 里 ”

相 互 配 穴 支 持 度 最 高 ， 14 条 关 联 规 则 的 穴 位 主 要 集 中 于 三 阴

交 、 足 三 里 、 合 谷 、 行 间 、 内 庭 、 曲 池 。

图 1 腧穴配伍关联规则网状图

表 5 腧穴关联规则分布情况表

穴 位 关 联 规 则 支 持 度 (%) 置 信 度 (%) 提 升 度

三 阴 交 寅 足 三 里 27.27 59.26 2.35

足 三 里 寅 三 阴 交 25.25 64.00 2.35

内 庭 寅 合 谷 18.18 50.00 4.13

曲 池 寅 合 谷 18.18 66.67 5.50

行 间 寅 合 谷 18.18 50.00 3.30

三 阴 交 寅 合 谷 18.18 61.11 2.42

足 三 里 寅 合 谷 18.18 61.11 2.24

曲 池 寅 三 阴 交 、 足 三 里 16.16 50.00 4.13

合 谷 寅 三 阴 交 、 足 三 里 16.16 56.25 3.09

内 庭 寅 行 间 15.15 73.33 6.05

曲 池 寅 行 间 15.15 0.00 4.95

合 谷 寅 行 间 15.15 60.00 3.30

三 阴 交 寅 行 间 15.15 60.00 2.38

足 三 里 寅 行 间 15.15 53.33 1.96

2.7 不同部位水肿腧穴使用情况 将 所 有 条 文 按 水 肿 发 病

部 位 进 行 分 类 ， 除 头 面 水 肿 腧 穴 处 方 未 使 用 足 三 里 外 ， 其 余

部 位 水 肿 的 腧 穴 处 方 均 涉 及 足 三 里 ， 足 三 里 穴 使 用 频 率 最 高 ；

治 疗 全 身 、 头 面 、 四 肢 和 胸 腹 水 肿 的 腧 穴 处 方 中 均 涉 及 水 分

穴 ； 下 肢 水 肿 时 ， 公 孙 穴 使 用 频 率 最 高 ； 头 面 水 肿 多 采 用 陷 谷

穴 、 厉 兑 穴 。 （ 见 表 6）

2.8 聚类分析 对 99 首 复 方 腧 穴 处 方 中 使 用 频 数 逸5 的 28 个

腧 穴 进 行 聚 类 分 析 ， 当 距 离 系 数 位 于 20耀25 之 间 时 ， 可 将 28 个

腧 穴 分 为 4个 聚 类 群 ： 液 门 - 中 渚 - 行 间 - 内 庭 - 合 谷 - 曲 池 - 足

表 6 不同部位水肿腧穴使用情况

水 肿 部 位 频 数 相 对 频 率 (%) 腧 穴 （ 频 数 ）

全 身 水 肿 290 1.43 水 分 （ 18） 、 足 三 里 （ 17） 、 三 阴 交 （ 16） 、 神 阙 （ 11） 、 肾 俞 （ 10） 、 合 谷 （ 9） 、 石 门 （ 9） 、 阴 陵 泉 （ 9） 、 气 海 （ 8） 、 中 脘 （ 8） 、 水 沟 （ 7） 、

复 溜 （ 7） 、 陷 谷 （ 7） 、 行 间 （ 7） 、 曲 骨 （ 6） 、 太 冲 （ 6） 、 中 极 （ 6） 、 大 都 （ 6） 、 公 孙 （ 5） 、 建 里 （ 5） 、 内 庭 （ 5） 、 脾 俞 （ 5） 、 曲 池 （ 5） 、 胃

俞 （ 5） 、 章 门 （ 5） 、 中 封 （ 5） 、 关 元 （ 5） 、 胃 仓 （ 4） 、 阴 交 （ 4） 、 地 机 （ 3） 、 曲 泉 （ 3） 、 屋 翳 （ 3） 、 肝 俞 （ 2） 、 膈 俞 （ 2） 、 经 渠 （ 2） 、 昆

