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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gularities in acupoint application for the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Chronic Cholecystitis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Clinical ar-
ticles published during the recent 20 years o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Cholecystitis with acu-
puncture were collected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Results: 1) After searching, initial examination 
and culling, 88 relevant literatures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were finally included, and 43 acu-
points were involved, with a total frequency of 285 times. 2)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acupoints 
were Yanglingquan (GB 34), DanNang (EX-LE6), Danshu (BL19), Riyue (GB 24), Taichong (LR3), 
which were majorly from the Gallbladder Meridian of Foot-Shaoyang and Liver Meridian of 
Foot-Jueyin.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Cholecystitis with acupuncture, the selection 
of acupoints should follow the along-meridian, local and specific acu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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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的腧穴运用规律，为临床治疗提供部分参考依据。方法：利用计算机检

索近20年国内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临床研究的全部文献，进行相关统计分析。结果：1) 经过搜索、初

检、剔除，最终纳入符合要求的相关文献88篇，共涉及腧穴共43个，使用总频次达285次；2) 使用频

次最多的腧穴是阳陵泉、胆囊、胆俞、日月、太冲；腧穴归经最多的是足少阳胆经和足厥阴肝经。结论：

目前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取穴以循经、局部、特定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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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慢性胆囊炎是由急性或亚急性胆囊炎反复发作，或长期存在的胆囊结石所致胆囊功能异常所致。其

发病基础是胆囊管或胆总管梗阻。临床常表现为上腹不适或钝痛，常于进食油腻食物后加剧，也可伴有

恶心、腹胀及嗳气等。B 超检查显示胆囊缩小，壁增厚，欠光滑(甚至毛糙)，或见强回声团及声影表现。

西医常采用手术治疗或行消炎利胆及制酸等非手术治疗，疗效往往不佳，且易复发。而针刺治疗本病疗

效确切[1]。本文通过检索和分析近 20 年来的相关临床文献，以求探析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的腧穴运用规

律，以期更好得指导临床工作。 

2. 资料与方法 

2.1. 检索策略 

文献全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CNKI)，采用计算机检索的方法。检索在 1998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国内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临床研究的全部文献。主题词为“慢性胆囊炎”并且“针

刺”或“针灸”或“体针”或“电针”或“灸法”或“针药”。 

2.2. 纳入标准 

1) 以针刺或针灸为主要方法治疗慢性胆囊炎的中文文献，类型包括临床试验、临床疗效观察和学术

论文。2) 文献发表的时间范围是 1998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3) 研究内容以十四经穴为主要

腧穴，以针刺或针灸疗法作为主要治疗方法，可单独或结合其他疗法，如针药结合、耳体针结合等。4) 文
献中明确给予 1 组以上的主穴处方。5) 文献研究对象，必须有明确的纳入标准，且诊断、疗效评价标准

均采用国内或国际通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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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排除标准 

1) 动物实验、文献综述或会议论文、个案报道或者名老中医经验文献。2) 不以针灸或针刺为主要治

疗方法。3) 无具体针刺取穴的研究报道。4) 慢性胆囊炎合并其他疾病的文献报道。5) 内容相近、重复

的文献报道。 

2.4. 文献筛选 

1) 根据主题词检索中国知网，初检文献 n = 344 篇。2) 严格按照纳入及排除标准，对初检文献的题

目及摘要进行阅读，初步排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去重 n = 241 篇，得到 n = 103 篇。3) 对初筛的全部文

献进行全文阅读，最终纳入 n = 88 篇。 

2.5. 统计学方法 

运用 Microsoft Excel 软件建立数据库，对所有纳入腧穴进行频次分析，并按照其所在经脉分布、所

属部位及所属特性等需要加以分类、归纳整理，进行相关数据处理。 

3. 统计结果 

3.1. 腧穴使用频次统计 

经统计，在纳入的 88 篇文献中，涉及的腧穴共 43 个，包括十四经穴 41 个，经外奇穴 2 个，总频次

为 285 次。其中，使用总频次最多的腧穴是阳陵泉(42)，其次分别为胆囊穴(24)、胆俞(24)、日月(20)、太

冲(20)。作为主穴频次最多的也是阳陵泉(37 次)，其次分别为胆囊穴(23)、胆俞(21)、日月(20)、太冲(15)。
另外，在配穴方面，使用次数最多的前两个腧穴分别是内关(7)和足三里(6) (见表 1)。 

 
Table 1. Frequency of acupoint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cholecystitis by acupuncture* 

