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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挖掘探析近 10 年针刺治疗痴呆的取穴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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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检索近 10 年针刺治疗痴呆相关文献,运用古今医案云平台(V2.3.8)对其取穴规律进行分

析。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和 Pubmed 数据库中近 10 年(201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中针刺治疗痴呆的相关文献,用 Excel

将其取穴处方建立数据库,录入到古今医案云平台(V2.3.8)中,利用软件中频次统计、穴对分析、关联分析、复

杂网络分析等功能,对数据进行挖掘。结果  共纳入有效文献 253 篇,包含腧穴 141 个,总频次 1 897 次,前五位

依次为百会、四神聪、神庭、内关和足三里。高频穴对有百会-四神聪、神庭-百会、百会-内关、百会-足三里

等。高频次腧穴主要分布在督脉上。结论  针刺治疗痴呆取穴以督脉头部腧穴为主,亦根据辨证灵活选用。痴呆

证型更加完善,治则更加多样,配穴更加灵活,所取腧穴以督脉为主,也可从手足厥阴经、手足阳明经、手足少阴

经、足少阳经及足太阴经论治,扩大了经络范围,同时需重视经外奇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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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呆是由多种病因作用于机体导致的一种临床常

见的以智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疾病[1],相当于西医学

的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额颞叶痴呆等疾病,

其症状可用“呆、傻、愚、笨”四字进行概括,轻者表

情淡漠、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重者言辞颠倒、表情

失控、生活不能自理[2]。该病在老年人群中的发病率

较高[3],相关资料显示 2019 年≥65 岁的人群中,痴呆

患者患病率为 5.60%[4]。随着人们工作、生活压力的增

大及平均寿命的延长,该病发病率亦逐年提高[5]。该病

不仅给患者造成严重的身心痛苦,也给家庭和社会带

来沉重负担。目前尚未找到特异性的治疗方法,多以口

服多奈哌齐、美金刚等延缓病情,但疗效欠佳。针刺作

为中医外治法,对该病的治疗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对

疾病早期的干预有一定成效[6],且不良反应少[7],易被

接受。目前临床针刺治疗痴呆多着重于单一证型或少

许固定腧穴或以西医诊断为范围进行研究,缺乏整体

性,为全面地了解目前临床针刺治疗痴呆取穴规律,开

展此次研究。通过近 10 年针刺治疗痴呆相关文献进行

数据整理,借助古今医案云平台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以探求新的治疗思路和方法。古今医案云平台(V2.3.8)

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制的以医案采

集、医案管理、医案统计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的数据挖

掘分析软件,能将医案信息、用药、取穴等通过软件的

频次统计、关联分析、复杂网络分析等功能以图表形

式进行客观的展示。本研究借助该平台,对近 10 年有

关针刺治疗痴呆临床报道进行统计,挖掘其取穴规律,

为临床治疗提供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中文数据库有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国学

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以“针灸”“针刺”和“痴呆”“阿尔茨海默病”

“认知障碍”为检索词;英文数据库检索 PubMed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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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以“acupuncture”和“cognitive impairment”

“dementia”为检索词。检索时间 2011 年 9 月 1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1.2  纳入标准 

纳入文献为数据库中针刺治疗痴呆;文献中无年

龄、性别等其他可影响疾病的因素;治疗方法以针刺为

主,亦可合并其他治疗方式;所取腧穴有明确的腧穴名

称;在认知功能障碍中,以智能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

疗效明显,有相关的评判标准。 

1.3  排除标准 

认知功能障碍中以非痴呆症状为临床表现的处方;

