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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SZ）是一种病因不

明的精神类疾病，临床表现包括阳性症状、阴性症

状及认知障碍[1]。2011年，Lederbogen及其团队通

过功能性MRI发现，生活在城市的人比生活在农村

的人大脑处理压力的途径更活跃[2]，并随后证实其

可能是城市SZ发生率高于农村的原因[3]。尽管第二

代抗精神病药物正在被越来越多地使用，然难治性

精神分裂症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医无精神分

裂症的病名，但根据其临床症状及病因病机，多归

属于“癫痫”范畴。针灸作为一种替代和辅助疗法，

依照中医理论的指导，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精神

类疾病[4]。本研究收集、整理临床治疗SZ的针刺穴

位处方，运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使用关联规则、改

进的互信息法、复杂系统熵聚类等数据挖掘方法，

统计穴位的使用频次及穴位间的关联度，探索取穴

规律，为临床运用针刺治疗SZ及探索针刺作用机制

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 料 来源及 检索方法  中国知网数据库

（CNKI，1950年—2018年9月1日）、万方中文期刊

数据库（1951年—2018年9月1日）、维普中文科技

期刊全文数据库（VIP，1951年—2018年9月1日）。

数据库中以“针刺”或“针灸”，和“精神分裂症”，和

“临床”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或任意字段检索，获取关

于针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病案或临床穴位处

方，排除重复报道、综述、动物研究及单纯经验介绍

等文献，进行穴位处方提取。

1.2  纳入标准  1950年至2018年9月1日公开发

表的临床类论文，标准包括：（1）采取针刺治疗；（2）

诊断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颁布的《中

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精神分裂

症的诊断[5] ；（3）随机对照临床试验；（4）临床病例

报道；（5）名老中医用穴经验。

1.3  排除标准  （1）文献综述；（2）艾灸治疗；（3）

推拿治疗；（4）动物实验；（5）数据存在明显错误或

重复发表。

1.4  穴位录入  将检索出来的穴位别名，依照国家

标准《腧穴名称及定位》[6]规范后录入中国中医科学

院中药研究所研发的“中医传承辅助平台  V2.5”软

件，由双人负责审核数据，确保准确性。

1.5  数据提取与分析  在“西医疾病”中输入“精

神分裂症”，提取92条穴位处方。使用“频次统计”

功能，统计针灸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穴位使用频次；用

“组方规律”功能，调整“支持度个数”（即同时出现

次数）为14，“置信度”为0.6，分析纳入处方的穴位

常见组合情况，分析不同穴位之间的关联规则，并通

过网络可视化实现核心穴位网络；应用辅助平台“新

方分析”功能（核心算法包括改进的互信息法、复杂

系统熵聚类），设置“相关度=8、惩罚度=2”，点击“提

取组合”，获得新穴组方。

2 结果

2.1  检 索 结 果  共 检 索 出310篇 文 献，经

NoteExpress查重后剩余242篇，阅读题目、摘要，排

除综述、非临床研究后剩余172篇，阅读全文后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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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篇，逐一筛选穴位处方，共提

取出92条穴位处方。

2.2  穴位使用频次统计  所用

穴位共77个，其中使用频次≥4

的穴位见表1，使用频次居前9位

的穴位依次是百会、内关、神门、

印堂、丰隆、三阴交、太冲、足三

里、合谷、水沟。

2.3  组穴规律分析  支持度个

数（即同时出现次数）≥14，置信

度≥0.6的穴位组合见表2，出现

频度居前6位的组穴分别是“百

会，印堂”“百会，神门”“百会，

内关”“三阴交，百 会”“百 会，

太冲”“内关，神门”。穴位组合

关联规则见表3，置信度较高的

前4组分别是合谷、百会（0.76），

印堂、百会（0.76），神门、百会

（0.73），太冲、百会（0.73）。穴位

关联性网络见图1。

2.4  新方分析  采用无监督的

熵层次的聚类算法，在相关度8、

惩罚度2条件下，我们获得了5

组聚类核心组合和5组新穴组

方，见表4。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

精神障碍疾病，其病因尚不明确，

可能为社会压力、遗传和神经功

能等异常[7]。挪威0~18岁儿童数

据登记显示，2009至2011年期

间共有884名儿童和青少年首次

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样精神障

碍[8]。同 时WESTMAN  J研 究 团

队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死于

心血管疾病的时间比普通人群

早10年，且死亡风险高于普通

人群[9]。因此，SZ的研究对促进

青少年身心健康、延长患者寿命

具有重要意义。SZ归属于中医学

“癫痫”“神志病”范畴，《素问·宣

明五气篇》云：“邪入于阳则狂，

邪入于阴则癫，搏阳则为巅疾。”

