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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早衰（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POF）是指
月经初潮正常或青春期延迟，第二特征发育正常的
女性，在 40 岁以前出现持续性闭经和性器官萎缩，
并伴有卵泡刺激素和黄体生成素升高，而雌激素降
低的综合征[1]。 卵巢早衰导致的生育能力丧失、低雌
激素水平严重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西
医通常采用激素治疗， 但远期疗效差且副作用明
显， 而针灸以补肾为基础治疗卵巢早衰疗效显著，
副作用少，优势明显，但是目前关于针灸治疗卵巢
早衰的分型选穴标准尚未得到统一。 因此，本文收
集近 10 年针灸治疗卵巢早衰的相关文献资料，对
其进行筛选，纳入数据，并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对其
辨证辨经分型、 腧穴应用频次、 腧穴-经脉关联分
析、 特定穴应用情况等做出详细的分析和总结，以
期为卵巢早衰的针灸临床治疗提供更加可靠的科
学依据和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1.1 文献检索策略 期刊数据库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国内针灸治疗卵
巢早衰的相关临床报道，检索关键词“卵巢早衰”“年
未老经水断”“闭经”“不孕”“血枯”分别与“针刺”“艾
灸”“穴位注射”“电针”“毫针”进行组合检索。

1.2 文献纳入标准 （1）文献类型 ：符合第 8 版
《妇产科学》 制定的卵巢早衰诊断标准的随机对
照试验和临床研究；（2）文献内容：以针灸治疗为
主要治疗手段治疗卵巢早衰的中文核心期刊文
献 ； （3 ）文献发表时间 ：200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1.3 文献排除标准 （1）文献类型：综述、个案报
道、评述以及经验介绍等；（2）研究对象：动物；（3）
治疗方法不是以针灸为主，而是以研究耳穴、头针
穴、针刀疗法等作用为主要目的的临床报道；（4）对
于一个研究成果重复发表的论文 （只保留一个）；
（5）存在明显的错误痕迹的文献。
1.4 文献的筛选与数据库的建立 筛选符合要求
的文章，参考《针灸学》[2]，对穴位名称、归经、特定穴
等进行规范化处理，然后采用 Excel 建立“针灸治疗
卵巢早衰文献数据库”，数据库以“卵巢早衰数据录
入表”为主表，主表下设“辨脏辨经分型表”“腧穴应
用频次表”“腧穴—经脉关联表”“辨脏辨经相结合
选穴情况”和“特定穴应用统计表”等 ６ 个子表，将
纳入文献中的数据录入数据库，在录入过程中严格
遵循数据录入的规范化与三级审核标准 [3]，以期将
数据的误差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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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辨证取穴。 （5）针灸所选取的腧穴中 88.46%为特定穴，其中常用特定穴为：交会穴、募穴、五输穴、背俞穴和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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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共收集有关文献 94 篇， 严格
按照纳入标准，排除不符文献 40 篇，重复文献5 篇，
最终入选文献 49 篇，病例总数为 1665 例。
2.2 三阴失调分经证型分布 参照杨青青等[4]的统
计结果分析，由表 1 可知：卵巢早衰各型三阴失调
分经证型所占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 少阴失调、
少阴厥阴失调、少阴太阴失调、太阴失调 、厥阴失
调。 由此表明，肾精亏虚是导致卵巢早衰的关键，气
机郁滞、气血虚弱也是其主要因素。

表 1 分经证型分布统计

少阴失调
辨经证型

648
例数

38.92
百分比（%）

厥阴失调 61 3.66
太阴失调 99 5.95

少阴厥阴失调 544 32.67
少阴太阴失调 313 18.80

2.3 腧穴应用频次 腧穴频次分析能够提供所选
腧穴及其应用频繁程度，经统计共使用腧穴 52 个，
使用频次前十位依次为：关元、三阴交、肾俞、足三
里、脾俞、子宫、肝俞、中极、气海、血海。 从穴位分析
中可知， 使用频次前十位的腧穴具有补益肝肾、健
脾益气、充养三阴经气血的功效。 详见表 2。