治疗精神疾病的处方;文献中有年龄、性别等可能影响

疾病的因素的取穴处方;文献中出现针刺治疗但是不

作为主要治疗手段取穴处方;无明确腧穴名称的取穴

处方;文献中为单病例医案的取穴处方;文献中单腧穴

的取穴处方;无临床效果的取穴处方;文献为动物实验

研究及综述类的取穴处方;取穴处方;一稿多投或不同

文献但取穴相同的取一篇。 

1.4  规范化处理 

参照《腧穴名称与定位:GB/T 12346—2006》对腧

穴进行规范化处理,如人中录水沟、绝骨录悬钟、供血

穴及血管紧张区均录经验穴。 

 

1.5  数据录入 

采用双人录入的方式将数据输入至 Excel 表格中,

双人审核无误后,运用古今医案云平台(V2.3.8)的批

量导入功能,将数据上传到软件。 

1.6  数据挖掘分析 

运用软件中医案统计分析模块中的数据挖掘分析

功能,对腧穴进行频次统计、穴对统计、关联分析、复

杂网络分析等,从而发现腧穴之间的关系。 

 

2  结果 

2.1  腧穴处方录入情况 

通过检索初步得到相关文献 319 篇,参照排除标

准再次对数据进行筛选,最终纳入文献 253 篇。其中血

管性痴呆相关文献 190 篇,阿尔茨海默病相关文献 46

篇,疾病类型不明文献 15 篇,Binswanger 病导致的痴

呆文献 1篇,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的痴呆文献 1 篇。涉及

腧穴 141 个,总频次为 1 897 次。 

2.2  腧穴频次统计 

对 253 个治疗痴呆的腧穴处方中腧穴频次进行统

计。将腧穴使用频次由高到低排序,前 5位依次是百会

(206 次)、四神聪(132 次)、神庭(109 次)、内关     

(96 次)、足三里(92 次);设置频次≥30 次,腧穴   

为 18 个。详见表 1。 

表 1  治疗痴呆高频腧穴表(频次≥30 次) 

序号 腧穴 频次(次) 占比(%) 序号 腧穴 频次(次) 占比(%) 

1 百会 206 81.42 10 太冲 62 24.51 

2   四神聪 132 52.17 11 神门 51 20.16 

3 神庭 109 43.08 12 印堂 48 18.97 

4 内关  96 37.94 13 悬钟 48 18.97 

5   足三里  92 36.36 14 大椎 45 17.79 

6 风池  83 32.81 15 风府 43 17.00 

7   三阴交  82 32.41 16 丰隆 40 15.81 

8 水沟  80 31.62 17 合谷 36 14.23 

9 太溪  71 28.06 18 血海 30 11.86 

2.3  穴对统计 

在 253 个腧穴处方中,按穴对出现频次由高到低

排序。前 4 对依次为百会-四神聪(124 次)、神庭-百

会(101 次)、百会-内关(83 次)、百会-足三里(80 次)。

设置穴对频次≥50 次,可得穴对 16 对。详见表 2。 

 

2.4  关联分析 

在 253 个腧穴处方中,设置置信度≥0.66,支持 

度≥0.18,提升对均大于 1,得到不同腧穴关联规 

则 19 条,详见表 3。以四神聪-百会为例,其置信度为

0.94,支持度为 0.49,表示当四神聪出现时,百会出现

概率为 94%,四神聪和百会同现频率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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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频穴对表(频次≥50 次) 

序号   腧穴-腧穴 频次(次) 序号    腧穴-腧穴 频次(次) 

1   百会-四神聪 124 9     四神聪-足三里 63 

2 神庭-百会 101 10   神庭-四神聪 62 

3 百会-内关  83 11 百会-太溪 62 

4   百会-足三里  80 12   风池-四神聪 60 

5 风池-百会  72 13   内关-三阴交 58 

6 百会-水沟  71 14     四神聪-三阴交 57 

7   百会-三阴交  70 15 百会-太冲 52 

8   内关-四神聪  64 16 内关-水沟 51 

表 3  腧穴关联分析(置信度≥0.66,支持度≥0.18) 

