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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 5)分析现代文献中针刺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穴位配伍规律,总结针刺

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核心组合。 方法:检索 1999—2019 年中国知网(CNKI)、万方(WANFANG
 

DATA)、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

据库(VIP)中收录的针刺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相关的临床研究文献,利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 5)分析临床针刺处方,统计常

用穴位的频次、穴位组合以及核心穴位组合,并提取出治疗的新处方。 结果:共纳入 112 篇文献,涉及 56 个穴位,发现针刺治

疗膝骨性关节炎常用穴位使用频次前 10 位为犊鼻、内膝眼、阳陵泉、血海、梁丘、足三里、阴陵泉、鹤顶、阿是穴和膝阳关,常用

穴位组合为“犊鼻、内膝眼”“犊鼻、阳陵泉”“犊鼻、血海”“阳陵泉、内膝眼”“犊鼻、阳陵泉、内膝眼”等,归纳出针刺治疗膝骨性

关节炎的新处方 5 个。 结论:利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对针刺治疗膝骨性关节炎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可以为临床治疗膝骨性关

节炎提供新的临床用穴思路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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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骨性关节炎好发于中老年人,是一种以关节软骨出

现退行性改变、关节边缘骨赘的形成为主要特征,以疼痛、
关节屈伸障碍等为主要表现的临床常见疾病[1] 。 目前的治

疗方法主要以对症治疗为主,以改善膝关节疼痛及关节屈

伸为目的。 针刺作为一种毒副作用较小,临床治疗病谱广

的传统疗法,对膝骨性关节炎具有良好的疗效[2-4] ,但针刺

对膝骨性关节炎的穴位配伍规律的文献研究较少。 本研究

通过对中文数据库内的期刊文献进行检索,收集近 20 年来

针刺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文献,将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处

方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V2. 5)系统内,并对其进行数据

挖掘,分析提出针刺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核心处合,提取治

疗该病的新组方,为针刺治疗膝骨性关节炎提供新的临床

用穴思路与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检索策略 　 选择万方( WANFANG
 

DATA)、维普中文

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中国知网(CNKI)等中文数据库,以
“针刺”和“膝骨性关节炎”为检索词进行检索,检索日期为

199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对中文数据库中涉及以针刺治

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文献进行收集,汇总录入至 Ex-
cel 表内“针刺治疗膝骨性关节炎”数据库中。
1. 2　 规范和统一穴位名称　 对符合纳入标准文献的针刺

处方,在录入系统软件前参考《经络腧穴学》 [ 5] 中的腧穴

知识对穴位名称进行规范化处理。 如“ 内犊鼻” 统一为

“内膝眼” ;“外膝眼” 统一为“ 犊鼻” ;“ 绝骨” 统一为“ 悬

钟”等。
1. 3　 数据分析　 利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V2. 5) [6] 内的数

据分析栏,运用其中的频次统计、组方规律、新方分析、关联

规则和聚类算法等相关功能,对所录入的文献数据进行挖

掘与分析。
1. 4　 处方的录入与核对　 将统一规范化的针刺处方录至中

医传承辅助平台系统,为保证录入数据的准确性,由双人 2
组进行数据录入,一组将针刺处方录入系统后,另一组负责

对数据进行复核,以避免在录入过程中出现纰漏,影响最终

的分析结果。
2　 选择标准

2. 1　 纳入标准　 1)文献中明确诊断为膝骨性关节炎;2)以

单纯针刺治疗,或针刺结合其他治疗方法,但以针刺治疗为

主的临床研究文献;3)有明确的疗效标准的临床研究文献,
有具体的针刺处方并且临床疗效确切。
2. 2　 排除标准　 1)重复发表的文献,仅取 1 次;2)以针刺

为辅助疗法或采用针药结合为治疗方法的文献;3)综述及

未明确给出处方的文献;4) 未找到全文的文献;5) 学位论

文、会议论文;6) 以动物作为实验对象的基础研究文献;
7)运用现代针灸疗法的文献(如腹针、浮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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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分析

