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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泛性焦虑障碍(GAD)是一种情志类疾病,关键病机为心脑功能失调,总体选穴思路以调神

为主,兼调脏腑。 “脑”“心”“脾”三者与 GAD 的发病密切相关,选穴时从“脑-心-脾”相关角度出发,以脏

腑、经络等理论为依据,醒“脑”取百会、印堂、神庭,宁“心”取内关、大陵、曲泽,调“脾”取三阴交、关元、阴陵

泉。 通过此种取穴思路,以达到脑、心、脾同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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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性焦虑障碍( generalanxietydisorder,GAD)
是一种以慢性、不可控制的过度担忧和焦虑情绪为

主要特征的情志类疾病,常表现为持续而广泛的焦

虑情绪、交感神经亢奋、心理性警觉(以易激惹、注
意力下降为主)、睡眠障碍[1] 。 因病情反复,可导致

患者出现严重的功能损害,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并增加自杀风险及社会经济负担[2] 。 中医学中并

无“GAD”病名,但从其临床症状看,可将其归属于

“情志病”范畴,具体可有不同表现,如“郁证” “脏

躁”“惊悸”“不寐”等。 娄必丹主任医师认为“脑”
“心”“脾” 三者在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

响,在人体整个能量平衡及心理活动过程中各司其

职,又相互联系、互相作用,协同完成相应功能,故
GAD 的发病与其密切相关。
1　 “脑-心-脾”相关

1. 1　 心脑共主神明 　 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主司

精神、思维、情志等精神活动;脑为元神之府,精髓

之海,脑通过血脉与心相通。 心、脑是人体情志、思
维活动的中枢,中医学将脑的功能统归于心。 《医

学衷中参西录》载:“人之神明有体用,神明之体藏

于脑,神明之用出于心。”“心脑共主神明”理论在现

今中医学界已有共识[3] 。 现代医学综合运用神经

生理学理论,证明了大脑皮层的活动主要依赖于心

血的濡养,心脏分泌的“心激素”有助于思维活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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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中正常进行,心脏提供的最佳生物电耦合频率

是维持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基础,最后得出“心脑共

主神明” 结论[4] 。 若神明所伤,心必及脑、脑必及

心;若心神失养,则脑窍不充,发为情志类疾病。
GAD 病位在脑,其基本病机为阴血不足、心神失养,
关键病机为心脑功能失调,故在“心主血脉”功能失

常的基础上,心在 GAD 中起核心作用。
1. 2　 心脾共主血脉 　 心主血而行血,脾主生血而

统血,血是心脾共同的物质基础。 心藏神、脾藏意,
心神依赖脾之精微及血的供养,脾功能正常,则心

神清明、意志健全;脾生血又需奉心方可化血,且正

常的运行离不开心阳推动及心神统帅;因此心脾化

生、运行营血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 心脾五行关

系为母子,脾土得火则旺,脾土旺则不受邪,脾土对

心火可表现为间接资生作用[5] 。 通过五行之间的

生克制化,心与脾之间达到一种生理的平衡,共同

维持着人的正常心理状态。 《景岳全书》载:“心脾

血气本虚,而或为怔忡,或为惊恐”,当脾虚气血化

生不足时,水谷精微不能输布全身,心神濡养不足,
进而出现焦虑不安、失眠多梦、怔忡等症状[6] ,故心

脾功能受损是导致 GAD 的重要原因之一。
1. 3　 脾脑经脉相关　 经络是运行气血、联络脏腑、
沟通表里的通道系统,可协调五脏与脑。 脾通过经

络系统与脑沟通联络。 《灵枢》载:“胃气上注于肺,
其悍气上冲头者,循咽,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