仑 （ 2） 、 列 缺 （ 2） 、 内 关 （ 2） 、 气 冲 （ 2） 、 然 谷 （ 2） 、 申 脉 （ 2） 、 四 满 （ 2） 、 天 府 （ 2） 、 维 道 （ 2） 、 阳 辅 （ 2） 、 阴 市 （ 2） 、 涌 泉 （ 2） 、 太 白 （ 2） 、

冲 阳 （ 1） 、 大 肠 俞 （ 1） 、 大 敦 （ 1） 、 大 椎 （ 1） 、 丰 隆 （ 1） 、 后 溪 （ 1） 、 会 阴 （ 1） 、 间 使 （ 1） 、 京 门 （ 1） 、 厉 兑 （ 1） 、 灵 道 （ 1） 、 膀 胱 俞 （ 1） 、

期 门 （ 1） 、 缺 盆 （ 1） 、 商 丘 （ 1） 、 太 溪 （ 1） 、 天 泉 （ 1） 、 天 枢 （ 1） 、 腕 骨 （ 1） 、 小 肠 俞 （ 1） 、 阳 谷 （ 1） 、 阳 陵 泉 （ 1） 、 阳 溪 （ 1） 、 液 门 （ 1） 、

阴 谷 （ 1） 、 照 海 （ 1） 、 支 沟 （ 1） 、 中 渚 （ 1） 、 足 临 泣 （ 1）

头 面 水 肿 138 19.71 陷 谷 （ 16） 、 厉 兑 （ 11） 、 水 沟 （ 9） 、 合 谷 （ 8） 、 上 星 （ 8） 、 天 牖 （ 7） 、 目 窗 （ 6） 、 完 骨 （ 6） 、 丰 隆 （ 5） 、 风 池 （ 5） 、 解 溪 （ 4） 、 承 浆 （ 3） 、

前 顶 （ 3） 、 天 枢 （ 3） 、 阳 陵 泉 （ 3） 、 譩 譆 （ 3） 、 迎 香 （ 3） 、 冲 阳 （ 2） 、 大 迎 （ 2） 、 间 使 （ 2） 、 率 谷 （ 2） 、 水 分 （ 2） 、 阳 交 （ 2） 、 攒 竹 （ 2） 、

中 府 （ 2） 、 足 临 泣 （ 2） 、 手 三 里 （ 2） 、 大 敦 （ 1） 、 后 溪 （ 1） 、 巨 髎 （ 1） 、 脑 户 （ 1） 、 内 庭 （ 1） 、 气 冲 （ 1） 、 曲 池 （ 1） 、 三 阴 交 （ 1） 、 商 丘 （ 1） 、

头 维 （ 1） 、 温 溜 （ 1） 、 液 门 （ 1） 、 支 沟 （ 1） 、 中 渚 （ 1） 、 囟 会 （ 1）

胸 腹 水 肿 101 14.43 水 分 （ 13） 、 足 三 里 （ 8） 、 三 阴 交 （ 8） 、 行 间 （ 5） 、 关 元 （ 4） 、 气 海 （ 4） 、 然 谷 （ 4） 、 四 满 （ 4） 、 章 门 （ 4） 大 敦 （ 3） 、 复 溜 （ 3） 、 内 庭 （ 3） 、

石 门 （ 3） 、 胃 仓 （ 3） 、 地 机 （ 2） 、 气 冲 （ 2） 、 曲 泉 （ 2） 、 少 府 （ 2） 、 神 阙 （ 2） 、 中 脘 （ 2） 、 关 门 （ 2） 、 大 杼 （ 1） 、 风 门 （ 1） 、 合 谷 （ 1） 、 解

溪 （ 1） 、 厉 兑 （ 1） 、 曲 池 （ 1） 、 缺 盆 （ 1） 、 膻 中 （ 1） 、 食 关 （ 1） 、 水 道 （ 1） 、 天 枢 （ 1） 、 陷 谷 （ 1） 、 阴 谷 （ 1） 、 阴 市 （ 1） 、 照 海 （ 1） 、 支 沟 （ 1） 、

