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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针灸处方中，腧穴的配伍既有协同作用，也可能对应存在拮抗效应。本文结合相关文献，

从协同作用和拮抗效应两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以期对腧穴配伍效率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指导临床和

科研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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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研究经络、腧穴及通

过刺灸一定的腧穴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1]。针灸的
辨证论治体系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腑经络理论为

基础，根据病因病机，制定一系列的腧穴配伍方案，

形成治疗处方 [2]。因此，腧穴配伍是该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针灸处方的第一组成要素。临床实践中，

医者在选穴组方时，一般取独穴治疗者少，多穴配

伍者则多见。《席弘赋》云：“凡欲行针须审穴”，《百

症赋》谓：“百症俞穴，再三用心”。现结合腧穴配伍

的协同作用和拮抗效应方面的文献，进行分析探

讨，以期对腧穴配伍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指导临

床和科研实践。

一、腧穴配伍协同作用的研究

腧穴配伍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腧穴联合配用，

加强腧穴之间的协同作用，相辅相成，进而提高疗

效 [3]。研究针灸古籍发现，大量的腧穴配穴原则与治
疗处方都是从协同作用的角度立意。该角度的研究

一直是针灸腧穴配伍方面的热点和重点，广泛运用

于临床和科研。

吴绪荣 [4]以针灸治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病 50 例，
同时设立对照组 30 例进行对比研究。治疗组的第 1
组取足三里、内关、公孙穴，第 2 组取中脘、脾俞、胃
俞穴，且治疗组在治疗过程辩证施穴。对照组仅取

穴内关、公孙。比较两组病人的疗效，结果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约0.05）。证实主穴随证加减，腧穴协
同配伍者的疗效更显著。王光义等 [5]采用急性实验
性高血压大鼠为模型，证实电针“曲池”或“丰隆”穴

均有显著的降压作用，如果同时电针两穴，其协同

的降压作用明显优于单刺穴。彭楚湘 [6]观察电针足
三里穴加不同的配穴对胃粘膜损伤修复作用，该研

究中将 100 只大鼠随机分成空白对照组、模型组、
足三里组、足三里配内关组、足三里配中脘组、足三

里配公孙组、足三里配内关中脘组、足三里配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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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组、足三里配中脘公孙组、足三里配内关中脘

公孙组。结果显示，各电针组均能提高表皮生长因

子和 NO 含量，降低胃泌素含量，与模型组比较均有
统计学意义（P约0.05），但以足三里配内关中脘公孙
组尤为显著。表明电针足三里不同配穴对大鼠急性

胃粘膜损伤均有修复作用，以足三里配内关中脘公

孙组效果最强。冀来喜等 [7]通过对临床治胃病常用
3 个腧穴的不同配伍作用进行比较，试图选择其中
的最优组合。该实验将 48 只清洁级 Wistar 大鼠按
析因设计随机分 8 个组：模型组、足三里组、中脘
组、内关组、足三里+中脘组、足三里+内关组、中脘+
内关组、足三里+中脘+内关组。采用无水乙醇灌胃
法制造急性胃黏膜损伤模型，取电针治疗后大鼠的