　 　 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V2. 5)系统“临床采集”功能,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针刺处方录入其中,建立针刺治疗膝骨

性关节炎的数据库。 运用系统内“数据分析”模块中的“频

次分析”功能,分析穴位的使用频次;运用“组方分析”功能,
设置支持度个数为 40,置信度为 0. 6,分析穴位组合的出现

频次及穴位之间的关联规则及其置信度;运用“新方分析”
功能,设置相关度为 8,惩罚度为 2,通过聚类分析数据,系统

可分析出用于创制新方的核心组合,并再次通过聚类能归

纳出针刺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新处方。
4　 结　 　 果

　 　 对上述中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共得到文献 1526 篇,其中

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 112 篇。
4. 1　 常用穴位频次统计　 对录入系统软件内的 112 个针刺

处方进行“频次统计”,可得到 56 个穴位的出现频次,按照

频次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发现使用频次高于 5 次的穴位有

19 个。 前 10 位的穴位依次是犊鼻、内膝眼、阳陵泉、血海、
梁丘、足三里、阴陵泉、鹤顶、阿是穴和膝阳关,且使用频次

均为 20 次以上。 (见表 1)
表 1　 穴位频次分析结果

序号 穴位 频次(次) 序号 穴位 频次(次)
1 犊鼻 100 11 三阴交 16
2 内膝眼 94 12 委中 16
3 阳陵泉 88 13 太溪 14
4 血海 85 14 悬钟 11
5 梁丘 76 15 肾俞 10
6 足三里 75 16 丰隆 8
7 阴陵泉 70 17 膝关 8
8 鹤顶 47 18 太冲 7
9 阿是穴 41 19 伏兔 6

10 膝阳关 20

　 　 注:频次≥6 次。
4. 2　 基于关联规则穴位组合规律分析 　 运用系统软件内

功能面板模块中的“组方分析”,将“支持度个数”设为 40,
置信度设为 0. 6,点击搜索“用药模式”得到穴位的处方配伍

规律组合。 对运算出的穴位组合由高到低进行频次排序,
其中前 7 位的依次是“犊鼻、内膝眼”“犊鼻、阳陵泉”“犊鼻、
血海”“阳陵泉、内膝眼” “犊鼻、阳陵泉、内膝眼” “犊鼻、梁
丘”“血海、内膝眼”,频次均大于 70 次,详见表 2。 随后运用

“规则分析”,得出具体的穴位组合关联规则,详见表 3。 通

过系统内的“网络展示”功能可以将分析出来穴位之间的关

联性进行网络化展示,如图 1 所示。
4. 3　 新组方分析 　 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中的“新方分

析”功能,将相关度设置为 8,惩罚度设为 2,对所统计的数据

进行“聚类”分析,提取数据内的核心处方,演化出的核心组

合由 3~ 5 个穴位组成。 在新方分析的基础上,对“核心组

合”进行提取,可归纳出新的针刺处方 5 个。 (见表 4、表 5)

表 2　 穴位模式分析结果

序号 穴位模式
频次
(次) 序号 穴位模式

频次
(次)

1 犊鼻、内膝眼 91 11 梁丘、血海 68
2 犊鼻、阳陵泉 81 12 内膝眼、足三里 66
3 犊鼻、血海 77 13 阳陵泉、梁丘 65
4 阳陵泉、内膝眼 74 14 梁丘、内膝眼 64
5 犊鼻、阳陵泉、内膝眼 72 15 犊鼻、阴陵泉 63
6 犊鼻、梁丘 71 16 阳陵泉、足三里 63
7 血海、内膝眼 71 17 犊鼻、阳陵泉、血海 63
8 犊鼻、足三里 69 18 犊鼻、梁丘、血海 63
9 犊鼻、血海、内膝眼 69 19 犊鼻、梁丘、内膝眼 63

