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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P ostherpetic N euralgia，P H N )是由

水痘 - 带状疱疹病毒侵犯神经节及皮肤，表现出以沿周围神

经分布的群集疱疹及神经痛为特征的一种病毒性皮肤病，在皮

损完全消退之后，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神经痛，性质多为持续性

烧灼痛、阵发性刺激痛[1]。持续时间一般为数月至数年不等，

可累及全身各处，但以胸、背部较多见[2]。好发于免疫功能低

下人群及老年人[3]。目前，常用的药物有三环类抑郁药、抗惊

厥药等，但均有明显的副作用，如三环类抑郁药则表现为抗胆

碱能作用(口干、便秘)[4]和心脏毒性(包括心肌梗死、心律不

齐)[5]；抗惊厥药如普瑞巴林和加巴喷丁最常出现的不良反应是

嗜睡和头晕[6～7]。近年来，针灸治疗 P H N 取得了一定疗效和进

展，文献报道总有效率在 93.3% 以上[8～9]，提示针灸在治疗本

病上效果良好，且无副作用。针灸具体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如

针刺、艾灸、电针、经皮电刺激疗法、穴位埋线等，选穴亦不

相同。目前，关于针灸治疗 P H N 的选穴规律少见报道，本研

究通过收集和分析近 10 年来针灸治疗 P H N 的临床研究文献，

以期探讨针灸治疗 P H N 的选穴规律，以便为临床推广应用提

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通过中国知网对近 10 年来针灸治疗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的临床文献进行检索，检索词为针、灸、经皮穴位

电刺激、穴位埋线、穴位注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蛇串

疮。文献检索日期限定为 2005 年 1~12 月。
1.2 文献纳入标准 ①针灸或针灸为主治疗 P H N 的临床研

究；②主要治疗方法为针刺、艾灸、电针、经皮穴位电刺激、
穴位埋线、穴位注射等。
1.3 排除标准 ①文献综述或经验总结；②以非针灸疗法作

为主要治疗手段；③对非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期进行临床研

究；④重复发表及同一课题组不同观察指标的文献保留最近的

1 篇；⑤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

2 研究结果

2.1 文献检索的结果 按上述检索方法，共检索到 630 篇文

献。通过阅读题目、摘要及原文，剔除文献 319 篇，最终纳

入文献共 311 篇。
2.2 腧穴选用频次 见表 1。依据文献分析针灸治疗带状疱

疹后遗神经痛腧穴选用频次前 10 位的腧穴，从高到低依次

为：阿是穴、夹脊、足三里、阳陵泉、太冲、合谷、三阴交、
曲池、支沟、内关。

表 1 针灸治疗 PHN 临床文献频次排列前 10 的情况

2.3 选穴归经规律 见表 2。按选穴所属经脉选用频次从高

到低依次为：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足少阳胆经、足太

阴脾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手少阳三焦经、手厥阴

心包经、任脉、督脉、手少阴心经、足少阴肾经、手太阳小肠

经、手太阴肺经。
2.4 选穴分布规律 见图 1。在临床中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

经痛选用的穴位很多，但其选穴有一定的分布规律。现将入选

的文献穴位分布规律进行统计，依选穴的频次从高到低的排序

依 次 为 ： 四 肢 部 占 44.3% 、胸 腹 部 占 25.1% 、腰 背 部 占

18.4% 、头面部占 12.2% 。
2.5 特定穴应用情况 如表 3。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的特定穴从高到低排列分别为五输穴、交会穴、下合穴、原

穴、八会穴、络穴、八脉交会穴、背俞穴、募穴、郄穴。其中

使用频率最高的腧穴为胃之下合穴足三里和足少阳胆经的合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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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针灸治疗 PHN 临床文献的用经频次

经脉

胃经

大肠经

胆经

脾经

膀胱经

肝经

三焦经

心包经

任脉

督脉

心经

肾经

小肠经

肺经

总次数

122

110

109

92

71

66

55

30

29

25

5

4

4

2

腧穴及频次

足三里 73，下关 17，颊车 8，滑肉门 5，天枢 5，头维 4，四白 4，地仓 3，巨髎 1，归来 1，伏兔 1

合谷 47，曲池 43，手三里 15，迎香 2，肩髃 1，臂臑 1，手五里 1

阳陵泉 53，风池 21，丘墟 8，肩井 5，日月 5，率谷 3，环跳 3，风市 2，上关 2，带脉 2，本神 1，瞳子

髎 1，完骨 1，阳辅 1，渊腋 1，阳白 1

三阴交 45，血海 28，阴陵泉 12，大包 4，大横 1，地机 1，隐白 1

肝俞 13，攒竹 11，肺俞 9，委中 8，肾俞 6，脾俞 6，天柱 2，心俞 4，膈腧 2，胆俞 2，大肠俞 2，次髎

1，秩边 1，膈关 1

太冲 52，期门 10，章门 4

支沟 30，外关 19，丝竹空 3，翳风 1，三阳络 1，中渚 1

内关 29，郄门 1

关元 10，气海 8，中脘 6，下脘 4，膻中 1

至阳 9，百会 6，大椎 6，风府 1，印堂 1，水沟 1，神庭 1

神门 5

太溪 3，肓俞 1

颧髎 2，天宗 1，后溪 1

孔最 1，中府 1

阳陵泉，使用频数分别为 73 次、53 次。

25.1%

18.4%

12.2%

四肢部
胸腹部
腰背部
头面部

特定穴类型

五输穴

交会穴

下合穴

原穴

八会穴

络穴

八脉交会穴

背俞穴

募穴

郄穴

频次

283

170

134

115

65

52

49

45

40

3

用穴数

13

27

3

4

2

3

3

7

6

3

特定穴(前 5 位)