表 2 腧穴应用频次统计

1
序号

关元 0.69
穴位名 百分比（%）

3
频次

46 10.55
频次 百分比（%）

27 京门
序号 穴位名

2 三阴交 0.69344 10.09 28 章门

5 脾俞 26 5.96 31 心俞 2 0.46
6 子宫 23 5.28 32 涌泉 2 0.46

9 气海 21 4.82 35 水道 2 0.46
10 血海 20 4.59 36 本神 2 0.46

7 肝俞 23 5.28 33 神庭 2 0.46
8 中极 22 5.05 34 百会 2 0.46

3 肾俞 38 8.72 29 夹脊穴 2 0.46
4 足三里 26 5.96 30 阴交 2 0.46

11 太冲 14 3.21 37 内关 2 0.46
12 太溪 13 2.98 38 大赫 2 0.46
13 卵巢 11 2.52 39 曲骨 2 0.46
14 地机 7 1.61 40 行间 1 0.23
15 合谷 7 1.61 41 腰阳关 1 0.23
16 命门 6 1.38 42 提托 1 0.23
17 归来 6 1.38 43 复溜 1 0.23
18 次髎 6 1.38 44 中髎 1 0.23
19 中脘 6 1.38 45 外陵 1 0.23
20 天枢 6 1.38 46 气穴 1 0.23
21 丰隆 5 1.15 47 阿是穴 1 0.23
22 胃俞 4 0.92 48 滑肉门 1 0.23
23 阴陵泉 4 0.92 49 下脘 1 0.23
24 膈俞 4 0.92 50 阴郄 1 0.23
25 关元俞 4 0.92 51 带脉 1 0.23
26 期门 3 0.69 52 日月 1 0.23

2.4 腧穴-经脉关联分析 由表 3 可知， 十四经经
脉腧穴使用频次前五位由高到低依次为： 足太阳
膀胱经、任脉、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足厥阴肝
经。 十四经经脉腧穴使用个数前五位由高到低依
次为足太阳膀胱经、任脉 、足阳明胃经 、足少阴肾
经、足厥阴肝经（与足太阴脾经、足少阳胆经、督脉
排序相同）。 综上所述，所选十四经脉中，膀胱经、
肾经、脾经、肝经及其表里经是针灸治疗卵巢早衰
的常用经脉 ，非经穴则以局部取穴为主。

表 3 腧穴-经脉关联分析统计

足太阳膀胱经

经别

108 24.83 肾俞（38）脾俞（26）肝俞（23）次髎（6）
胃俞（4）膈俞（4）关元俞（4）心俞（2）中髎（1）

频次 百分比
（%） 选用腧穴及频次

9 17.31

腧穴数 百分比
（%）

任脉 100 22.99 关元（46）中极（22）气海（21）中脘（6）
阴交（2）曲骨（2）下脘（1）7 13.46

督脉 11 2.53 4 7.69 命门（6）百会（2）神庭（2）腰阳关（1）

手厥阴心包经 2 0.46 1 1.92 内关（2）
手少阴心经 1 0.23 1 1.92 阴郄（1）

足太阴脾经 75 17.24 4 7.69 三阴交（44）血海（20）地机（7）阴陵泉（4）

足阳明胃经 47 10.80 7 13.46 足三里（26）天枢（6）归来（6）丰隆（5）
水道（2）外陵（1）滑肉门（1）

非经穴 37 8.51 5 9.62 子宫穴（23）卵巢穴（11）夹脊穴（2）提托（1）
足厥阴肝经 21 4.83 4 7.69 太冲（14）章门（3）期门（3）行间（1）
足少阴肾经 19 4.37 5 9.62 太溪（13）大赫（2）涌泉（2）气穴（1）复溜（1）

足少阳胆经 7 1.61 4 7.69 京门（3）本神（2）日月（1）带脉（1）
手阳明大肠经 7 1.61 1 1.92 合谷（7）

2.5 辨脏辨经相结合选穴情况 49 篇有效文献通
过整理分类，将临床证型肾虚血瘀、肾虚血亏、肾气
不足归为少阴失调；肝郁气滞、气滞血瘀归为厥阴
失调；气血虚弱、痰湿阻滞属于太阴失调；太阴、少
阴失调包括脾肾阳虚、寒凝血瘀；肝肾阴虚、肾虚肝
郁归属少阴、厥阴失调。 整理发现各型使用腧穴频
次前五位依次为：少阴失调，关元 17、三阴交 12、肾
俞 12、中极 9、血海 9；厥阴失调，三阴交 5、太冲 5、
关元 4、血海 4、肝俞 3；太阴失调，三阴交 4、足三里
4、关元 3、子宫 3、气海 3；太阴、少阴失调，三阴交
10、关元 9、肾俞 8、脾俞 7、足三里 5；少阴、厥阴失
调，肾俞 15、关元 13、三阴交 13、肝俞 12、脾俞 9。 详
见表 4。
2.6 特定穴应用情况 由表 5 分析可得，在选用的
52 个腧穴中，特定穴为 46 个，所占比例为 88.46%。
特定穴应用腧穴个数前五位的特定穴为： 交会穴
14、募穴 8、五输穴 7、背俞穴 5 和八会穴 3，其中交
会穴应用频次前三位为：关元 45、三阴交 44 和中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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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辨脏辨经相结合选穴情况统计