表 1. 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的腧穴使用频次及使用频率* 

序号 腧穴 主穴频次 配穴频次 总频次 主穴频率% 配穴频率% 总频率% 

1 阳陵泉 37 5 42 17.13 7.25 14.74 

2 胆囊 23 1 24 10.65 1.45 8.42 

3 胆俞 21 3 24 9.72 4.35 8.42 

4 日月 20 0 20 9.26 0 7.02 

5 太冲 15 5 20 6.94 7.25 7.02 

6 足三里 13 6 19 6.02 8.70 6.67 

7 期门 15 3 18 6.94 4.35 6.32 

8 肝俞 11 3 14 5.09 4.35 4.91 

9 中脘 3 5 8 1.39 7.25 2.81 

10 内关 1 7 8 0.46 10.14 2.81 

11 阴陵泉 5 3 8 2.31 4.35 2.81 

12 支沟 2 5 7 0.93 7.25 2.46 

13 丘墟 6 0 6 2.78 0 2.11 

14 曲池 1 5 6 0.46 7.25 2.11 

*注：总频次 5 次以下的腧穴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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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腧穴归经情况统计 

在腧穴归经情况中，除了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其余经脉均有所涉及。其中，足少阳胆经(77)、
足厥阴肝经(47)、足阳明胃经(30)、任脉(30)的腧穴最多。主、配穴总频次最高的分别是足少阳胆经和足

厥阴肝经。总频次也是足少阳胆经均首位。另外，经外奇穴虽然只有胆囊穴、华佗夹脊穴，总频次就达

26 次(见表 2)。 
 

Table 2. Statistics of acupoints returning to meridian of chronic cholecystitis treated by acupuncture 
表 2. 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的腧穴归经情况统计 

归经 腧穴数目 腧穴名称 主穴总频次 配穴总频次 总频次 

足少阳胆经 6 阳陵泉、日月、丘墟、肩井、悬钟、足临泣 70 7 77 

足厥阴肝经 6 太冲、期门、章门、大敦、行间、足窍阴 36 11 47 

足阳明胃经 6 足三里、梁门、不容、厉兑、天枢、上巨虚 21 9 30 

经外奇穴 2 胆囊穴、华佗夹脊穴 25 1 26 

足太阳膀胱经 5 胆俞、肝俞、膈俞、脾俞、三焦俞 21 3 24 

任脉 6 中脘、神阙(灸)、气海、鸠尾、关元、建里 9 7 16 

足太阴脾经 4 阴陵泉、三阴交、腹哀、血海 11 4 15 

手厥阴心包经 1 内关 1 7 8 

手阳明大肠经 2 曲池、合谷 1 6 7 

手少阳三焦经 1 支沟 2 5 7 

督脉 2 大椎、至阳 1 4 5 

手太阴肺经 1 列缺 1 0 1 

足少阴肾经 1 太溪 0 1 1 

总计 43  199 65 264 

3.3. 腧穴分布情况统计结果 

经统计，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的腧穴多集中于下肢部，总体使用频率也居于最高，约近半数(48.77%)，
包括阳陵泉、胆囊穴、足三里等。而在其余部位频次最高腧穴的分别为日月、胆俞、内关(见表 3)。 

 
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acupoint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cholecystitis by acupuncture 
表 3. 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的腧穴分布情况统计 

部位 腧穴数目 频次 频率(%) 腧穴名称 

下肢部 16 139 48.77 
阳陵泉(42)、胆囊穴(24)、太冲(20)、足三里(19)、阴陵泉(8)、丘墟(6)、三阴

交(4)、足临泣(3)、大敦(3)、悬钟(3)、足窍阴(2)、行间(1)、厉兑(1)、太溪(1)、
血海(1)、上巨虚(1) 

胸腹部 13 68 23.86 日月(20)、期门(18)、中脘(8)、梁门(4)、章门(3)、神阙(3)、天枢(3)、腹哀(2)、
气海(2)、不容(2)、鸠尾(1)、关元(1)、建里(1) 

肩背腰部 8 51 17.9 胆俞(24)、肝俞(14)、膈俞(4)、肩井(3)、脾俞(2)、夹脊穴(2)、三焦俞(1)、 
至阳(1) 

上肢部 5 23 8.07 内关(8)、支沟(7)、曲池(6)、合谷(1)、列缺(1) 

头面颈项部 1 4 1.4 大椎(4) 

总计 43 28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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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特定穴使用情况统计结果 

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的 43 个腧穴中，有 28 个属于特定穴，占 65.11%。五输穴共计 11 个，总频次

