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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俞穴首见于《灵枢·背腧》[1]，书中云：“愿闻

五脏之腧出于背者。”脏腑功能影响人体正常的生命

活动，背俞穴的分布部位接近现代医学解剖学中内

脏相对应于背部的位置，故背俞穴可治疗与其位置

相近内脏的病症，刺激背俞穴可通过调节十二经脉

经气而达到调节相应脏腑的作用[2]。背俞穴临床应

用广泛，可治疗内、外、妇科领域的多种疾病。笔者

归纳整理了近年来通过刺激背俞穴治疗相关疾病的

临床研究，对背俞穴的功能主治进行总结分析，以期

推动背俞穴的规范临床应用及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 神经系统疾病

中医学认为，人的神志与五脏六腑均有一定的

联系。五脏是一个整体，人的魂、神、意、魄、志分属

于五脏，故神志疾病与五脏相关。通过刺激背俞穴

调理脏腑气血、平衡机体阴阳，对于治疗神经系统疾

病确有疗效。

1.1  失眠  人体经络“能量”状态影响着睡眠[3]，经

络状态失常，则会导致五脏不和，阴阳失调。气血输

注于背俞穴，通过刺激背俞穴可调理脏腑阴阳平衡，

使五脏得安，从而对失眠患者起到调理作用。

宋大迁等[4]将86例老年失眠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各43例，对照组口服佐匹克隆

片，治疗组口服化痰通络汤并联合背俞穴温和灸

治疗（取穴：双侧心、肝、脾、肾四组背俞穴），结果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90.4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8.05%（P＜0.05）。陶红霞[5]将72例产后失眠患

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6例，对照组口服艾

司唑仑片，治疗组予背俞穴埋线治疗（取穴：双侧心、

肝、肾三组背俞穴），结果治疗组临床症状的改善情

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李镜等[6]将62例原

发性失眠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1例，2

组患者均予耳针治疗，对照组行常规针刺（取穴：照

海、申脉、神门、安眠等穴），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

基础上加用快针浅刺背俞穴（取穴：心、肝、脾、胃等

背俞穴），结果治疗组的总有效率及睡眠质量改善情

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1.2  抑郁症  抑郁症可归属于中医学“郁证”范畴，

其发病与五脏密切相关，情志不遂可影响五脏功能

而引发抑郁症。五脏俞为五脏经气输注于背腰部的

腧穴，刺激五脏俞可通调五脏气机，影响五脏的功能

活动，调节人体情志变化，达到治疗抑郁症的目的[7]。

刘航[8]将58例更年期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各29例，对照组予常规针刺（取穴：神

堂、百会和双侧安眠、神门等穴），治疗组在对照组治

疗的基础上加用背俞穴（取穴：双侧心俞、膈俞、肝

俞、脾俞、肾俞）温针灸治疗，结果治疗组的总有效

率为93.1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9.31%（P＜0.05）。

林艺如等[9]将78例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各39例，对照组予西酞普兰口服，治疗组在对

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背俞穴（取穴：双侧心俞、肝

俞、脾俞、肺俞、肾俞）温针灸，结果治疗组患者抑郁

程度改善及总有效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1.3  中风后遗症  中风后遗症范围较广，涉及身体、

心理、功能等各方面，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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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背俞穴在临床治疗中风后吞咽障碍、平衡功能

障碍等疾病中疗效突出。

张慧和等[12]将96例中风后吞咽障碍患者随机分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48例，对照组予降低脑水肿、

调控血压、改善脑血液循环、营养神经细胞等规范化

药物治疗，并进行康复训练，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

基础上加以背俞穴埋线和针刺舌三针、双侧风池穴，

结果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89.58%，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70.83%（P＜0.01）。王燕珍等[13]将93例脑卒中

后认知障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50例和对照组43

例，对照组常规针刺百会、四神聪等穴，治疗组在对

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刺五脏背俞穴，结果治疗组蒙

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改良的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评分以及总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詹小井等[14]将84例卒中后平衡功能障

碍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42例，对照组患

者予常规治疗并口服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组患者

予黄芪桂枝五物汤口服并配合背俞穴芒针透刺，结

果治疗组临床相关症候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且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2 消化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的功能与脾胃关系密切，脾胃脏腑之

气与背部脾俞、胃俞相应，故脾、胃之背俞穴能够很

好地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蒋曼君等[15]将128例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64例，对照组予常规针刺（取