中 极 （ 1） 、 建 里 （ 1）

下 肢 水 肿 99 14.14 公 孙 （ 10） 、 足 三 里 （ 7） 、 阴 陵 泉 （ 7） 、 解 溪 （ 6） 、 昆 仑 （ 6） 、 复 溜 （ 5） 、 承 山 （ 4） 、 风 市 （ 4） 、 然 谷 （ 4） 、 申 脉 （ 3） 、 阳 陵 泉 （ 3） 、 绝

骨 （ 2） 、 三 阴 交 （ 2） 、 上 巨 虚 （ 2） 、 太 冲 （ 2） 、 太 溪 （ 2） 、 通 谷 （ 2） 、 委 中 （ 2） 、 下 巨 虚 （ 2） 、 小 肠 俞 （ 2） 、 阴 陵 泉 （ 2） 、 血 海 （ 2） 、 大

敦 （ 1） 、 犊 鼻 （ 1） 、 伏 兔 （ 1） 、 行 间 （ 1） 、 肩 井 （ 1） 、 髋 骨 （ 1） 、 内 膝 眼 （ 1） 、 气 冲 （ 1） 、 肾 俞 （ 1） 、 石 门 （ 1） 、 束 骨 （ 1） 、 外 关 （ 1） 、 阳

辅 （ 1） 、 章 门 （ 1） 、 至 阴 （ 1） 、 中 都 （ 1） 、 中 封 （ 1） 、 足 临 泣 （ 1）

四 肢 水 肿 72 10.29 足 三 里 （ 5） 、 水 分 （ 5） 、 合 谷 （ 5） 、 曲 池 （ 5） 、 复 溜 （ 5） 、 丰 隆 （ 4） 、 液 门 （ 4） 、 尺 泽 （ 3） 、 行 间 （ 3） 、 内 庭 （ 3） 、 中 都 （ 3） 、 中 渚 （ 3） 、

解 溪 （ 3） 、 绝 骨 （ 2） 、 列 缺 （ 2） 、 通 里 （ 2） 、 腕 骨 （ 2） 、 阴 陵 泉 （ 2） 、 百 劳 （ 1） 、 肺 俞 （ 1） 、 脾 俞 （ 1） 、 气 海 （ 1） 、 外 关 （ 1） 、 胃 俞 （ 1） 、

囟 门 （ 1） 、 章 门 （ 1） 、 照 海 （ 1） 、 支 沟 （ 1） 、 至 阳 （ 1）

注：相对频率=频数/腧穴总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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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里 -三 阴 交 ； 复 溜 -解 溪 -公 孙 -阳 陵 泉 -阴 陵 泉 -陷 谷 - 厉 兑 -