序号    腧穴-腧穴 置信度 支持度 提升度 

1   四神聪-百会 0.94 0.49 1.15 

2   神庭-百会 0.93 0.40 1.14 

3   内关-百会 0.86 0.33 1.06 

4   足三里-百会 0.87 0.32 1.07 

5   风池-百会 0.87 0.28 1.07 

6   水沟-百会 0.89 0.28 1.09 

7   三阴交-百会 0.85 0.28 1.04 

8   内关-四神聪 0.67 0.25 1.28 

9   足三里-四神聪 0.68 0.25 1.30 

10   太溪-百会 0.87 0.25 1.07 

11   风池-四神聪 0.72 0.24 1.38 

12   三阴交-内关 0.71 0.23 1.87 

13   三阴交-四神聪 0.70 0.23 1.34 

14   太冲-百会 0.84 0.21 1.03 

15   太冲-四神聪 0.76 0.19 1.46 

16   太溪-四神聪 0.66 0.19 1.27 

17   印堂-百会 0.96 0.18 1.18 

18   大椎-百会 1.02 0.18 1.25 

19   悬钟-百会 0.94 0.18 1.15 

2.5  复杂网络分析 

2.5.1  病-穴网络分析 

复杂网络关系图中,将疾病与腧穴看作节点,其节

点间的连线为权重,彼此间的关系可通过边权重的形

式进行展示,其数值越高则使用频次越大。在本研究中,

有以百会为例,其出现频次为 206,故其权重为 206,为

最高值,故认为百会与痴呆的关系最为密切。设置权 

重≥30,可得腧穴 18 个,为频次统计中的高频腧穴。详

见图 1。 

 

图 1  病-穴复杂网络分析图(边权重≥10 000) 

2.5.2  穴-穴网络分析 

在穴-穴之间的关系网络图中,将腧穴作为节点,

共现频次作为权重,权重越大则腧穴之间的关系越大,

以百会-四神聪为例,其权重为 124,说明百会-四神聪

关系最为密切。设置权重≥23,可得高频腧穴网络关系

图。详见图 2。 

 

图 2  穴-穴复杂网络分析图(边权重≥1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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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痴呆”在明代以前文献中无此称谓,但是“健忘”

“多忘”“好忘”等均是对此病的描述,明张介宾在《景

岳全书》中首次提出“痴呆”之名并专论该病[8],清王

清任发展了“脑为元神之府”之说,指出了“灵机记性,

不在心在脑”,至此,对痴呆的认识趋于完善。痴呆的

病位在脑,与肾、脾、心、肝密切相关[9]。针刺治疗该

病历史悠久,《黄帝内经》已有“喜忘、苦怒、善恐者,

得之忧饥,治之取手太阴、阳明,血变而止及取足太阴、

阳明”的记载。目前针刺治疗在临床中仍被广泛应用

于痴呆的治疗。相关研究发现,针刺可以改善痴呆患者

认知功能及行为能力,同时还能改善脑血流、增强抗氧

化等[10]。为进一步探析针刺治疗痴呆的取穴规律,故对

近 10 年相关文献进行检索,以期为临床提供新的思

路。 

在腧穴频次统计中,将频次≥30 次的腧穴作为高

频腧穴,共有 18 个,频次由高到低排序,前 5 位依次为

百会、四神聪、神庭、内关、足三里。百会穴为督脉

腧穴,位于头顶正中线与两耳尖连线的中点,居巅顶,

为手足三阳经、督脉之会。按字义理解,“百者,多也;