穴：双侧内关、足三里等穴），治疗组予针刺双侧肝、

胆、脾、胃之背俞穴和胃脘下俞等穴，再选取中脘、下

脘、肝俞、脾俞、胃俞进行埋线，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

中医证候积分、胃镜积分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普适

性量表评分、胃黏膜血流量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上

述指标的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宋宸

宇[16]采用针刺背俞穴治疗45例化疗后顽固性呃逆患

者，选取膈俞穴为主穴，脾、胃、肝、肾等背俞穴为配

穴，结果治疗总有效率为97.80%。杨永刚等[17]将60

例老年性便秘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0

例，对照组予通便灵胶囊口服，治疗组选取双侧脾、

胃、肝、肾之背俞穴，用毫针沿背俞穴向相应夹脊穴

透刺，出针后对腹部进行按摩，结果治疗组的总有效

率为86.7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3.30%（P＜0.05）。

3 呼吸系统疾病

中医理论认为，肺、肾两脏与人的呼吸密切相

关。人体呼吸运动的正常进行有赖于肺的宣降及肾

的纳气功能正常，刺激以肺俞、肾俞为主的背俞穴，

能有效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郎秋雯等[18]将62例慢性咳嗽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各31例，对照组予复方甲氧那明胶

囊口服，治疗组选取背部膀胱经的肺俞至肾俞进行

走罐，结果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治疗组治疗后日间、夜间咳嗽症状积分

及总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高璐[19]将80

例非急性发作期支气管哮喘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

对照组各40例，对照组患者予常规西医治疗如吸入

沙美特罗丙酸氟替卡松粉剂等，治疗组在对照组治

疗的基础上加用祛痰补肾方联合背俞穴针刺治疗，

结果治疗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4 皮肤病

古代医家认为皮肤病多与风、湿、热邪相关，是

由诸邪伏于脏腑，日久不能宣通，导致肌肤疏泄失

常。通过刺激背俞穴，可调整脏腑阴阳，使肌肤疏泄

有度，起到治疗皮肤病的作用。

4.1  荨麻疹  《妇人大全良方》载：“治风先治血，血

行风自灭。”通过刺激背俞穴以调整脏腑功能，可达

到疏风通络、祛风止痒、活血化瘀的目的[20]。

刘桂连等[21]将50例慢性荨麻疹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各25例，2组患者均予苯海拉明等抗

组胺类药物，少数顽固性荨麻疹患者可联合使用西

咪替丁等受体拮抗剂，对照组选取足三里、血海两穴

位交替进行自血疗法，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

上加用脾俞、心俞、肺俞、膈俞、肾俞等背俞穴刺络

拔罐，结果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白细胞介素（IL）-4

和免疫球蛋白（Ig）E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干扰

素（IFN）-γ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且治

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贾永

男等[22]将90例慢性荨麻疹患者随机分为西药组、

梅花针组、线罐组，每组30例，西药组予依巴斯汀

片口服治疗，梅花针组予双侧肺俞、心俞、膈俞、肝

俞、三焦俞行梅花针叩刺拔罐联合双侧足三里自血

疗法治疗，线罐组予背俞穴埋线拔罐联合自血疗法

治疗（取穴同梅花针组），结果线罐组的总有效率为

96.70%，明显高于梅花针组的86.70%和西药组的

76.70%（P＜0.05），且治疗后线罐组血清IgE水平明

显低于梅花针组和西药组（P＜0.05）。

4.2  痤疮  痤疮可归属于中医学“肺风粉刺”范畴，

其主要病因病机为肺经风热，肺俞穴是该病病邪出

入人体的重要通道。此外，风寒湿邪客于肺胃，肺胃

邪热炽盛也会引起痤疮。通过刺激背俞穴，给邪以

出路，可达到治疗痤疮的目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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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高等[24]将 58例痤疮患者随机分为治疗

组30例和对照组28例，治疗组于患处局部围刺

及背俞穴埋线治疗，对照组予异维A酸软胶囊口

服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6.66%，明显高

于对照组的64.28%（P＜0.05）。龚小芳等[25]将

60例痤疮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0例，

治疗组先于痤疮部位施以火针，继于肺俞、脾俞、

胃俞刺络放血，对照组予丹参酮胶囊口服，结果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96.7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90.00%（P＜0.05）。 

