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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基于数据挖掘总结耳穴治疗儿童多发性抽动症选穴规律研究.方法　检索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耳穴治疗儿童多发性抽动症的文献,建立数据库,通过频数

统计、分布、聚类分析、复杂网络分析对数据进行研究.结果　共纳入耳穴３３个,累计使用频次２９５次,其
中频次在４次及以上的穴位共１６个,累计使用频率达９２２％,将其视为高频穴,位于前１６位的分别为肝、

神门、心、肾、脾、皮质下、内分泌、缘中、胃、交感、口、肾上腺、脑干、眼、咽喉、肺.耳穴分布多位于耳甲、对耳

屏、耳屏.聚类分析包括４类,涉及组合有肺、咽喉;神门、皮质下、肾上腺等.复杂网络分析穴位排名前７
的节点为心、肝、脾、肾、神门、皮质下、内分泌,耳穴联系强链接为肝Ｇ神门,心Ｇ肝.结论　耳穴治疗小儿多

发性抽动症主要通过心、肝、神门、脾、肾等穴位起到宁心安神、平肝息风,补肾健脾的作用,并为临床发展

新型处方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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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ruleofselectingauricularacupointsforthetreatmentofchildren＇smultipleticsbydatamining
technology　CHENYaqin,JIANGShimeng,CHENYuyan．ZhejiangProvincialHospitalofTraditional
ChineseMedicine,Hangzhou３１０００６,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Basedondatamining,tosummarizethestudyontheruleofselectingauricular
acupointsforthetreatmentofchildrenwithmultipleticsyndromes．Methods　SearchtheChineseJournal
FullＧtextDatabase(CNKI)andWanfangDataKnowledgeServicePlatformfortheliteratureonthetreatmentfor
children＇smultipleticsyndromeandestablishadatabase;conductaresearchonthedatathroughfrequency
statistics,distribution,clusteranalysisandcomplexnetworkanalysis．Results　Atotalof３３auricularacupoints
wereincluded,withacumulativefrequencyof２９５times,ofwhichtherewere１６acupointswithafrequency
of４ormoretimes,withacumulativefrequencyof９２．２％,andtheywereregardedashighＧfrequencyacupoints;

thefirst１６acupointswereliver,Shenmen,heart,kidney,spleen,subcortical,endocrine,marginal,stomach,

sympathetic,mouth,adrenalgland,brainstem,eye,throatandlung．Theauricularacupointsweremostly
locatedintheconcha,antitragusandtragus．Clusteranalysisincluded４categories,involvingthecombinationof
lungandthroat,Shenmen,subcorticalandadrenalglands,etc．Thetop７nodesofacupointsincomplex
networkanalysiswereheart,liver,spleen,kidney,Shenmen,subcortex,andendocrine．Thestronglinks
ofearacupointswereliverＧShenmenandheartＧliver．Conclusion　Thetreatmentwithearacupointsforchildren
withmultipleticsismainlythroughsuchacupointsastheheart,liver,Shenmen,spleen,andkidneys,

whichsoothestheheartandnerves,calmstheliverandwind,andinvigoratethekidneyandspleen,providinga
referencefortheclinicaldevelopmentofnewprescriptions．

【Keywords】　Tourettesyndrome;　Earacupoints;　Ruleofacupointselection;　Datamining

７３４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２０２２年１０月第１４卷第５期　ChinPediatrIntegrTraditWestMed,Oct２０２２,Vol１４,No．５



　　抽动障碍是一种起病于儿童时期、以抽动为主

要表现的神经精神疾病.其表现为一种不自主、无
目的、快速、刻板的肌肉收缩[１],本病以５~１０岁儿

童最多见,１０~１２岁表现最严重[２].根据临床特点

和病程长短,抽动障碍分为短暂性抽动障碍、慢性抽

动障 碍 和 Tourette综 合 征 (Tourettesyndrome,

TS)３种类型[３],其中 TS是最严重的类型.
多发性抽动症又称为 TS,是抽动障碍的亚型之

一,其症状较复杂,病情较重,易反复,病程较长,且
共患病较多,难治愈等特点.儿童和青少年 TS的

患病率约为０３％~０９％,男孩多于女孩,男女比

例约为４∶１[４].TS病情易反复,迁延难愈,且仍有

增加的趋势,已成为危害儿童健康的常见严重慢性

疾病之一[５].有研究显示在接受治疗的情况下,约

１９４％的患儿在青春期后仍有明显症状,且无自愈

的报道.因此,临床上应重视多发性抽动症患儿的

早期干预治疗[６].
目前西医对多发性抽动症的患儿主要以药物、

心理行为干预、外科手术等为主,西药虽可快速缓解

抽动症的临床症状,但不良反应较大,以及儿童和青

少年特殊的生理状态,可选药物较少[７].穴贴敷疗

法是在中医和针灸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耳部某个

穴位贴敷颗粒状药物,通过刺激达成治疗效果的一

种外治疗法[８].它作为针灸学的重要组部分,有其

丰富的中医理论内涵.«阴阳十一脉灸经»是迄今已

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专著,其中便记载了与上

肢、眼、颊、咽喉相联系的“耳脉”.«灵枢口问»说:
“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说明耳与经络关系密切.通