会者,交汇之处也”。《备急千金要方》其主治“狂痫不

识人,颠病眩乱”,《太平圣惠方》其适于“少心力,

忘前失后,心神恍惚”之症。现代研究表明,针刺百会

可能改善海马区神经代谢物 NAA、Cho 含量、抑制神经

元凋亡及改善神经元突触功能[11],并修复与学习、记忆

相关的额叶等受伤的白质纤维束[12],从而改善认知功

能障碍。四神聪穴为经外奇穴,位于百会前后左右各旁

开一寸,既处督脉又临足太阳膀胱经,两经均络脑,该

穴下亦为髓海,为健脑益聪之效穴。《太平圣惠方》称

其善“理头风目眩,狂乱风痫”,《东医宝鉴》谓其能

“主头风目眩,风痫狂乱”,故针刺该穴可醒神开窍。

现代研究表明,针刺四神聪能改善脑血流量,保护中枢

胆碱能神经元,改善脑代谢,从而促进大脑功能转移重

建[13]。神庭穴为督脉腧穴,位于前发际正中直上 0.5

寸,《太平圣惠方》云其主“风痫,癫风不识人……目

上视不识人”等诸疾。该穴有清头散风、镇静安神之

功,临床常用于记忆力减退。内关穴位于前臂掌侧,曲

泽与大陵穴连线上,腕横纹上 2 寸,属于手厥阴心包经

腧穴,《针灸大成》称其“主失志”,《备急千金要方》:

“失智,内关主之。”足三里穴为足阳明胃经腧穴,位于

犊鼻下 3寸,犊鼻与解溪连线上,“阴阳俱有余,若俱不

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足三里”,其补益之效强,故虚

证俱可选之。现代研究发现,针刺足三里能下调大脑皮

层 APP 及 Aβ蛋白水平的表达,从而有效改善痴呆[14]。

故百会、四神聪、神庭和足三里穴可作为针刺治疗痴

呆的基础腧穴。 

在 18 个高频腧穴中,属督脉穴位的共 6 个,为百

会、水沟、大椎、风府、印堂、神庭;属手厥阴心包经

的为内关;属足厥阴肝经的为太冲;属足少阳胆经的风

池、悬钟;属足太阴脾经的为三阴交、血海;属足阳明

胃经的为丰隆、足三里;属足少阴肾经的为太溪;属手

少阴心经的为神门;属手阳明大肠经的为合谷;属经外

奇穴的为四神聪。以上腧穴以督脉头部腧穴出现频次

最多,中医学认为督脉为“阳脉之海”,总司一身之阳

气,“阳气者,精则养神”;督脉通于脑窍,头部腧穴之

下为髓海,针刺可发挥益脑髓之功。由此可知,在针刺

治疗痴呆的腧穴中以按部取穴为主,亦采用循经取穴,

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用性。 

在穴对统计中,共现频次≥50 次的穴对有 16 组,

前 4 位依次为百会-四神聪、神庭-百会、百会-内关、

百会-足三里。配穴能增加腧穴的协调治疗作用,提高

疗效,常用的配穴原则有按部配穴、按经取穴。在本研

究中,百会-四神聪为治疗痴呆常用组合,属于按部配

穴,曲良等[15]动物实验发现,针刺百会和四神聪穴通过

调节 NF-κB 信号通路,提高脑缺血再灌注,改善认知。

王磊等[16]从临床研究发现,针刺百会和四神聪穴能改

善脑血流,提高认知和神经功能。神庭-百会均为督脉

头部腧穴,亦为按部配穴,黄盛[17]动物实验证实,针刺

百会和四神聪穴可激活 M2 小胶质细胞,减少 Aβ聚集,

从而改善学习记忆能力。在百会-内关穴对中,虽不属

常规配穴,但是效果显著,属于根据临床疗效及实践的

配穴,于少敏等[18]通过实验表明,针刺百会和内关穴可

能抑制血清 TNF-α及脑组织 VEGF 表达,进而抑制高原

环境大鼠脑损伤。百会-足三里亦属于根据临床疗效及

实践的配穴,尚华杰[19]大鼠实验显示,针刺百会和足三

里穴能“提高大脑皮层中总 SOD 及 GSH-Px 的酶活力,

降低 MDA、H202 的含量,增加机体抗氧化作用,同时抑

制过氧化反应,改善自由基的代谢”,进而改善认知能

力。余高频穴对中,风池-百会、神庭-四神聪为按部配

穴,百会-水沟为同名经配穴,百会-三阴交、四神聪-

足三里、百会-太溪、三阴交-四神聪、风池-四神聪、

内关-三阴交、百会-太冲、内关-四神聪、内关-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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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据临床疗效及实践的配穴。由此可见,临床在治疗