脑。”胃与脑有直接联络,而脾与胃互为表里,脾经

与胃经互有经脉络属,故脾通过经络联属与脑密切

联系。 脾通过经络将运化的水谷精微和精气血津

液转输于脑,是脑髓生成的直接来源,并不断充养

濡润脑髓;津液充足,脑髓得以充养,脑才能主管精

神活动,维持认知能力。 脾运化功能正常是脑神志

功能正常发挥实现的前提。 《脾胃论》载:“脾胃虚

则九窍不通”,脾虚则气血生化失源,九窍不通,清
阳不能出上窍而上达于脑,思考功能难以正常发

挥,在临床上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钝等现

象[7] 。 脾藏意主思,思伤脾是 GAD 发病的重要环

节,思则气结,使脾胃升降失常而致脾虚,脾虚则思

无所主,意无所存,便难以控制人的情感活动[8] 。
故治疗 GAD 时,当以健脾为要,恢复脾调畅气机的

功能,情志方可舒畅。
2　 选穴思路

　 　 目前针刺治疗 GAD 的选穴多以“疏肝理气、养
心安神”为原则,以任督二脉、心经及肝经的穴位为

主。 娄师基于心脑相关、心脾相关、脾脑相关理论,
以心包经代心受邪、代心施治为依据,将醒脑、宁

心、健脾结合起来,提出 GAD 从“脑-心-脾”相关论

治理论。 醒“脑” 取百会、印堂、神庭,宁“心” 取内

关、大陵、曲泉,健“脾”取三阴交、关元、阴陵泉。
2. 1　 “醒脑调神”取百会、印堂、神庭　 GAD 属于神

志类疾病,应以“调神”为出发点。 《难经》中记载督

脉“入属于脑”,是人体“阳脉之海”,上行经脑,总督

一身之阳气,统领诸经,进而联系五脏六腑,对于调

整各经脉脏腑病变和神志疾病均有一定作用。 在

治疗 GAD 时,我们可选用督脉的百会、印堂、神庭穴

来达到整体的调神作用。
百会又名“三阳五会”,为足太阳膀胱经、足少

阳胆经、手少阳三焦经及足厥阴肝经与督脉之会。
《针灸大成》记载:“百会主心烦闷、惊悸健忘、心神

恍惚等。”《灵枢·海论》载:“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

于其盖,下在风府。”百会位于巅顶,内通于脑,刺之

可疏通气机、醒脑宁神,是调神必选穴。 研究发现,
在脑发育关键期内针刺百会穴可明显改善丙戊酸

钠(VPA)模型大鼠刻板、焦虑样行为[9] 。 印堂虽为

经外奇穴,但位于督脉上,在人体的上部、阳部,刺
之可达到引阳入阴、镇静安神、调神醒脑的作用,可
缓解焦虑症状,如《玉龙歌》 载:“印堂可治惊搐”。
印堂与百会合用,可促进神经功能修复并改善抑郁

症状[10] 。 神庭为督脉、足太阳、足阳明经交会穴,是
上行经气聚集之地,为“神”汇聚之地;《中西汇通医

经精义》载:“额上发际为神庭穴,亦是心神上出于

此之义”,神庭穴不仅可调控“心神” 的活动,还与

“脑神”相关的记忆力及人体正常生命活动密切相

关[11] 。 睡眠障碍是 GAD 患者主要症状之一,有研

究表明,刺激神庭穴能有效改善失眠患者额叶区的

功能和结构以调治失眠[12] 。
2. 2　 “宁心安神”取内关、大陵、曲泽 　 基于“心主

血脉”理论,心包经“主脉所生病”,心包生理上代心

行事,病理上代心受邪,治疗上代心用穴,针刺心包

经穴可推动血液运行,从而调节血液循行于脉中以

周流全身,发挥对脑部营养和滋润的作用[13] 。 故宁

心可选心包经穴,如内关、大陵、曲泽。
内关穴为心包经络穴,八脉交会穴之一,通于

阴维脉,有调节神志的功用。 《针灸甲乙经》载:“心

惮惮而善惊恐,心悲,内关主之。”樊凤杰等[14] 基于

脑电非线性动力学特征,对经皮穴位电刺激内关穴

对焦虑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发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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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内关穴能够改善大脑复杂度,从而达到缓解焦

虑的作用。 大陵是手厥阴心包经的输穴、原穴,是
心包经气血的重要输出之地,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古代医籍记载其主要治疗心烦、心悸等病症。 同时

大陵穴是十三鬼穴之一,现代临床研究发现其对神

志疾病有一定的疗效[15] 。 曲泽为心包经合穴,性属

水,可缓解木旺强直、肝火过盛之症,故善治痉挛性

肌肉萎缩、手足抽搐以及心胸烦热、头晕脑胀等“肝

火内动”之症,亦可治神志疾病。
2. 3　 “健脾充神”取三阴交、关元、阴陵泉　 从脾脑

生理病理关系可知,健脾充髓才能使脑功能正常发

挥。 有研究发现,通过健脾方法可以抑制细胞凋

亡,起到保护脑细胞的作用[16] 。 《灵枢·厥病》云:
“厥头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取头面左右动脉,后取

足太阴”,提示头痛、善忘等脑部病症可以通过针刺

足太阴脾经相关腧穴来治疗。 GAD 出现睡眼障碍

的主要病因也在于脾胃的功能受损,水谷精微不能

输布全身,心神得不到濡养,故患者营卫不和而不

得卧。 选用健脾的穴位不仅可以改善 GAD 患者的

临床症状,还可以达到“充神”的治本效果。
三阴交是脾经的腧穴,亦是足三阴经交会穴,

可调补肝、脾、肾三经气血,具有滋阴健脾、补肝益

肾、调和营血的作用,针刺三阴交穴可防肝郁乘脾;
中医学认为“不寐”为阳不入阴之疾,针刺三阴交可

起到从阴引阳之效,对 GAD 患者的睡眠障碍有良

好的治疗作用。 同时针刺三阴交可调畅情志、舒缓

压力,对缓解 GAD 患者的心理性警觉、焦虑情绪均

有疗效。 关元为小肠募穴,位于任脉之上,既承阴

经之精,又养肝脾之气血。 关元为三阴经与任脉之

会穴,且冲、任、督脉一源三歧,均发源于此,为生命

之所系,一身元气之所在,有培补元气之功。 针刺

该穴可使 GAD 患者的激素水平发生细微的变化,
调整肝脾肾功能,起到补养肝脾气血的作用。 阴陵

泉作为脾经合穴,善治脾胃疾病及与脾胃相关的消

化系统病证,现代临床中多用阴陵泉穴治疗脾胃肠

道疾病[17] 。 《针灸大成》 载:“心中烦闷:阴陵、内

关”,可知配伍阴陵泉穴可健脾化浊、宽胸宁神。
3　 小　 　 结

　 　 随着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治
疗 GAD 的需求不断增加。 针刺治疗治疗费用低、
见效快,针刺后患者可立即感受到情绪安定,在临

床应用中显示出独特的优势[18] 。 针刺治疗通过局

部神经刺激维持体内阴阳平衡,达到治疗疾病的目

的,可以帮助 GAD 患者减少精神类药物的使用。 目

前临床上针刺治疗 GAD 的方法有很多,但采用的选

穴标准并不统一。 本文基于“脑-心-脾”理论,探讨

了“心脑” “心脾” “脾脑”之间的生理病理联系,认
为针刺治疗 GAD 的选穴总原则应以“调神养心、健
运脾营”为主,通经脉、调气血,通过此种取穴思路,
达到醒脑、宁心、健脾的目的,在改善 GAD 患者各种

临床症状的同时达到治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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