胃黏膜组织，进行胃溃疡指数的计算和组织学观

察，同时运用透射电镜进行超微结构的观察。结果

显示，各电针组胃黏膜细胞损伤程度均减轻，但足

三里+中脘+内关组为显。证实同时电针“足三里”、
“内关”和“中脘”减轻胃黏膜损伤的作用优于其单

穴或双穴使用。

二、腧穴配伍拮抗效应的研究

在以协同作用为主的基础腧穴配伍临床和科

研方面，我们忽视一个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腧穴

间的拮抗效应。针灸腧穴防治疾病，不同腧穴上的

多种刺激同时发生作用，机体在诸多因素的参与

下，可产生综合效应。此时，腧穴配伍或保持原来每

个单穴的疗效，或配伍后疗效得到增强；但也可能

被削弱，甚至无效。由此，推测腧穴配伍既存在协同

作用，也可能产生拮抗效应。拮抗效应是指两穴或

数穴配合后，其疗效较单穴为差，或原有作用消失

甚或相反 [8]。有关拮抗效应的研究甚少，古书未明确
提及，20 世纪 50 年代虽有人证实腧穴拮抗效应的
存在，但并未引起该有的重视。

有关腧穴拮抗效应方面研究基本停留在动物

实验阶段，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研究发

现，耳静脉注射肾上腺素造成家兔心率减慢模型

时，针刺“内关穴”配“足三里穴”可有效抑制肾上腺

素效应而使家兔的心率增快；但如果同时针刺“交

信”则使效应明显减弱 [9]。张笑平 [10]观察针刺对巴普
洛夫胃萎狗胃运动的影响时，发现“中脘”配“肺俞”

呈现拮抗效应。杨兆民 [11]对病毒性小鼠诱生干扰素
作用影响的实验，观察结果显示，针“足三里”与灸

“关元”联合应用，具有明显的协同作用。但如果针

“素髎”与灸“关元”联合应用则呈明显的拮抗效应。
徐放明 [12]以小鼠耗氧速率为指标，观测电针不同腧
穴、腧穴配伍组合对其影响。结果表明，“内关”配

“脾俞”、“内关”配“足三里”，均呈现拮抗效应，小

鼠耗氧速率的改变与针刺单穴的效应相反。徐放

明 [13]以电针不同的配伍腧穴，观察对油脂减弱小鼠
胃肠推进功能的影响。结果也证实“内关”与“脾俞”

配合再加配“足三里”后，该减弱效应不明显。提示

“内关”、“脾俞”、“足三里”三穴配伍存在一定的拮

抗效应。徐放明 [14]以阿托品模型小白鼠为观察对象，
针刺“内关”、“脾俞”、“足三里”及其两穴、三穴配伍

对胃肠推进的不同作用。结果表明，“内关”、“脾

俞”、“足三里”3 穴配伍呈现拮抗效应。李学惠 [15]选
用乌头碱诱发家兔室性心律失常的模型，以心律失

常持续时间为观察指标，研究发现内关、神门、心俞

3 个穴位单用具有显著疗效，且作用相近，但联合应
用则疗效无显著提高，甚至下降。

三、腧穴配伍效率的分析探讨

矛盾分析法启示我们：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

中，并贯穿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事物既对立又统

一。在针灸防治疾病的辨证论治体系中，腧穴应具

有普遍性和特异性，治疗效果受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因此，腧穴配伍既具协同作用也应该有拮抗效

应，而且大量的研究事实客观地证明其真实存在。

相比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尚缺乏循证医学方面

的有效评价，机制机理也未为深入。鉴于此，临床上

对同一病证，针灸医师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依据不

同的配穴原则和经验进行选穴，形成风格迥异的针

灸处方，造成针灸取穴配方的理论问题 [16]，难免带
来很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常常令针灸从业者无

所适从，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临床疗效也难以得到

保证。我们可以充分地挖掘针灸腧穴配伍组方的规

律，加强基础与临床的综合性研究，多角度、多层次

地探讨腧穴配伍效率的临床和科学实验研究，深入

探讨腧穴配伍治疗疾病作用的机制机理尤其是其

拮抗效应方面。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在腧

穴结构与功能、穴（经脉）-脏腑相关理论等方面取
得的临床与基础成就，为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技

术支持。在科研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更要重视

针灸的整体性及腧穴配伍中高位中枢方面神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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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学的关键领域，充分利用可视化技术手段（如 fM原
RI 等）和现代系统生物学平台，为腧穴配伍效率的
研究提供确实可靠的依据，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

不断丰富和完善腧穴配伍的防治体系，使学科向规

范化、合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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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ffect of Acupoints 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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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ne acupuncture prescription, the acupoints compatibility can have synergistic effect or the antago鄄
nistic effect. In this paper, both the synergistic effect and the antagonistic effect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related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acupoints compatibility effi鄄
ciency, the guidance of clinical practi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pplication.
Keywords: Acupoints compatibility, synergism, antag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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