上 星 ； 石 门 - 神 阙 - 水 沟 - 胃 俞 - 脾 俞 - 中 脘 - 肾 俞 - 水 分 - 气 海 -

太 冲 ； 然 谷 -章 门 。 （ 见 图 2）

图 2 腧穴聚类分析树状图

3 讨 论

中 医 学 认 为 水 肿 发 病 多 由 外 感 风 湿 毒 邪 、 禀 赋 不 足 或 久

病 劳 倦 所 致 ， 肺 、 脾 、 肾 三 脏 功 能 紊 乱 ， 膀 胱 气 化 失 调 ， 三 焦 水

道 不 畅 甚 至 脏 腑 阳 气 衰 竭 皆 为 水 肿 基 本 病 机 [13]。 该 病 以 水 液

代 谢 失 常 为 主 要 特 征 ， 可 引 起 局 部 或 全 身 性 浮 肿 ， 以 阴 阳 为

纲 可 分 为 “ 阴 水 ” “ 阳 水 ” 。 发 汗 、 利 尿 及 攻 下 逐 水 为 水 肿 基 本

治 法 ， 但 病 变 过 程 中 易 出 现 虚 实 夹 杂 、 瘀 水 互 结 或 阴 阳 失 衡

之 象 [1]， 故 治 疗 时 当 审 证 求 因 ， 辨 证 论 治 。 正 如 《 证 治 汇 补 · 水

肿 》 所 言 ： “ 治 水 之 法 ， 行 其 所 无 事 ， 随 表 里 寒 热 上 下 ， 因 其 势

而 利 导 之 。 故 宜 汗 ， 宜 下 ， 宜 渗 ， 宜 清 ， 宜 燥 ， 宜 温 。 六 者 之 中 ，

变 化 莫 拘 。 ”