10 阳陵泉、血海 68 20 犊鼻、内膝眼、足三里 63

　 　 注:频次≥63 次。
表 3　 穴位组合关联规则分析结果

序号 穴位规则 置信度

1 阿是穴→内膝眼 1

2 梁丘、内膝眼→犊鼻 0. 984375

3 阳陵泉、血海、内膝眼→犊鼻 0. 982142857

4 梁丘、血海、内膝眼→犊鼻 0. 982142857

5 阳陵泉、梁丘、内膝眼→犊鼻 0. 981481481

6 血海、内膝眼、阴陵泉→犊鼻 0. 979591837

7 阳陵泉、梁丘、血海、内膝眼→犊鼻 0. 978723404

8 梁丘、内膝眼、足三里→犊鼻 0. 977272727

9 阳陵泉、血海、内膝眼、阴陵泉→犊鼻 0. 976190476

10 梁丘、内膝眼、阴陵泉→犊鼻 0. 975609756

11 阳陵泉、血海、内膝眼、足三里→犊鼻 0. 975609756

12 血海、内膝眼、阴陵泉、足三里→犊鼻 0. 975609756

13 阳陵泉、内膝眼→犊鼻 0. 972972973

14 血海、内膝眼→犊鼻 0. 971830986

15 内膝眼→犊鼻 0. 968085106

16 内膝眼、阴陵泉→犊鼻 0. 966666667

17 阳陵泉、内膝眼、足三里→犊鼻 0. 962962963

18 阳陵泉、内膝眼、阴陵泉→犊鼻 0. 962264151

19 血海、内膝眼、足三里→犊鼻 0. 961538462

20 内膝眼、阴陵泉、足三里→犊鼻 0. 96

　 　 注:“→”表示左边穴位与右边穴位作为组合同时出现,
置信度越接近 1,组合出现的概率越大。

表 4　 核心穴位组合分析结果

序号 核心组合 序号 核心组合

1 梁丘、委阳、血海 6 梁丘、委阳、承山

2 阳陵泉、阴陵泉、足三里 7 阴陵泉、足三里、阴市

3 内膝眼、鹤顶、阴市 8 气海、犊鼻、内关

4 曲池、丰隆、肾俞 9 太溪、丰隆、肾俞、地机、肝俞

5 委中、膝关、委阳、承山 10 委中、膝关、委阳、阴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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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穴位组合网络展示图

表 5　 新处方分析结果

序号 新方组合

1 梁丘、委阳、血海、承山

2 阳陵泉、阴陵泉、足三里、阴市

3 内膝眼、鹤顶、阴市、气海、犊鼻、内关

4 曲池、丰隆、肾俞、太溪、地机、肝俞

5 委中、膝关、委阳、承山、阴谷

5　 讨　 　 论

　 　 本次研究利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 5)的数据分析功

能对针刺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数据进行挖掘,总结分

析针刺治疗该病的选穴配穴规律,以便为针刺临床治疗膝

骨性关节炎提供新的治疗思路及方法。 此次研究共纳入分

析 112 篇现代临床文献,共涉及 56 个穴位,通过系统的关联

算法分析,提炼出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常用穴位有犊鼻、内
膝眼、阳陵泉、血海、梁丘、足三里、阴陵泉、鹤顶、阿是穴和

膝阳关等;提取的常用穴位组合有“犊鼻、内膝眼” “犊鼻、阳
陵泉”“犊鼻、血海” “阳陵泉、内膝眼” “犊鼻、阳陵泉、内膝

眼”等。 运用聚类分析算法,归纳出新的针刺处方共计 5
个,如下所示:1)梁丘、委阳、血海、承山;2)阳陵泉、阴陵泉、
足三里、阴市;3)内膝眼、鹤顶、阴市、气海、犊鼻、内关;4)曲