痴呆的配穴原则既有按部配穴、按经配穴,又有根据经

验及疗效组合穴对。 

在复杂网络分析中,根据文献所得数据及痴呆的

常用临床分型,可得针刺治疗的主穴有百会、四神聪、

神庭,配穴中太溪、悬钟补肾填髓,可用于肾精亏虚之

证。夏青[20]通过对肾精亏虚型痴呆进行针刺百会、四

神聪、神庭等穴补肾填精进行临床观察,以西药盐酸多

奈哌齐片为对照组,治疗后患者精神状态检查表积分

较对照组明显增加。配穴太冲、风池、风府、大椎清

心平肝,可用于心肝火旺之证。刘静等[21]在输刺法治疗

心肝火旺型老年痴呆临床研究中,针刺取太冲等穴为

治疗组,对照组选百会等穴,治疗后治疗组患者 MMSE

积分较对照组显著提高,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

较对照组降低。配穴三阴交、合谷、足三里、血海补

益气血,可用于气血亏虚之证。柯咏梅[22]将针刺合谷等

穴补益气血作为治疗组,口服盐酸多奈哌齐片作为对

照组,治疗后治疗组患者 MMSE 量表评分较对照组高, 

ADL 量表评分较对照组降低。配穴丰隆健脾祛痰,可用

于痰浊蒙窍之证。董良然[23]在合谷刺丰隆穴为主治疗

痰浊蒙窍型痴呆的临床研究中,以针刺合谷、丰隆等穴

祛痰为治疗组,以传统常规针刺为对照组,结果示治疗

组可明显改善痰浊蒙窍型老年性痴呆患者的症状评分

和生活活动能力评分,与常规针刺评分比较,差异性显

著。配穴内关安神理气,可用于瘀血阻络之证。金波[24]

认为瘀血内阻,脑髓失养,神机失用,则发为痴呆,其治

疗可针刺内关等[25]。配穴水沟、印堂、神门清热开窍,

可用于热毒内盛之证。吴珊等[26]指出火热甚重继而成

毒,需清热解毒,热毒上扰清窍,亦需开窍,以水沟、印

堂等穴清热开窍。故治疗痴呆的腧穴可在主穴基础上

辨证配穴。 

本研究对近 10 年针刺治疗痴呆的文献处方进行

筛选,通过古今医案云平台(V2.3.8)对数据进行挖掘

分析,客观地反映了近 10 年针刺治疗痴呆的取穴规律,

得出了较多临床实用性较强的腧穴组合[27],对于临床

针刺治疗痴呆选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研究中将

痴呆的证型分为肾精亏虚证、心肝火旺证、气血亏虚

证、痰浊蒙窍证、瘀血阻络证、热毒内盛证,辨证体系

更加完善。该研究表明,针刺治疗痴呆取穴以头部腧穴

为主,高频腧穴为百会、四神聪、神庭等,并根据不同

证型辨证取穴。所取腧穴归经对目前临床常规以督脉

及足少阳、足少阴经为主进一步发挥,认为亦可从手足

厥阴经、手足阳明经、手少阴经、足太阴经论治,扩大

了经络范围;治疗过程中重视经外奇穴的作用。其配穴

既有按部配穴,又有按经配穴,同时涵盖了根据经验及

疗效组合穴对的原则,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临床中针

刺治疗痴呆时可供参考,并为针药结合的开展提供了

新的思路。但存在纳入文献量少、病案质量不高的问

题,下一步仍需筛选高质量的样本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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