3.1 高频腧穴、特定穴及腧穴归经分析 治 疗 水 肿 频 数 前 5的

腧 穴 别 为 水 分 、 足 三 里 、 三 阴 交 、 陷 谷 、 合 谷 。 水 分 穴 以 水 液 在

此 处 分 流 而 得 名 ， 善 分 利 水 湿 ， 凡 与 水 液 代 谢 相 关 疾 病 ， 皆 可

取 之 [14]。 足 三 里 为 人 体 “ 四 大 要 穴 ” 之 一 [15]， 五 行 属 土 ， 既 为 胃

经 之 合 穴 亦 为 胃 之 下 合 穴 ， 为 阳 土 之 土 性 穴 ， 是 生 发 胃 气 、 健

脾 利 湿 的 特 效 穴 [16]。 《 针 灸 大 成 · 杂 病 穴 法 歌 》 载 ： “ 小 便 不 通 阴

陵 泉 ， 三 里 泻 下 溺 如 注 ” 。 魏 文 静 等 [17]通 过 动 物 实 验 发 现 ， 电 针

足 三 里 可 改 善 肾 脏 血 管 微 循 环 障 碍 ， 提 高 肾 脏 周 围 毛 细 血 管

血 流 速 度 ， 促 进 水 液 排 出 。 三 阴 交 为 肝 经 、 脾 经 、 肾 经 三 阴 经

之 交 会 ， 可 补 脾 益 肾 、 利 水 渗 湿 。 赵 文 博 [18]通 过 动 物 实 验 发 现 ，

电 针 三 阴 交 可 调 节 血 清 中 醛 固 酮 含 量 ， 减 少 水 钠 潴 留 ， 减 轻

水 肿 症 状 。 吴 兢 等 [19]通 过 临 床 随 机 对 照 试 验 发 现 针 刺 足 三 里 、

三 阴 交 等 腧 穴 ， 配 合 艾 灸 水 分 穴 ， 可 显 著 改 善 中 风 后 患 肢 水

肿 ； 此 三 穴 同 用 可 健 脾 和 胃 ， 利 水 消 肿 。 陷 谷 穴 为 足 阳 明 胃 经

之 输 穴 。 《 难 经 · 六 十 八 难 》 曰 ： “ 俞 主 体 重 节 痛 ” ， 即 输 穴 善 疗

身 体 肿 胀 沉 重 、 肢 体 关 节 疼 痛 之 症 。 刘 美 然 等 [20]通 过 临 床 随 机

对 照 试 验 发 现 ， 针 刺 陷 谷 等 腧 穴 亦 可 促 进 中 风 后 患 肢 水 肿 的

消 退 。 《 症 因 脉 治 》 载 ： “ 肿 症 在 表 者 多 ” ， 水 液 妄 行 泛 溢 肌 肤 而

致 水 肿 ， 发 病 部 位 多 位 于 皮 下 ， 病 位 较 浅 。 《 素 问 · 太 阴 阳 明 论

篇 》 言 ： “ 阳 明 者 表 也 ” 。 合 谷 穴 为 手 阳 明 大 肠 经 之 原 穴 ， 具 疏

风 解 表 、 行 气 活 血 之 效 ， 与 其 他 腧 穴 配 合 使 用 可 祛 除 体 表 之

水 邪 ， 抑 制 水 湿 泛 滥 。

古 代 医 家 针 灸 治 疗 水 肿 与 《 黄 帝 内 经 》 中 “ 以 肾 为 本 ” 的

思 路 略 有 不 同 ， 如 腧 穴 归 经 频 数 前 4 的 经 脉 分 别 为 胃 经 、 任 脉 、

脾 经 及 膀 胱 经 。

首 先 ， 古 代 医 家 针 灸 治 疗 水 肿 重 视 脾 胃 以 加 强 土 性 抑 制

水 湿 泛 溢 。 正 如 《 诸 病 源 候 论 》 所 言 ： “ 肾 者 主 水 ， 脾 胃 俱 主 土 ，

土 性 克 水 。 ” 脾 胃 两 经 互 为 表 里 ， 脾 胃 位 于 中 焦 ， 为 中 宫 之 土 。

《 素 问 · 至 真 要 大 论 篇 》 云 ：“ 诸 湿 肿 满 ， 皆 属 于 脾 。 ” 《 医 门 法 律 ·

水 肿 门 》 亦 云 ： “ 胃 为 水 谷 之 海 ， 水 病 莫 不 本 之 于 胃 ” ， 脾 胃 失

调 故 土 崩 而 不 制 水 。 任 脉 “ 总 任 诸 阴 ” ， 其 别 “ 散 于 腹 ” ， 与 脾 胃

相 通 ， 亦 与 脾 胃 功 能 息 息 相 关 [21]。 故 古 代 医 家 首 选 胃 经 、 任 脉

与 脾 经 ， 以 加 强 中 央 之 土 性 以 培 土 制 水 。 除 此 之 外 ， 特 定 穴 的

选 用 也 紧 紧 围 绕 脾 胃 ， 合 穴 是 特 定 穴 中 使 用 频 率 最 高 者 ， 合 穴

为 各 脏 腑 精 气 集 大 成 之 处 。 阳 经 合 穴 属 土 ， 阴 经 合 穴 属 水 ， 其

不 论 阴 阳 皆 与 水 病 相 关 ， 故 在 选 穴 时 应 重 点 考 虑 。 阴 陵 泉 出