太阴失调

辨经分类

18

腧穴数

三阴交（4）足三里（4）关元（3）子宫（3）气
海（3）地机（2）肾俞（2）丰隆（2）脾俞（2）
肝俞 （2）血海 （2）归来 （1）中极 （1）中脘
（1）合谷（1）太冲（1）卵巢（1）阴陵泉（1）

腧穴处方及使用频次

厥阴失调 21

三阴交（5）太冲（5）关元（4）血海（4）肝俞
（3）气海（3）足三里（3）合谷（3）子宫（2）
脾俞（2）中极（2）阴陵泉（1）内关（1）曲骨
（1）卵巢（1）提托（1）中脘（1）丰隆（1）行
间（1）地机（1）肾俞（1）

少阴失调 28

关元（17）三阴交（12）肾俞（12）中极（9）
血海（9）子宫（7）足三里（6）太溪（6）脾俞
（6）气海（5）肝俞（5）天枢（4）太冲（4）合
谷（3）归来（2）心俞（2）涌泉（2）胃俞（2）
膈俞 （2）次髎 （2）章门 （1）期门 （1）京门
（1）中髎（1）头部生殖区（1）水道（1）复溜
（1）曲骨（1）

太阴、少阴
失调

21

三阴交（10）关元（9）肾俞（8）脾俞（7）足
三里（5）卵巢穴（4）气海（4）子宫（3）中极
（3）命门（3）地机（3）阴陵泉（2）血海（1）
膈俞（1）太溪（1）次髎（1）夹脊穴（1）中脘
（1） 腰阳关（1）归来（1）肝俞（1）

少阴、厥阴
失调

42

肾俞（15）关元（13）三阴交（13）肝俞（12）
脾俞（9）子宫（8）足三里（8）中极（7）气海
（6）太溪（6）卵巢（5）太冲（4）血海（4）中
脘 （3）命门 （3）次髎 （3）关元俞 （3）本神
（2）百会（2）章门（2）京门（2）大赫（2）阴
交（2）丰隆（2）期门（2）神庭（2）胃俞（2）
天枢（2）归来（2）日月（1）气穴（1）滑肉门
（1）外陵（1）下脘（1）内关（1）水道（1）膈
俞 （1）带脉 （1）地机 （1）阴郄 （1）夹脊穴
（1）阿是穴（1）

表 5 特定穴应用情况统计

交会穴

特定穴
关元（46）三阴交（44）中极（22）中脘（6）
章门（3）期门（3）百会（2）大赫（2）阴交（2）
神庭（2）气穴（1）日月（1）带脉（1）下脘（1）

腧穴

136 14

频次 用穴数

募穴 关元（45）中极（22）中脘（6）天枢（6）
章门（3）期门（3）京门（3）日月（1）90 8

五输穴 61 7 足三里（26）太冲（14）太溪（13）阴陵泉（4）
涌泉（2）行间（1）复溜（1）

背俞穴 93 5 肾俞（38）脾俞（26）肝俞（23）胃俞（4）心俞（2）
八会穴 13 3 中脘（6）膈俞（4）章门（3）
原穴 34 3 太冲（14）太溪（13）合谷（7）
络穴 7 2 丰隆（5）内关（2）
郄穴 8 2 地机（7）阴郄（1）

下合穴 26 1 足三里（26）
八脉交会穴 2 1 内关（2）

3 讨论
卵巢早衰属于中医学 “血枯”“年未老经水断”

“不孕”等范畴。 《河间六书》载：“妇人童幼天癸未行
之间，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从厥阴论之；天癸既
绝，乃属太阴经也。 ”中医学认为，经血按时来潮依
赖于肝的疏泄功能以及脾胃的运化功能，只有气机
通畅，气血和调，才可使经血化生有源。 笔者认为卵
巢早衰责之“三阴失调”，其中少阴不足是导致卵巢