有 94 次。其中 3 个合穴的使用频次约占 60%，单阳陵泉一穴的使用频次就达 42 次，居于首位。其次是

募穴(53)、下合穴(20) (见表 4)。 
 

Table 4. Statistics on the use of specific point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cholecystitis by acupuncture 
表 4. 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的特定穴使用情况统计 

特定穴 数目 频次 腧穴名称 

五

输

穴 

井 3 6 大敦(3)、足窍阴(2)、厉兑(1) 

荥 1 1 行间(1) 

输 3 24 太冲(20)、足临泣(3)、太溪(1) 

经 1 7 支沟(7) 

合 3 56 阳陵泉(42)、阴陵泉(8)、曲池(6) 

合计 11 94  

募穴 6 53 日月(20)、期门(18)、中脘(8)、章门(3)、天枢(3)、关元(1) 

下合穴 2 20 足三里(19)、上巨虚(1) 

交会穴 5 14 大椎(4)、三阴交(4)、肩井(3)、腹哀(2)、关元(1) 

络穴 3 10 内关(8)、鸠尾(1)、列缺(1) 

原穴 3 8 丘墟(6)、合谷(1)、太溪(1) 

八脉交会穴 3 5 悬钟(3)、章门(1)、列缺(1) 

4. 讨论 

4.1. 高频腧穴及归经探讨 

根据对近 20 年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相关文献的筛选、统计，可以发现临床运用频率明显较高，且作

为主穴为主的前 5 位腧穴分别是：阳陵泉、胆囊穴、胆俞、日月、太冲。使用频次较高的腧穴集中于足

少阳胆经和足厥阴肝经，且大多位于下肢部。在特定穴的运用上，使用最多的是五输穴及募穴。 
1) 阳陵泉：属足少阳胆经的合穴、下合穴，亦是八脉交会穴之“筋会”。该穴皮肤由腓肠外侧皮神

经分布[2]。古往今来，阳陵泉多被广泛用于治疗下肢疾病(如痹证、痿证、下肢急性扭伤等)、胆系疾病(胁
痛、黄疸、胆囊炎、胆结石等)。《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云：“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

澹澹，恐人将捕之，隘中阶阶数唾，……取阳陵泉”。《针灸甲乙经》中亦记载：“胁下稽满，呕吐逆，

阳陵泉主之”，又“胆胀者，胁下痛胀，口苦好太息，阳陵泉主之”。据报道[3] [4] [5]，电针阳陵泉具

有使慢性胆囊炎患者胆囊收缩的针刺效应，可促进胆囊收缩素分泌，胆囊动脉血流速度减慢，阻力指数

增加。曹子洋[6]进行针刺阳陵泉的时效规律研究，认为每天针刺 2 次为宜，且均在饭前针刺为佳，且最

佳留针时间为 30 分钟。 
2) 胆囊：属近些年发现的新穴，首载于 1959 年第 8 号《中华外科杂志》。该穴皮肤亦由腓肠外侧

皮神经分布[2]，现普遍将其归为奇穴范畴。也有医家认为[7]，胆囊位于胆经的循行路线上，在阳陵泉与

阳交之间,从位置关系上当属胆经。《素问·缪刺论》有云：“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胁痛不得息”，

《素问·奇病论》曰：“口苦者病名为何……病名曰胆瘅。”虽然古代医家及文献对胆囊穴的记载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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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甚少，但其实早在 80 年代，针刺胆囊穴治疗肝胆系疾患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疗效肯定[8]，是治疗胆

疾患的经验要穴。因此从胆囊的善治病症上来看，与胆经病候具备一定的一致性[7]。现代研究也表明，

对急性胆囊炎病人[9]，针刺胆囊穴，多数即刻感觉上腹部放松、右上腹疼痛减轻。徐海云[10]在胆囊穴

埋线治疗慢性胆囊炎，经临床观察，配合低脂饮食，多能逆转胆囊壁增厚、胆囊增大等变化，达到治疗

胆囊炎的目的，疗效较佳。 
3) 胆俞：《针灸甲乙经》云：“胆俞，在第十椎下，两旁各一寸五分”，为胆之背俞穴，属足太阳

膀胱经。该穴皮肤由第九、十、十一胸神经后支外侧支分布[2]。背俞穴是脏腑经气输注于背腰部的腧穴，

所以当胆囊发生病变时，胆俞穴多有明显压痛。因此按压、针刺胆俞，具有舒理肝胆气机，以达到“通”

则不痛的效果[11]。 
4) 日月：《针灸甲乙经》云：“日月足太阴少阳之会，胆之募”，该穴皮肤由第六、七、八肋间神

经的前皮支重叠分布[2]。日月穴是胆经气机聚集之处，也是离胆腑最近的地方，又为足太阴、少阳之会，

故针之可调理肝胆之经气，疏肝利胆。《素问·奇病论》载：“口苦者……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