现 频 数 仅 次 于 足 三 里 ， 该 穴 位 于 足 太 阴 脾 经 ， 脾 经 为 太 阴 阴

土 。 阴 陵 泉 可 开 通 水 道 以 治 脾 经 之 阴 湿 ， 为 健 脾 除 湿 常 用

穴 [22]。 吴 莉 莉 等 [23]通 过 动 物 实 验 发 现 ， 针 刺 阴 陵 泉 可 改 善 膀 胱

功 能 ， 促 进 尿 液 排 出 ， 减 少 水 液 积 蓄 。 其 余 特 定 穴 中 ， 章 门 既

是 “ 脏 会 ” 又 是 脾 之 募 穴 ， 中 脘 既 是 “ 腑 会 ” 又 是 胃 之 募 穴 ， 公

孙 、 丰 隆 等 腧 穴 为 脾 胃 经 之 络 穴 ， 以 上 腧 穴 皆 与 脾 胃 功 能 相 关 。

其 次 ， 古 代 医 家 针 灸 治 疗 水 肿 重 视 机 体 阳 气 的 作 用 。 膀

胱 经 为 “ 巨 阳 ” 之 经 ， 是 十 二 经 脉 中 阳 气 最 为 充 盛 的 经 脉 ， 与

“ 阳 脉 之 海 ” 督 脉 相 邻 ， 可 承 督 脉 之 阳 气 而 运 行 全 身 [24]。 《 素 问 ·

脉 解 篇 》 曰 :“ 水 者 阴 气 也 。 ” 《 素 问 · 汤 液 醪 醴 论 篇 》 指 出 ： “ 五 脏

阳 以 竭 也 ， 津 液 充 郭 ” 。 水 肿 在 病 情 发 展 过 程 中 多 出 现 阳 气 衰

竭 ， 阳 虚 则 不 能 温 化 阴 津 ， 导 致 水 液 停 滞 发 为 水 肿 ， 故 保 证 阳

气 充 足 和 运 行 通 畅 是 治 疗 水 肿 的 另 一 要 点 。 古 代 医 家 多 次 使

用 膀 胱 经 之 肾 俞 、 脾 俞 、 胃 俞 等 背 俞 穴 治 疗 水 肿 。 背 俞 穴 为 阳

穴 ， 具 有 调 节 脏 腑 阳 气 的 作 用 ， 可 充 机 体 之 阳 ， 祛 水 肿 之 阴 。

三 阳 经 使 用 频 数 明 显 高 于 三 阴 经 ， 体 现 了 古 代 医 家 “ 阴 病 治

阳 ” 的 治 疗 策 略 ， 使 阳 气 振 奋 得 以 祛 除 水 湿 阴 邪 。 此 外 ， 针 灸

善 “ 从 阴 引 阳 ， 从 阳 引 阴 ” ， 如 在 任 脉 上 取 穴 ， 意 在 阴 中 求 阳 ，

从 根 本 上 调 节 阴 阳 失 衡 来 治 疗 水 肿 。 针 刺 五 脏 俞 配 合 任 脉 灸

治 疗 特 异 性 水 肿 有 良 好 疗 效 [6]。

3.2 关联规则及核心处方分析 复 方 关 联 规 则 结 果 表 明 ， 三

阴 交 - 足 三 里 为 关 联 性 最 强 的 穴 对 。 《 素 问 · 经 脉 别 论 篇 》 言 ：

“ 饮 入 于 胃 ， 游 溢 精 气 ， 上 输 于 脾 。 ” 胃 腑 腐 熟 水 谷 生 成 津 液 ，

脾 为 之 转 输 散 布 全 身 ， 脾 经 三 阴 交 与 胃 经 足 三 里 相 配 可 促 进

脾 胃 相 互 作 用 ， 促 进 津 液 正 常 运 行 ， 以 求 燥 湿 平 衡 ， 积 水 消 退 [25]。

根 据 关 联 规 则 分 析 与 聚 类 分 析 树 状 图 ， 古 代 医 家 针 灸 治

疗 水 肿 核 心 处 方 为 ： 行 间 -内 庭 - 合 谷 - 曲 池 - 足 三 里 - 三 阴 交 。

其 中 内 庭 、 合 谷 、 曲 池 、 足 三 里 皆 为 阳 明 经 穴 。 《 素 问 · 太 阴 阳

明 论 篇 》 言 ： “ 阳 明 者 ， 十 二 经 脉 之 长 也 ， 其 血 气 盛 ” 。 阳 明 经 多

气 多 血 ， 为 气 血 生 化 之 源 ， 刺 阳 明 经 之 穴 可 调 动 全 身 气 血 。 唐

容 川 《 血 证 论 》 云 ： “ 气 与 水 本 属 一 家 ， 治 气 即 是 治 水 ， 治 水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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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治 气 。 ” 行 间 为 肝 经 荥 穴 ， 具 疏 肝 行 气 之 功 ， 可 达 到 气 行 则