明代《医灯续焰·卷七·癫狂脉

症第五十八》中记载本病：“语言

错乱，喜怒无因，或笑或歌，神迷

表 1  针刺治疗精神分裂症使用频次≥ 4的穴位统计

序号 穴位名 频次 序号 穴位名 频次 序号 穴位名 频次

1 百会 54 14 风府 13 27 脾俞 6

2 内关 36 15 大椎 13 28 间使 5

3 神门 30 16 中脘 13 29 劳宫 5

4 印堂 29 17 上星 12 30 隐白 5

5 丰隆 28 18 太阳 10 31 外关 5

6 三阴交 27 19 涌泉 10 32 听宫 5

7 太冲 26 20 曲池 10 33 翳风 5

8 足三里 23 21 心俞 8 34 肝俞 5

9 合谷 21 22 膻中 8 35 太溪 5

10 水沟 18 23 关元 7 36 承浆 4

11 四神聪 17 24 风池 7 37 后顶 4

12 神庭 15 25 阳陵泉 6 38 通里 4

13 大陵 14 26 少商 6 39 哑门 4

表 2  针刺治疗精神分裂症出现频度≥ 14的穴位组合（支持度≥ 14，置信度≥ 0.6）
序号 穴位组合 出现频度 序号 穴位模式 出现频度

1 百会，印堂 22 9 足三里，百会 15

2 百会，神门 22 10 内关，印堂 15

3 百会，内关 20 11 丰隆，神门 15

4 三阴交，百会 19 12 内关，太冲 15

5 百会，太冲 19 13 足三里，神门 14

6 内关，神门 17 14 足三里，内关 14

7 百会，丰隆 16 15 太冲，神门 14

8 百会，合谷 16 16 太冲，合谷 14

表 3  针刺治疗精神分裂症穴位组合关联规则（支持度≥ 14，置信度≥ 0.6）
序号 穴位组合 置信度 序号   穴位组合 置信度

1 合谷 ->百会 0.76 6 合谷 ->太冲 0.67

2 印堂->百会 0.76 7 足三里->百会 0.65

3 神门->百会 0.73 8 足三里->神门 0.61

4 太冲->百会 0.73 9 足三里->内关 0.61

5 三阴交->百会 0.70

图 1  针刺治疗精神分裂症核心穴位关联性网络（支持度 14，置信度 0.6）

表 4  穴位聚类的核心组合及新穴组方（相关度 8，惩罚度 2）
序号 核心组合1 核心组合2 新穴组方

1 足三里，神门，四神聪 足三里，神庭，阳陵泉，上星 足三里，神门，四神聪，神庭，阳陵泉，上星

2 足三里，内关，四神聪 内关，劳宫，少商 足三里，内关，四神聪，劳宫，少商

3 涌泉，神门，阳陵泉 神门，太冲，丰隆，关元 涌泉，神门，阳陵泉，太冲，丰隆，关元

4 肝俞，肾俞，血海 肝俞，心俞，胆俞 肝俞，肾俞，血海，心俞，胆俞

5 百会，大椎，印堂，风府 水沟，印堂，风府，大陵 百会，大椎，印堂，风府，水沟，大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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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惑，秽洁妄知。……久久藏神凝结，情识昏述，灵