过经络的联系,耳与全身各脏腑组织器官形成了不

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五脏六腑的病变会反映到耳,
并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刺激相应的耳穴则可通过调

整脏腑阴阳,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９].耳穴疗法治

疗抽动障碍的 Meta分析显示穴疗法联合常规疗法

在临床总有效率、降低 YGTSS评分以及临床症状

改善方面优于常规疗法[１０].但由于多发性抽动症

的证型多样、耳穴取穴繁杂,故笔者对近２０余年耳

穴或耳穴联合中西医治疗的文献进行筛选、整理,借
助现代数据挖掘方法,深入挖掘治疗耳穴治疗多发

性抽动症的核心穴位及取穴规律,以更好地协助临

床诊疗.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检索２０００~２０２１年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１２　文献检索策略　以主题词检索,三组核心检索

词共同组成检索式:(１)“TS”“多发性抽动症”“抽动

秽语综合征”“Tourette综合征”;(２)“儿童”“小儿”;
(３)“耳针”“耳穴压豆”“耳豆”“耳穴埋针”.

１３　文献纳入及筛选标准

１３１　纳入标准　(１)以耳穴为主或耳穴联合中

药、西药等治疗多发性抽动症文献;(２)文献中的受试

者符合多发性抽动症的西医诊断标准;(３)文献中的

耳穴主穴位明确;(４)治疗结果显示有效(P＜００５).

１３２　排除标准　(１)文献中包含了其他疾病导致

抽动的受试者;(２)个案报道、动物实验研究、文献综

述等文献.

１４　分析方法　在 MicrosoftExcel中录入相关数

据,建立数据库.记录的所有处方所涉及的穴位,均
参考２００８年修订的国家标准«耳穴名称与定位»
(GB/T１３７３４Ｇ２００８)进行统一规范.如脑点命名为

缘中,参照«耳穴名称与定位»(GB/T１３７３４Ｇ２００８)
对耳穴位置进行判定及统计.应用Excel对数据进

行整理,对耳穴频数、位置进行统计;运用 SPSS
２５０软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运用 SPSS Modeler
１８０进行复杂网络分析.

２　结果

经上述纳入及排除标准后,共查得文献５６篇,其
中有效治疗耳穴处方共４３个,其中涉及耳穴３３个.

２１　耳穴频数　经筛选纳入的文献中,累计耳穴使

用频次２９５次,涉及耳穴３３个.其中频次在４次及

以上的耳穴共１６个,总频次２７２次,累计使用频率

达９２２％,将其视作高频药物,见表１.其中６个耳

穴仅出现１次.
表１　治疗多发性抽动高频耳穴(使用频次≥４次)

耳穴 频数(次) 频次(％) 耳穴 频数(次) 频次(％)

肝 ４０ １４．９ 内分泌 １８ ６．７

神门 ３９ １４．５ 缘中 １７ ６．３

心 ３２ １１．９ 胃 １１ ４．１

肾 ２９ １０．８ 交感 １０ ３．７

脾 ２７ １０．１ 口、肾上腺 ５ １．９

皮质下 ２３ ８．６ 脑干、眼、咽喉、肺 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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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穴位分布统计　参照２００８年修订的国家标准

«耳穴名称与定位»(GB/T１３７３４—２００８)进行耳穴

分布统计.耳穴分布中,前三位的是耳甲、对耳屏、
耳屏.耳甲耳穴使用最多(频率２９０％),其次是对

耳屏(频率１６１％)、耳屏(频率１２９％),见表２.

２３　耳穴聚类分析　运用SPSS２５０软件对中药

使用频次≥４次的１６个耳穴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见
图１.纵轴为耳穴名,横轴为耳穴间“距离”,距离越

近说明两耳穴间联系越密切.本研究取距离为２０
进行耳穴的聚类,形成４类新的耳穴组合.见表３.

表２　治疗多发性抽动症的耳穴分布

序号 分布 频数/次 序号 分布 频数/次

１ 对耳轮 ２ ６ 耳垂 ２

２ 三角窝 １ ７ 耳背 ２

３ 耳屏 ４ ８ 耳轮 ３

４ 对耳屏 ５ ９ 耳舟 １

５ 耳甲 ９ １０ 经验穴 ２

图１　治疗多发性抽动症耳穴聚类分析结果

表３　治疗多发性抽动症耳穴聚类分析

组合 耳穴个数 耳穴名称

C１ ５ 口、眼、内分泌、脑干、交感

C２ ３ 神门、皮质下、肾上腺

C３ ２ 咽喉、肺

C４ ６ 心、肝、脾、胃、肾、缘中

２４　复杂网络分析　运用SPSSModeler１８０对

纳入的处方进行复杂网络分析,更清晰地反映耳穴

之间的关联.耳穴节点度与耳穴核心程度呈正相

关,耳穴联系紧密度与耳穴配伍核心度呈正相关.
其中共涉及耳穴１９个,见图２.