足三里 73，阳陵泉 53，太冲 52，曲池 43，支沟 30

三阴交 45，风池 21，下关 17，攒竹 11，期门 10，关元 10

足三里 73，阳陵泉 53，委中 8

太冲 52，合谷 47，丘墟 8，神门 5

阳陵泉 53，中脘 6

外关 19，内关 29，大包 4

外关 19，内关 29，后溪 1

肝俞 13，肺俞 9，肾俞 6，脾俞 6，心俞 4

关元 10，期门 10，中脘 6，日月 5，天枢 5

郄门 1，地机 1，孔最 1

图 1 针灸治疗 PHN 分部取穴情况

表 3 针灸治疗 PHN 临床文献特定穴频次情况

3 讨论

中医学认为，P H N 常因患者素体虚弱，正气不足，气血

运行鼓动无力，经络失养或因久病伤阴，血虚肝旺，湿热毒

蕴，致气血凝滞，不通则痛或不荣则痛，病程迁延难愈。其病

位在皮部，涉及肝、胆、脾等脏腑，病机特点常虚实夹杂，以

正虚血瘀兼夹湿邪为患。针灸治疗 P H N 的选穴用经体现了以

下特点。
3.1 常用经脉及腧穴 据上述统计资料分析可见，针灸治疗

P H N 的选穴主要以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足少阳胆经、
足厥阴肝经、手阳明大肠经和足太阳膀胱经的腧穴为主。足阳

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互为表里，胃主受纳腐熟，脾司运化，合

为后天之本，化气生血之源。P H N 多因正气虚弱，不能达邪

外出而致湿热邪毒留滞故而常选用脾胃经以扶正祛湿为主。同

样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阳胆经表里相合，在内属络肝胆，联系脏

腑、组织、器官众多。故针刺肝胆经上的腧穴可以运行气血、
调节气机升降，来共奏行气活血、通络止痛之功。常用腧穴中

应用频次最高的 10 穴依次为阿是穴、夹脊、足三里、阳陵

泉、太冲、合谷、三阴交、曲池、支沟、内关。局部阿是穴能

刺激皮肤络脉，使得局部经气得以疏通，脉络得以濡润，起到

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之效[10]。而夹脊穴位于脊柱两旁，夹于督

脉与膀胱经之间，且与多条经筋、络脉、经别等直接相连。所

以针刺夹脊穴可调节督脉、足太阳膀胱经乃至主全身之阳气，

达到调和脏腑经络、扶正通瘀的目的[11]。
3.2 常用腧穴的人体分部 在针灸治疗 P H N 选穴的部位，以

四肢部腧穴最多，充分体现了“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远治

作用，其次是胸腹部、腰背部具有疏通局部气血的近治作用，

反映了“腧穴所在，主治所在”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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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常用腧穴中的特定穴 依据临床研究文献归纳出针灸治

疗 P H N 特定穴的选择规律，包含十类特定穴，共 71 个腧穴，

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五输穴，以合穴和输穴为主。“输主体重节

痛”、阴经输穴又与本经原穴相同故输穴具有行气止痛作用，

擅治五脏疾病。“合主逆气而泄”“合治内府”，如足三里为

足阳明胃经的合穴又是胃腑的下合穴，针刺本穴可以后天补先

天，使气血化生有源，擅治六腑病。阳陵泉穴足少阳胆经的合

穴又是胆腑的下合穴，且 P H N 病位系属肝胆经，因此，取阳

陵泉可达到疏通肝胆经气，理气止痛之功效。交会穴是指两经

或数经相交会的腧穴，经脉之间的交叉会合，可使脉气互通，

故交叉穴的治疗作用较广，为临床所常选用。如针灸治疗

P H N 最常用的交会穴是三阴交，它本属足太阴脾经腧穴，它

又是足三阴经的交会穴，因此，针刺此穴可以调理肝、脾、肾

之功能。
4 小结

总之，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疗效良好，主要以经

络辨证为重要依据，以局部取穴、循经取穴相结合等疾病自身

特点。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多从脾胃经、肝胆经及大

肠经论治，比较注重局部阿是穴及夹脊穴，效果明显，作为一

种“绿色”疗法，得到了更多患者的认同。由此可见，针灸疗

法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值得进一步

深入研究和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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