明何有，此癫之成于神志者也。”目前针灸常作为辅助

手段运用于临床SZ的治疗，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疗效[10]。

本研究运用数据挖掘工具分析针灸治疗SZ的穴

位选择规律，共筛选出92条穴位方，涉及77个穴位，

使用较频繁的穴位及核心穴位网络均是百会、内关、

神门、印堂、丰隆、三阴交、太冲、足三里、合谷。从取

穴特点看，遵循以下规则：

（1）以开窍醒神为主，兼豁痰息风。癫痫的病

理因素中医责之为痰，癫证的病机为痰气郁结，蒙蔽

神机，痫病的病机为脏腑阴阳失调，风火痰瘀蒙蔽心

窍，流窜经络。因此，针灸治疗SZ的穴位多取自头面

部及四肢远端，治宜开窍醒神，兼豁痰息风。本研究

发现，穴位频数第1位、核心穴位网络中心均为百会，

常用穴位组合使用频次最高的是百会与印堂、百会

与神门，其置信度分别是0.76、0.73，说明这些穴位同

时出现的可能性很高。百会，别名“三阳五会”，《采

艾编》有云：“三阳五会，五之为言百也”，说明百脉

交会于此，百脉之会，百病所主，具有醒脑开窍、安神

定志、通督定痫之功。头为诸阳之会，百脉之宗，“脑

为髓海”，而百会为各经脉气会聚之处，与脑密切联

系，针刺之可醒脑开窍、安神定志，改善SZ患者的感

知觉障碍、认知觉障碍、思维障碍。印堂属督脉，乃

调神开窍之要穴，与百会合用，可加强调神解郁、醒

脑开窍、这与既往临床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内关为

心包经之络穴，《针灸甲乙经》曰：“心澹澹而善惊恐，

心悲，内关主之。”由于心主神明，因此针刺内关可调

节气机，宁心安神，配合百会加强安神定志之功，改

善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焦虑等情感障碍。神门为

心之原穴，可调养心神，醒神开窍，与百会相配，加强

醒神开窍、宁神定志之功；与内关合用，治疗心神不

宁者。丰隆属足阳明胃经，乃祛痰第一要穴，具有豁

痰开窍、和胃降逆之效，《玉龙歌》云：“痰多宜向丰

隆寻”，《备急于金方》亦云：“丰隆主狂妄行，登高而

歌，弃衣而走”。配合神门开窍化痰可防治SZ患者痰

气郁结、痰蒙蔽心窍，从而缓解其幻听、幻想等感知

觉障碍及不协调性兴奋、易激惹等情感障碍。三阴

交为肝脾肾三阴经的交会穴，除了滋润肾阴外，还有

安神之功，与清心火的内关合用，使水火既济，心肾

相交，对于SZ患者出现不寐者效果较佳。太冲为肝

之原穴，与内关同名经配穴，加强平肝之功；与合谷

相配为“开四关”，可祛风通络止痛。足三里属足阳

明胃经的下合穴，《素问·痿论》曰：“阳明者，五脏六

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此穴多

气多血，针刺此穴可利关节、解痉，与丰隆合用则加

强豁痰之功。以上诸穴合用，共奏开窍醒神、豁痰息

风，癫痫之症可去。

（2）取穴多以督脉及手足厥阴经、手少阴经穴、

足阳明经为主。督脉上行入脑，与足厥阴肝经会于巅

顶，与肝肾关系密切，其分支联络于心，故具有通督

镇静、安神定惊之效。而SZ病位在脑，故取督脉治疗

神志病及脑部疾病，如癫狂、失眠等病症。心主血脉，

藏神，故取手少阴心经之原穴神门，补之则能益心气、

宁心神，泻之则能清心火。心包为心之外围，有代心

受邪的作用，故取手厥阴心包经之络穴内关，亦为八

脉交会穴，通于阴维脉，理气宽胸、和胃降浊、养心安

神、醒神开窍。而SZ的病因病机离不开痰，《灵枢·经

脉第十》曰：“足阳明之别，名曰丰隆……其病气逆则

喉痹卒喑。实，则狂癫，虚，则足不收。”丰隆为治痰

之要穴，具有清降痰浊、和胃宁神、清热化湿之功，且

足三里为足阳明经之合穴，合治内腑，具有健脾化痰

之功，因此，丰隆配合足三里可加强豁痰之效。

新穴组方可以获知针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隐藏

信息。方1以督脉、经外奇穴及足阳明胃经为主，适

用于痰火郁结，脏腑阴阳失调引起的哭笑无常、大吼

大叫的精神分裂症。《图翼》有曰：“（上星）主又十三

鬼穴，此名鬼堂，主百邪癫狂，当在第十次下针。”方

2适用于痰浊内阻的癫痫，《太平圣惠方》载“神聪四

穴，理头风目眩，狂乱疯痫，针入三分”，配合内关、少

商息风化痰，配合劳宫定惊。方3主要用于痰邪阻

络的精神分裂症，《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篇》曰：“筋

急，阳陵泉主之”，配合太冲、丰隆化痰通络、息风舒

筋。方4具有调补肝肾、补益气血之效，适用于血虚

证之精神分裂症出现幻视之症[11]。方5中百会、大

椎、印堂醒神开窍、安神定志，风府、水沟、大陵清心

开窍、安神定志，适用于痰热扰心的精神分裂症。

数据挖掘方法，包括文本挖掘、关联规则、复杂

系统熵聚类等[12]，中医传承辅助平台为分析针刺治

疗精神分裂症的取穴规律及组穴规则提供了重要支

持，为优化穴位配伍提供参考。虽然挖掘出的部分

穴位已经在SZ临床中得到验证，然整体核心穴位的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尚缺乏，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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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少农先生（1918—1998），浙江德清人，第一

批上海市名中医，夏氏外科第五代传人，其父为誉满

江、浙、沪的著名外科名家夏墨农。夏老幼承庭训，

游学沪上，从父襄诊，精研夏氏外科学术，尽得秘传

心法。夏老执医60载，崇尚经典，勤求古训，注重实

践，善于总结，继承和发扬了夏氏外科的学术思想，

并提出了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至今仍指导临床实

践，影响了医坛和一代代学子。值夏老百岁诞辰，再

读夏老《中医外科心得》，总结夏老治疗中医外科疾

病的学术思想，以此纪念。

1 邪正学说，审明病因

夏老在临床诊治中，根据自己在中医理论方面

的体会，结合外科疾病的特殊病因，认为疾病的发

生，乃正不胜邪所致，提出了正气因和邪气因观点，

中医外科名家夏少农先生学术思想撷英

高晴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201203）
指导：万  华

摘 要 夏少农先生为海派夏氏外科第五代传人。值夏老百岁诞辰，再读夏老《中医外科心得》，总结夏老治疗中

医外科疾病的学术思想。夏老临证提倡“邪正学说”，把外科病因分为“邪气因”“正气因”；辨病寻病因，临证主分阴阳；

根据“审因论治”原则，提出内治十五法，即“治正气因四法”“治邪气因十一法”，外科疾病证治尤重外治，内外合治，利

于邪之早去。

关键词  夏少农；中医外科学；学术思想；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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