4.3  其他皮肤病  背俞穴不仅可以治疗荨麻疹、痤

疮，同时也可应用于其他皮肤病的治疗。

姜慧晶[26]将80例系统性硬皮病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各40例，治疗组运用温肾健脾汤联合

背俞穴针刺治疗，并配合周围病变围刺，对照组予D-

青霉胺和维生素B1、B6口服治疗，结果治疗组的临

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且治疗后治疗组患者血清

抗核抗体谱、血清抗着丝点抗体转阴人数均明显多

于对照组（P＜0.05）。李秀[27]运用耳穴、背俞穴放血

疗法治疗40例过敏性皮炎患者，耳穴选取神门、三

焦、内分泌等穴点刺出血，背俞穴选取膈俞、肺俞、肝

俞等穴刺络拔罐，再根据上、下肢部位不同，分别选

取双侧尺泽或委中穴点刺放血，结果痊愈30例，显

效6例，疗效显著。

5 妇科疾病

妇科疾病与肝脾肾三脏关系尤为密切，对脏腑

背俞穴进行治疗，可有效调理脏腑经气，平衡脏腑

功能。

陈贞贞[28]将62例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1例，治疗组选取肝、心、脾、肺、

肾等背俞穴针刺治疗，对照组予替勃龙片口服，结果

治疗组患者失眠、潮热、汗出、抑郁、焦虑等症状指数

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患者性激

素水平血清雌二醇（E2）升高更为明显（P＜0.05）。

张卉等[29]将45例月经先后不定期患者随机分为治

疗组、对照组1、对照组2，每组15例，治疗组予背俞

穴埋线（取穴：双侧膈俞、肝俞、脾俞、肾俞），对照组1

予腹部穴位埋线（取穴：双侧天枢、归来和关元等穴），

对照组2予背俞穴针刺（取穴：双侧膈俞、肝俞、脾俞、

肾俞等），结果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93.33%，明显高于

对照组1和对照组2的73.33%和66.67%（P＜0.05），

且治疗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1和

对照组2（P＜0.05），治疗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明显

高于对照组1和对照组2（P＜0.05）。

6 骨骼运动系统疾病

五脏与五体、五官均有一定的联系，故通过刺激

背俞穴，能够调节脏腑经气，濡养筋骨血脉，通络止

痛，治疗骨骼运动系统疾病确有疗效。

成惠娣等[30]将 80例颈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40例，对照组在肩颈部上

下、内外进行刮痧，再于风府、大椎、肩井等穴进

行点压，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沿着背部

双侧肝俞、胆俞、脾俞、胃俞、肾俞等膀胱经腧穴

进行拔罐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且治疗组颈部疼痛、颈部功能等症状

积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曾文璧等[31]将

46例强直性脊柱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23例，对照组口服塞来昔布胶囊，治疗组在对照组治

疗的基础上加用毫火针针刺背俞穴（取穴：除膈俞

外，从肺俞按腧穴次序直到膀胱俞共12组腧穴），结

果治疗组在减轻患者疼痛、改善脊柱活动度等方面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总有效率达

100.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91.31%（P＜0.05）。张

玲等[32]将60例背部肌筋膜疼痛综合征患者随机分

为埋线组和艾灸组各30例，2组患者均取背部阿是

穴3个加双侧背俞穴2对（奇数次治疗选厥阴俞、膈

俞，偶数次治疗选督俞、脾俞），埋线组予穴位埋线

治疗，艾灸组采用间接灸治疗，结果埋线组总有效

率为96.67%，明显高于艾灸组的86.67%（P＜0.01），

且埋线组在改善背部肌筋膜疼痛综合征、减轻疼痛

等方面均明显优于艾灸组（P＜0.05）。

7 慢性疲劳综合征

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发病责之于多因素导致的脏

腑功能失调，背俞穴与相应脏腑对应，通过刺激背俞

穴可以起到调节脏腑功能的作用，从而恢复五脏六腑

的正常功能，达到调节人身整体机能状态的目的[33]。

祁元刚等[34]将60例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随机

分为中药组和针药组各30例，中药组仅予柴胡龙

骨牡蛎汤口服，针药组在中药组治疗的基础上加刺

背俞穴（取穴：心、肺、脾等背俞穴），结果针药组患

者疲劳量表-14、焦虑自评量表等评分改善程度均

明显优于中药组（P＜0.01）。李诗梦等[35]将90例

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双侧背俞穴组、单侧

背俞穴组和背部非穴组，每组30例，双侧背俞穴组

予揿针留针治疗（取穴：双侧肝俞、心俞、脾俞、肺

俞、肾俞），单侧背俞穴组取穴及操作同双侧背俞穴，

单侧取穴，左右交替，背部非穴位组取背俞穴向外

1.5～2.0 cm处避开膀胱经腧穴和阳性反应点腧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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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取穴，左右交替。结果双侧背俞穴组和单侧背俞