池、丰隆、肾俞、太溪、地机、肝俞;5)委中、膝关、委阳、承山、
阴谷。

中医学认为膝骨性关节炎属“痹证”范畴[7] 。 膝骨性关

节炎多因中年以后出现肝肾亏虚,气血不足,造成筋脉失于

濡养,不荣则痛,或复感风寒湿外邪,致使经络痹阻,气血瘀

阻,气机不畅,不通则痛,发为本病[8] 。 《素问·痹论》中指

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因此可将膝骨性关节

炎的中医证型归纳为肝肾亏虚型、气滞血瘀型以及寒湿痹

阻型[9-10] 。 结合上述疾病证型对新处方进行分析,从经络

学说来看,新处方所涉及穴位的归属经脉大部分都循行过

膝部,按照“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规律,可用于膝骨性关

节炎的治疗;同时大部分常用穴位是位于膝关节周围,也符

合“腧穴所在,主治所及”的治疗原则。 随后针对各个处方

规律分析如下。
新组方 1 由梁丘、委阳、血海和承山组成。 梁丘为胃经

郄穴,用于急性疼痛治疗,有理气和胃、通经活络的功效,其
主治病证有膝关节肿痛、屈伸不利。 血海是脾经的腧穴,具
有活血、通络、止痛的功效。 委阳、承山均为膀胱经的腧穴,
委阳是足太阳膀胱经天部阳气在此聚集之处,具有舒筋活

络的功效。 承山能舒筋活络、理气止痛,可用于腰腿等疾患

的治疗。 因此新方 1 的四穴组合具有行气活血、通经止痛的

功效,故对气滞血瘀型的膝骨性关节炎有较好的疗效。
新组方 2 是由阳陵泉、阴市、阴陵泉和足三里组成。 合

穴可用于治疗骨髓筋脉失濡养之疾病,阳陵泉为胆经合穴,
八会穴之筋会,具有舒筋活络、散寒止痛的功效[11] ,临床常

用其治疗膝部疾患。 阴市为胃经腧穴,具有散寒除湿、通经

络、利关节、强腰膝等作用。 阴陵泉为脾经合穴,能清利湿

热、健脾理气、通经活络。 足三里为胃经合穴,具有补中益

气、疏风化湿、调理脾胃等作用,是治疗膝关节诸病的要

穴[12] 。 由此可见新方 2 中的四穴合用能舒筋活络、散寒

除湿。
新组方 3 是由气海、阴市、犊鼻、内膝眼、鹤顶和内关组

成。 气海为任脉腧穴,具有益气助阳、调经固经的功效,为
强壮保健要穴。 阴市和犊鼻为胃经腧穴,阴市有散寒除湿

等功效;犊鼻具有疏风散寒、理气消肿止痛、通经络之功。
内膝眼为经外奇穴,与犊鼻合用,可疏通膝关节处的经络气

血,共奏祛风散寒、消肿止痛之功[13] 。 鹤顶亦为经外奇穴,
主治膝痛、鹤膝风等;内关为心包经之络穴,具有理气镇痛、
疏导水湿的功能,能联络三焦经,促进人体气血的生成、运
行,可用于治疗筋失濡养之症[14] ,即可用于膝骨性关节炎的

治疗。 因此新方 3 的腧穴组合能够散寒除湿、舒筋通络。
新处方 4 由太溪、曲池、丰隆、地机、肾俞和肝俞组成。

太溪为肾经的原穴、输穴,具有补肾壮骨等作用。 《难经·
六十八难》提到:“俞主体重节痛”,故俞穴可用于膝关节炎

的治疗。 曲池为大肠经的合穴,丰隆为胃经络穴,大肠经与

胃经互为表里,阳明经为多气多血之经脉,可用于调理脾胃

气血,《难经集注》中提及肾脏亏虚,肾精不足,骨髓筋脉失

濡养,应取合穴[15] ,可见曲池、丰隆二穴能治疗骨髓筋脉失

濡养之疾病。 地机为脾经郄穴,在临床上多用于急性病的

治疗,该穴可使脾所运化的水谷精微随地部经水运化到人

体各部。 肝俞、肾俞为肝肾两脏之背俞穴,二者合用具有补

益肝肾的功效。 由此可见新方 4 有补益肝肾、舒筋活络、调
理气血之功效,故可用于治疗肝肾亏虚型的膝骨性关节炎。

新组方 5 由委中、委阳、承山、膝关和阴谷。 委中、委阳、
承山为膀胱经的腧穴,其中委中是膀胱经水湿之气聚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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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具有舒筋活络、祛风除湿的作用;委阳为膀胱经的天部