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治之以胆募、俞。”临床上常将日月配以胆俞穴，取俞募配穴之意。现代研

究表明，针刺“日月”穴可使胆囊炎患者胆囊运动功能增强，利于胆汁排泄、炎症恢复[12]。 
5) 太冲：《灵枢·九针十二原》：“阴中之少阴肝也，其原出于太冲”。该穴皮肤由桡神经的指背

神经与正中神经的指掌侧固有神经双重支配[2]。原穴是脏腑原气经过和留止于四肢部的腧穴，如《灵枢·九

针十二原》所载：“五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矣”。

太冲作为肝经原穴，具有清肝火、止胁痛的作用，常与阳陵泉、期门、足三里、胆囊穴等相配，疗效确

切[13] [14] [15]，也有报道，针刺太冲缓解胆道口(奥狄氏)括约肌痉挛的作用大于阳陵泉、足三里[16]。 
不难看出，在本文所纳入文献的腧穴归经方面，排名前两位是足少阳胆经和足厥阴肝经。“胆者，

中精之腑，主藏精汁。”足少阳经属胆络肝，胆腑的生理功能与胆经密切相关。胆汁的疏泄，全赖经脉

之气的正常发挥。少阳经气正常，则胆汁疏泄有序反之，经气失和，则会导致胆汁的贮藏、排泄障碍。

《灵枢·本脏》云：“肝合胆”。肝经络脉蠡沟合于胆经，胆经络脉光明合于肝经。胆位于肝内，胆汁

乃肝经之余气而成。两者一脏一腑表里相属，皆行于胁肋，生理关系密切，病理上亦相互影响，治疗上

往往是肝胆同治。《素问·刺热》篇云：“肝热病者……胁满痛……刺足厥阴、少阳。”[17] 
祖国医学多将慢性胆囊炎归于中医“胁痛”、“胆胀”范畴。其中，“胁痛”最早见于《内经》。

《灵枢·五邪》云：“邪在肝则两胁中痛”。《景岳全书·胁痛篇》云：“胁痛之病，本属肝胆二经，

以二经之脉皆循胁肋故也”。肝居胁下，胆附于肝，其经脉布于两胁，胆有病，往往反映到胁肋部位而

发生胁痛。研究认为，本病多因情志不遂，肝气郁滞或饮食失调，脾失健运，湿浊不化，土奎木郁，导

致肝胆失疏，气机不畅，胆腑不通，故见胁肋疼痛。若气滞日久，瘀血内阻，或湿郁化热，湿热阻滞肝

胆，可使胁痛加重[18]。现代医学对于慢性胆囊炎的中医分型，主要有以下几种[19]：①肝气郁结型；②

肝胃不和型；③肝胆瘀滞型；④气滞血瘀型；⑤肝胆湿热型；⑥肝阴不足型。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

工作、生活压力的加剧，情志问题日益突出，分型中又以肝气郁结型、肝胆湿热型[20] [21] [22]最为突出，

治疗当以清热化湿，疏肝利胆为根本。 

4.2. 不足与展望 

在文献搜索、筛选过程中，笔者发现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70~90 年代，而近 10 年

的文献相对较少，临床报道形式单一。在 80 年代曾有大量文献研究表明单独运用耳针或耳体针结合治疗

慢性胆囊炎的疗效确切[23] [24] [25] [26]，近年也是显有发表。而对于机理研究，多以阳陵泉、期门、肝

胆经为主，其中重复、相似的报道亦不少[3] [5] [6] [20] [27] [28] [29]。有学者[30]曾搜索近 60 年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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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1950~2011 年)，对穴位组方做了统计，认为针刺在治疗胆囊炎的取穴方面纷繁复杂，组方混乱，尚

停留在经验层面。陈少宗[31]则认为，针刺治疗慢性胆囊炎，取穴缺乏规范，所涉及的穴位及经脉过多：

临床医生是否出现频次最多的治疗效果最好？如何斟酌取穴、如何获得最佳配伍？不仅仅是慢性胆囊炎，

这也是针灸治疗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笔者认为，临床上针刺综合治疗慢性胆囊炎，相比较西医的手术治疗及保守治疗，其可实施性、有

效性确佳，能够明显改善病情，值得在临床作为中医特色疗法的一种适宜技术来推广，为广大患者某福

利。而对于如何进行针刺选穴、明确组方规律及进一步的机制探讨问题，尚需临床大样本系统研究来佐

证，以阐明针刺技术在临床疗效方面的科学、稳定、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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