早衰发病的病理根源，厥阴、太阴失调是其主要病
因。 在治疗上应以中医学“整体观念”以及“辨证论
治”理论为指导，进行“三阴共调”。

统计发现，现代文献中针灸治疗卵巢早衰常用
腧穴为关元、三阴交、肾俞、足三里、脾俞、子宫、肝
俞、中极，与孔熠等 [5]的卵巢早衰现代针灸腧穴谱中
的研究结果前八位腧穴相一致。 《医学正传》云：“月
水全赖肾水施化，肾水既乏，则经水日以干涸。 ”由
此可见，肾中阴阳主宰着女性生殖机能的发育旺盛
与衰退。 肾属水、藏精，肝属木、藏血，肾虚则水不涵
木；肝肾同源，肾阴不足，导致肝肾阴虚，精亏血少；
肾虚，命门火衰，不能鼓动脾阳，则脾肾阳虚，气血
化生无源，从而导致卵巢早衰的发病[6]。 卵巢早衰中
肾虚为主要病机， 肝脾功能失调与肾虚互为因果，
在治疗中应以补肾为主，同时不忘养肝健脾 [6-7]。 统
计结果也与此吻合（辨脏辨经分类中少阴失调所占
比例最多，其次为太阴、厥阴失调等）。 在腧穴使用
频次统计中，关元、三阴交、肾俞等补肾穴位皆被选
用，各个分型中也都选取关元、三阴交腧穴。 《素问·
举痛论》说“冲脉起于关元”，杨上善注：“关元在脐
下小腹，下当于胞……”言下之意，关元深部即为胞
宫所在 [8]；三阴交为肝脾肾三阴经的交会穴，能够补
肾健脾疏肝，益气调血，因此选取关元穴、三阴交能
够调整卵巢功能，使得冲任和合。 《针灸甲乙经》记
载：中极、关元为足太阴经、足厥阴经和足少阴经的
交会穴，三阴交为足厥阴经、足少阴经的交会穴，选
用关元、中极、三阴交作为治疗卵巢早衰常用交会
穴能够得到“三阴共调”的结果。

根据卵巢早衰的病理因素，其选取经脉应为相
应的脏腑所在的经脉或其表里经。 统计结果显示：
足太阳膀胱经、任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足
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督脉为其取穴
经脉。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提出“阴病治阳”的
观点，现代针灸仍然应用背俞穴来治疗相应脏腑的
疾病，因此在十四经腧穴使用个数及频率上足太阳
膀胱经都位于首位。 《素问·骨空论》记载：“督脉者，
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其中所提及的“骨中央”
相当于现代解剖学中的小腹部胞中，为关元、中极
穴深部。 古人认为“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
要使任通冲盛，天癸足，应取奇经八脉中的任脉、督
脉、冲脉、带脉结合关元、子宫、三阴交、中极、肝俞、
脾俞、肾俞等穴 [9]，为统计结果中于足太阳膀胱经、
任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足阳
明胃经、足少阳胆经、督脉上取穴治疗卵巢早衰提
供充分的证据。 现代研究表明，卵巢早衰最根本的
病机为肾虚精亏，导致“心脑-肾-子宫轴”功能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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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出现一系列生理、心理的异常症状[10]。本文认为，
针灸治疗卵巢早衰应该在“三阴共调”的基础上加
以调神补脑疗法。

根据上述统计结果，笔者推荐卵巢早衰针灸治
疗中应遵循“三阴共调，补肾调神”的原则，推荐针
灸处方主穴为关元、三阴交、肾俞、脾俞、肝俞、太
溪、太冲、百会等，配穴随证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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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中风病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诸多类似中风的记载，至汉
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首次提出“中风”病名，其
后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各持己见，均有不同论述。 本
文通过对中风病古代文献详细梳理考证， 将从病
名、病因、治法这三个方面阐述，现探析如下。
1 中风病病名之沿革

中风是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肢体麻木、言语
不利、口舌歪斜等为主要表现的疾病。 最早见于《黄
帝内经》， 并根据不同临床表现及阶段而有不同命

名， 如 “偏枯”“薄厥”“大厥”“煎厥”“喑痱”“大风”
“击仆”等。

东汉时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首次提出
“中风”这一病名。 并将“中风”独自列为一种疾病而
详细论述，指出“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
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 ”自汉代后，
医家对中风病的论述多是从鉴别诊断和病因病机
等方面，而在病名上并没有突破性进展。 巢元方在
《诸病源候论》中就有关于中风、风癔、风偏枯等情
形的论述，提出“中风者，风气中于人也”[1]1。

中风病古代文献探析
李超然 孙忠人 刘德柱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 要 对中风病古代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中风病的描述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最早提
出“中风”病名，隋唐将中风、风癔、风偏枯等归为中风，元代王履首次分为“真中风”与“类中风”。 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的认
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可归纳为风邪致病、火邪致病、痰湿致病、血瘀致病、因虚致病，证候常非单独存在，而是互相
兼见。 中风病治法也历经了一个探索完善过程，概括有祛风通络法、通腑泄热法、镇肝熄风法、涤痰化浊法、活血化瘀法、
滋补肝肾法与扶正祛邪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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