３　讨论

历代中医文献中无抽动的明确病名,关于抽动

的描述散见于“目连劄”“鼻鼽”“瘛疭”“筋惕肉瞤”
“肝风证”等文献中.当代中医学者多将抽动障碍归

结为“痉病”“肝风”“抽搐”“慢惊风”等范畴,责其病

因多先天禀赋不足、外邪所侵、调摄失宜,病位主要

责之在肝,与心、脾、肾、肺密切相关[１１].小儿乃稚阴

稚阳之体,肝常有余,小儿情绪易波动,且神气怯弱,

节点颜色越深,耳穴使用频次越高;

节点连线越深,穴位联系越紧密

图２　治疗多发性抽动症耳穴的复杂网络分析

不耐刺激,易受外界干扰.现代社会小儿受各种环

境、饮食等外在因素影响,又面临学业压力过大、家庭

教育过于严苛以及受父母不良情绪影响等诸多因素,
致使儿童易因情志刺激而诱发此病[１２].结合小儿

“少阳之体”“肝常有余”的生理特点,病理上易从火

化,肝失疏泄,气郁化火,发为抽动;心常有余,受外界

干扰则心火易动,心阴失养,发为抽动;小儿脾常不

足,加之饮食不节,喜荤菜,脾失健运,易生痰生湿,发
为抽动;“肾常虚”,肾阴不足,水不涵木,肝阳亢动;肺
常不足,易受外邪,外风引动内风,发为抽动[１３].

本研究中出现高频耳穴包括肝、神门、心、肾、
脾、皮质下、内分泌、缘中、胃、交感等,其中肝使用频

率最高,为４０次.其次为神门３９次.«素问至真

要大论»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其中,肝穴疏肝

理气、镇惊熄风;神门镇静安神,解痉止痛等作用,有
研究表明神门穴能舒缓情绪,抑制亢进状态[１４Ｇ１５].
肝、神门耳穴相配,共奏疏肝理气,宁心止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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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分布中,前三位的是耳甲、对耳屏、耳屏.
耳甲耳穴使用最多,频率为２９０％.耳穴在耳郭的

分布犹如一个倒置在子宫内的胎儿,耳甲区有高频耳

穴７个,有肝、心、脾、肺、肾等穴位,能调节脏腑功能,
平衡阴阳,息风止动.黄丽春[１６]对耳郭做了大量的

电测定,当人躯体、内脏组织、器官患病时,与病变部

位相关的耳穴上电阻值明显降低１０~１５倍,刺激耳

穴能调理阴阳脏腑,使机体恢复阴平阳秘的状态.对

耳屏的穴位有皮质下、缘中、脑干,按照西医理论取

穴,按压可刺激大脑皮质,维持植物神经功能等.
从聚类分析中可知４类耳穴,C１:口、眼、内分

泌、脑干、交感,多位于耳甲及对耳屏,能有效缓眨

眼、努嘴等面部抽动.C２:神门、皮质下、肾上腺,大
多数学者认为 TS的发生与神经递质Ｇ神经内分泌

功能失调有关[１７],按压神门、皮质下、肾上腺等可调

节神经系统节律、刺激大脑皮质及植物神经功能.

C３:咽喉、肺,咽喉为肺卫的门户,风邪外袭,首先犯

肺,引动内风,刺激肺、咽喉能有效驱邪外出,息风止

动.C４:心、肝、脾、胃、肾、缘中,多位于耳甲,心、肾
二穴沟通心肾,宁心安神、补肾益精.有研究者认为

TS主要病位在脑.缘中又称脑点,脑为髓海,通过

按压缘中能够达到充养髓海,神志安和的功效.脾

穴健脾化湿除痰;皮质下调节大脑皮质功能,交感调

节交感神经,内分泌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通

过对上面的穴位有机组合,从而达到进一步安神镇

静止动的作用.
根据复杂网络分析,１９个耳穴排名前１０的节

点为:肝、神门、心、肾、脾、皮质下、内分泌、交感、缘
中、口,与前１０味高频数耳穴保持一致.其中肝Ｇ神

门、心Ｇ肝链接最强,肝在五行属木,心在五行属火,
为母子相生关系.木气生火,情志失调,扰动心神,
或心火亢盛,子病及母,致风火相煽[１８].耳穴本身

就具有双向调节的作用,耳穴通过神经和神经体液

免疫调节发挥作用,保持内环境稳态[１９],从而达到

调整脏腑,调节阴阳.
综上,本研究采用数据挖掘,共纳入耳穴３３个,

位于前１６位的分别为肝、神门、心、肾、脾、皮质下、
内分泌、缘中、胃、交感、口、肾上腺、脑干、眼、咽喉、
肺.耳穴分布多位于耳甲、对耳屏、耳屏.聚类分析

包括４类,涉及组合有肺、咽喉;神门、皮质下、肾上腺

等.复杂网络分析穴位排名前７的节点为心、肝、脾、
肾、神门、皮质下、内分泌,耳穴联系强链接为肝Ｇ神

门,心Ｇ肝.耳穴治疗小儿多发性抽动症主要通过

心、肝、神门、脾、肾等穴位起到宁心安神、平肝息风,
补肾健脾的作用,并为临床发展新型处方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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