穴组的总有效率和疲劳量表-14评分均明显优于背

部非穴位组（P＜0.01，P＜0.05）。黄娜娜等[36]将88

例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中药组30例、针

灸组28例和对照组30例，中药组予薯蓣丸口服，针

灸组针刺背俞穴（取穴：双侧肺俞、心俞、膈俞、肝

俞、胆俞、脾俞、肾俞）并联合艾灸神阙穴，对照组

予谷维素等西药口服，结果针灸组和中药组在提高

总有效率和改善临床症状等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梁蔚莉等[37]将70例慢性疲劳综合征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5例，对照组予谷

维素等西药口服，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

用背俞穴隔药饼灸，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疲劳量

表-14、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

低，且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8 肿瘤相关疾病

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六腑之间相辅相成，

共同维持机体的正常功能。背俞穴与脏腑经气相

通，能够很好地调节脏腑功能，提高肿瘤患者的免疫

力，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8.1  癌性疼痛  陈军等[38]将120例癌痛患者随机分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60例，对照组予盐酸羟考酮缓

释片口服，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艾灸

背俞穴（取穴：双侧厥阴俞、三焦俞、肝俞等），结果

治疗组在缓解疼痛、降低血清炎症因子等方面明显

优于对照组（P＜0.05）。

8.2  癌因性疲乏  梁虹等[39]将63例肺癌癌因性疲

劳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34例和对照组29例，对照

组予对症支持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

行隔药饼灸背俞穴，结果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疲劳症

状、生活质量等评分均得到明显改善，且明显优于对

照组（P＜0.05），治疗组患者血清IL-6、肿瘤坏死因

子-α（TNF-α）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明显低于

对照组（P＜0.05）。常雪松[40]将50例癌因性疲乏患

者按照2∶1∶1∶1的比例随机分为4组，针刺组20例

根据经络感传测试选取相应背俞穴，并配合足三里、

三阴交、太溪进行针刺，假针刺组10例在所选背俞

穴旁开1 cm处用假针按压，安慰剂组10例予安慰剂

胶囊口服，空白组10例进行单纯对症治疗，结果针

刺组对改善癌因性疲乏患者相关症状有明显促进作

用（P＜0.05）。 

9 内分泌系统疾病

内分泌系统疾病多与脏腑平衡失调有关，背俞

穴将脏腑与体表相连接，阴阳相合，共同调节脏腑功

能，平衡水液代谢，使内分泌功能协调平衡。

金敏娟等[41]将 78例高尿酸血症患者随机分

为观察组40例和对照组38例，对照组予常规药物

对症治疗，观察组予背俞穴埋线治疗（取穴：双侧

膈俞、脾俞、肾俞、小肠俞），结果治疗后观察组血

清尿酸、血肌酐水平明显降低，且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5.00%，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71.10%（P＜0.05）。罗星子等[42]将62例糖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31例，对照组予常规针刺（取穴：双侧曲池、合

谷、阳陵泉、三阴交等穴），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

基础上加用背俞穴温和灸治疗（取穴：双侧膈俞、胃

脘下俞、脾俞等背俞穴），结果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多

伦多临床系统评分和腓总神经的运动神经传导速

度、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明

显优于对照组（P＜0.05，P＜0.01）。

10 结语

背俞穴作为临床特定腧穴之一，具有特殊意义。

从解剖上看，对应相关脏腑；从生理上看，与脏腑经

气相通。刺激背俞穴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消化系统

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皮肤病、妇科疾病等各系统疾

病确有疗效。但目前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

临床研究样本量小、相应实验研究不够深入等，今后

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探究刺激背俞穴治疗疾病的作

用机制，进一步揭示背俞穴的效应机制，以更好地指

导临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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