水 行 的 目 的 。 《 金 匮 要 略 · 水 气 病 脉 证 并 治 第 十 四 》 载 ： “ 血 不

利 则 为 水 ” 。 三 阴 交 为 血 之 要 穴 ， 泻 法 刺 之 可 行 血 活 血 ， 化 瘀

利 水 。 此 6 穴 为 核 心 腧 穴 配 合 使 用 ， 意 在 从 全 身 气 血 出 发 ， 推

动 机 体 血 液 与 气 机 的 运 行 ， 加 速 水 邪 外 出 。

3.3 聚类分析及不同部位水肿腧穴配伍分析 古 代 医 家 治

疗 水 肿 时 重 视 下 肢 部 选 穴 ， 但 不 同 部 位 的 水 肿 有 着 不 同 腧 穴

配 伍 特 点 。 聚 类 分 析 所 产 生 的 4 个 类 别 与 水 肿 发 生 部 位 关 系

密 切 ， 在 治 疗 时 可 根 据 水 肿 部 位 进 行 腧 穴 的 配 伍 选 取 。 第 一

类 为 液 门 - 中 渚 - 行 间 - 内 庭 - 合 谷 - 曲 池 - 足 三 里 - 三 阴 交 ， 多

用 于 治 疗 四 肢 水 肿 且 包 含 核 心 腧 穴 。 其 中 液 门 、 中 渚 位 于 上

肢 ， 隶 属 三 焦 经 。 《 类 经 · 藏 象 类 》 言 ： “ 上 焦 不 治 则 水 泛 高 原 ，

中 焦 不 治 则 水 留 中 脘 ， 下 焦 不 治 则 水 乱 二 便 。 ” 三 焦 为 水 液 的

重 要 通 道 ， 若 三 焦 气 化 失 常 则 水 液 代 谢 紊 乱 [26]， 且 液 门 穴 意 为

水 液 之 门 ， 可 控 制 水 液 出 入 ， 故 使 用 核 心 穴 位 配 合 液 门 - 中 渚

可 通 利 三 焦 ， 使 水 液 运 行 通 畅 。 王 佟 等 [27]研 究 了 液 门 腧 穴 配 伍

规 律 ， 结 果 显 示 ： 液 门 、 中 渚 、 曲 池 三 穴 配 合 可 治 水 肿 ， 与 本 研

究 结 果 相 符 。

第 二 类 为 复 溜 -解 溪 -公 孙 -阳 陵 泉 -阴 陵 泉 - 陷 谷 - 厉 兑 -

上 星 ， 这 一 类 可 分 为 复 溜 - 解 溪 - 公 孙 - 阳 陵 泉 - 阴 陵 泉 和 陷

谷 -厉 兑 - 上 星 两 部 分 。 复 溜 - 解 溪 - 公 孙 - 阳 陵 泉 - 阴 陵 泉 善

于 治 疗 下 肢 水 肿 。 此 5 个 腧 穴 皆 位 于 下 肢 ， 体 现 了 “ 腧 穴 所 在 ，

主 治 所 在 ” 的 腧 穴 功 能 。 复 溜 为 肾 经 经 穴 ， 五 行 属 金 ， 肾 为 水

脏 ， 复 溜 为 肾 之 母 穴 ， 补 法 刺 之 可 补 肾 利 水 。 张 淋 丹 等 [28] 通 过

随 机 对 照 试 验 发 现 ， 艾 灸 复 溜 穴 治 疗 下 肢 水 肿 患 者 有 良 好 疗

效 。 《 素 问 · 咳 论 篇 》 载 ： “ 浮 肿 者 治 其 经 。 ” 解 溪 为 足 阳 明 胃 经

之 经 穴 ， 针 之 可 益 胃 消 肿 。 公 孙 穴 为 足 太 阴 脾 经 之 络 穴 ， 联 络

脾 经 与 冲 脉 。 “ 冲 为 血 海 ” ， 针 刺 公 孙 可 健 脾 除 湿 ， 活 血 利 水 ，

具 一 穴 两 用 之 效 。 阳 陵 泉 与 阴 陵 泉 分 别 为 胆 经 与 脾 经 之 合

穴 ， 阳 陵 泉 五 行 属 土 ， 阴 陵 泉 五 行 属 水 ， 两 穴 同 用 可 水 土 同