阳气聚集之地,富含水湿,能通三焦、疏水道、利膀胱;承山

穴具有理气止痛、舒筋活络的功效;膝关为肝经上行之气中

滞重的水湿沉降之处,具有降浊升清的功能,能宣痹通络、
散风除湿、疏通关节。 阴谷为肾经合穴,是肾经的水湿之气

汇合之处,具有益肾调经、理气止痛的功效,主治膝痛等。
故可知新方 5 腧穴配伍可以达到散寒除湿、舒筋活络、理气

止痛的效果。 因此新组方 2、新组方 3 和新组方 5 均可用于

治疗寒湿痹阻型的膝骨性关节炎。
综上所述,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V2. 5)对针刺治疗

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处方中的选穴组方规律进行分析,得
到了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穴位核心组合,并归纳出 5 个新的

针刺处方,可为针刺治疗膝骨性关节炎提供选穴依据与参

考。 同样也为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对针灸治疗的其他疾病的

选穴、组方等规律分析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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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7 页)针灸、推拿、拔罐、刮痧、穴位埋线等疗法。
研究表明,多种中药具有减肥降脂功效,如生大黄、苍术、泽
泻、丹参、生山楂、黄芪、白术等[7] 。 针灸通过中枢和外周作

用机制,不仅能够有效减轻体质量,还能减轻肥胖并发症,
改善内分泌失调的症状[8] 。 超重及肥胖者可根据自身健康

状态条件,配合中医特色干预方法改善肥胖状态,提高生活

质量,预防肥胖相关疾病的发生和加剧。
　 　 超重及肥胖不仅严重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

量,还消耗大量的卫生资源,我们必须认识到控制和降低肥

胖症发病率的重要性。 一方面,通过健康宣教提高市民对

于超重及肥胖的预防观念和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积极参加全民健身计划;另一方面,对于肥胖症患者采

用科学膳食、运动等综合性干预措施,积极配合中医药治疗

手段,不仅有利于降低医疗成本,提高患者依从性,减少医

保开支,还有利于减少肥胖人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
瘤等慢性病的发病率,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可获

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卫生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 　 葛均波,徐永健 . 内科学 [ M]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769.

[2] 　 曹佳莉,卢新政 . 2013 美国心脏协会 / 美国心脏病学院 / 美国

肥胖学会关于成人超重与肥胖管理指南解读[ J] . 中华高血

压杂志,2014,22(9):813.

[3] 　 蒋培玲 . 专家解读 《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15)》指出,需重视农村老人儿童营养状况超重肥胖也是

一种营养不良[N]. 农民日报,2015-7-10(6).

[4] 　 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数据汇总分析协作组 . 我国成人体重指数

和腰围对相关疾病危险因素异常的预测价值:适宜体重指数和腰

围切点的研究[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2,23(1):5-10.

[5] 　 张柳,刘红伟,王丹,等 . 中医治疗单纯性肥胖临床研究概

述[J]. 实用中医药杂志,2013,29(9):780-782.

[6] 　 王文绢,王克安,李天麟,等 . 中国成年人肥胖的流行特点研

究:超重和肥胖的现患率调查[ J]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1,

22(2):129-132.

[7] 　 陈锡强,毕宏征 . 具有减肥作用中药的研究进展[ J] . 陕西中

医学院学报,2003,26(6):62-64.

[8] 　 杨骐铭 . 单纯性肥胖的针灸治疗概况[ J] . 云南中医中药杂

志,2016,37(3):78-80.

(收稿日期:2020-03-18)

·841· 　 　 　 　 　 　 　 　 　 　 　 　 　 　 　 　 　 2021 年第 37 卷第 3 期(总第 26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