治 ， 正 所 谓 “ 水 土 合 德 ， 世 界 大 成 矣 ” [29]。 陷 谷 - 厉 兑 - 上 星 与

头 面 水 肿 相 关 。 首 先 ， 陷 谷 可 治 水 液 输 布 失 常 的 疾 患 ， 善 治 面

浮 身 肿 。 其 次 ， 《 灵 枢 · 终 始 》 曰 ： “ 病 在 上 者 下 取 之 ， 病 在 下 者

高 取 之 ， 病 在 头 者 取 之 足 ， 病 在 腰 者 取 之 腘 。 ” 陷 谷 、 厉 兑 位 于

人 体 足 部 ， 运 用 此 两 穴 治 疗 头 面 水 肿 ， 体 现 了 上 病 下 治 的 理

论 。 此 外 ， 配 合 病 位 局 部 的 头 部 穴 位 上 星 ， 使 用 上 下 配 穴 之

法 ， 可 加 强 临 床 疗 效 。

第 三 类 为 石 门 - 神 阙 - 水 沟 - 胃 俞 - 脾 俞 - 中 脘 - 肾 俞 - 水

分 -气 海 - 太 冲 ， 用 于 治 疗 全 身 水 肿 。 其 中 石 门 、 神 阙 、 中 脘 、 水

分 、 气 海 为 任 脉 腧 穴 。 任 脉 为 “ 阴 脉 之 海 ” ， 统 摄 全 身 阴 津 ； 集

中 针 灸 任 脉 腧 穴 ， 可 固 摄 阴 液 ； 石 门 、 中 脘 为 募 穴 ， 与 胃 俞 、 脾

俞 及 肾 俞 形 成 俞 募 配 穴 。 《 难 经 本 义 》 言 ： “ 脏 腑 腹 背 ， 气 相 通

应 ” ， 腹 背 穴 位 配 合 ， 可 全 方 位 治 疗 全 身 水 肿 。 太 冲 为 肝 经 原

穴 ， 肝 主 气 化 ； 太 冲 穴 与 气 机 之 海 — —— 气 海 穴 共 同 使 用 ， 可 推

动 全 身 气 机 ， 增 强 行 气 除 水 之 效 。 《 针 灸 甲 乙 经 》 载 ： “ 水 肿 , 人

中 尽 满 , 唇 反 者 死 , 水 沟 主 之 。 ” 水 沟 善 沟 通 任 脉 、 督 脉 ， 刺 之 可

使 任 脉 、 督 脉 阴 阳 相 接 ， 快 速 恢 复 人 体 阴 阳 失 衡 状 态 。 阴 阳 平

衡 则 水 肿 自 消 。

第 四 类 为 然 谷 - 章 门 ， 与 胸 腹 部 水 肿 相 关 。 胸 腹 部 水 肿 多

责 之 于 肝 脾 [30]。 章 门 穴 位 于 胸 胁 处 ， 归 肝 经 ， 为 八 会 穴 中 的 脏

会 ； 五 脏 之 气 皆 会 于 此 ， 此 穴 可 疏 肝 健 脾 。 章 门 配 合 肾 经 荥 穴

然 谷 穴 ， 可 肝 脾 肾 同 调 ， 恢 复 脏 腑 功 能 ， 使 得 肝 疏 泄 有 度 ， 肾

封 藏 得 当 ， 脾 运 化 正 常 ， 水 液 代 谢 恢 复 ， 故 水 肿 症 状 减 轻 。

综 上 所 述 ， 古 代 医 家 在 使 用 针 灸 治 疗 水 肿 时 主 要 围 绕 “ 培

土 制 水 ” “ 通 阳 利 水 ” “ 气 行 水 行 ” “ 血 行 水 行 ” 4 个 基 本 思 路 ， 以

足 阳 明 胃 经 、 任 脉 、 足 太 阴 脾 经 、 足 太 阳 膀 胱 经 作 为 循 经 取 穴

时 的 首 选 经 络 ， 以 核 心 处 方 为 基 础 ， 结 合 特 定 穴 及 水 肿 发 病

部 位 进 行 多 维 度 穴 位 选 取 ， 选 穴 灵 活 、 范 围 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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