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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输穴是十二经脉分布在肘膝关节以下的井、荥、输、
经、合五个特定穴的统称。其中合穴均分布于肘膝关节之处。
《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说道：“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

七气以上下。所出为井，所溜为荥，所注为输，所行为经，所

入为合。”此句形象生动地说明了经气的流注以及其由小到大、
逐渐充盈丰盛的变化。至合穴时经气最为旺盛，并由此深入体

内，通于脏腑，从而使得合穴成为调治疾病的重要腧穴，临床

被广泛应用。
本实验对胃经合穴足三里进行了实时、体内的电特性探

测，并与本经的普通经穴条口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经络腧穴

电特性的体内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同时为合穴的临床运用提供

更多的理论支持。现将实验结果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①年龄 18～65 岁，男女皆可，女性

月经期、妊娠期、哺乳期除外；②身体健康，无心、肝、脑、
肾病病史，无血液病病史，无精神疾病史，近期未服用抗凝

药；③探测局部皮肤无损伤、痣、纹身、疤痕等皮肤疾病；④

受试者自愿参加检测，依从性好。
1.2 研究对象与标准 成年志愿者 22 例，年龄 23～65 岁，

平均 45.17 岁；男 7 例，女 15 例。
1.3 实验仪器 美 国 Agilent Technologies 公 司 生 产 的

U2761 函数发生器、U2701 示波器；苏州瓦格纳电子工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同心圆电极针，规格：Nr.-38，此电极针针体

进行了绝缘处理，仅针尖一点导电；电极导线；计算机及数据

线等。
1.4 测试部位 足阳明胃经合穴足三里，经穴条口，以及足

三里与条口连线的中点(记为 O 点)。所有取穴定位参照普通高

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

规划教材)《针灸学》 [1]。
1.5 受试环境 时间：2011 年 10 月—2012 年 10 月，周二、
四下午 15：00～17：00。地点：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针灸

科；室温保持(22±3)℃，同时关闭其它各类仪器设备，以保

持受试环境安静、舒适。
1.6 实验方法 将函数发生器、示波器通过 USB 数据线与计

算机连接好，设置实验所需的波形(见图 1)，让其先运行 30

min 以保持稳定，并将同心圆电极针用导线分别与函数发生器

的输出端口、示波器的输入端口连接，分别作为激励电极与探

测电极(见图 2)。受试者在进行实验前先休息 20 min，以适应

环境，安定情绪。实验时受试者取仰卧位，暴露受试部位，准

确定位，常规消毒，将激励电极刺入激励点(O 点)，探测电极

刺入探测穴位(足三里及条口)，电极刺入深度均为皮下 10 mm

(见图 3~5)。启动函数发生器，用峰值为 1.5v 的脉冲电压在 O

点给予激励，同时探测足三里及条口的电信号，并在计算机上

对示波器所示的探测电信号进行实时观测和记录(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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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胃经合穴与普通经穴体内电特性，以期为经络腧穴电特性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同时为合穴的临床运用提
供更多的理论支持。方法：运用可在体内使用的电极针对 22例受试者足三里、条口皮下 10 mm进行电信号探测，并比较 2组间
电压幅值大小。结果：足三里电压幅值大于条口穴电压幅值，且 2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该种穴位体
内电特性的研究方法可予推广运用；合穴足三里较经穴条口对所属经络上的电信号具有更好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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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定位深度 图 5 连接设备 图 6 实验示意图

图 1 激励波形 图 2 提前运行保持稳定 图 3 针刺足三里

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以(x±s)
表示，各组数据均进行正态性检验后用 t 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足三里条波形 O 点激励，分别在足三里、条口探测的

波形，见图 7、图 8。

图 7 足三里

图 8 条口

3.2 足三里、条口电压幅值比较 见表 1。22 例受试者足三

里、条口皮下 10 mm 探测的电压幅值比较，P=0.02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足三里、条口电压幅值比较 mV

4 讨论

4.1 基于经络腧穴电特性研究方法的讨论 经络腧穴学是传

统中医的基础理论，一直指导着针灸、推拿等临床治疗，意义

非凡；但同时它也因实质不明而备受争议。随着近几十年来对

经络本质研究的不断开展和深入，以及生物物理学检测方法和

电子技术等其它学科的参与与发展，经络腧穴的低阻抗特性逐

渐被大家认可。这一特性最早由日本中谷义雄在上世纪 50 年

代初报告[2]，随后国内也出现了大量对经络穴位电特性的检

测，并研制了相关的检测仪器及检测方法。如杨华元等[3]研制

的“经穴皮肤电阻动态参数测定系统”，能够动态检测人体经

穴的电阻，以参数及图形直观显示人体皮肤电阻。但是通过回

顾分析，不难发现，这些关于经络腧穴低电阻特性的实验研究

大多是局限在体表进行。事实上，经络腧穴绝不只是在体表，

更多的是深入体内。《内经》中便有描述：经脉者，内属脏

腑，外络肢节……并且它们在体内的深度随着不同的部位、以

及人体不同的生理病理状态而不完全一致。同时，实践中大量

的针灸临床治疗也是将针刺入体内深处的。本研究中将激励电

极与探测电极均插入人体体内一定的深度进行，故其研究结果

项目

总例数

中位数

最小值～最大值

均数±标准差

足三里

22

136.25

75.00～300.00

160.42±74.52

条口

22

110.00

50.00～225.00

114.55±50.12

t 值

2.416

P 值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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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符合、更接近经络腧穴的客观本质特性。另，本实验采用

的是可在体内使用的同心圆电极针，针体经过绝缘处理，仅针

尖一点导电，其他地方不导电，从而研究不受皮肤状况、电极

湿润度和压强大小等的影响，研究结果稳定性高、可重复性

好。故该种体内研究的方法可予以推广使用。
4.2 基于合穴及其电特性的讨论 合穴是井、荥、输、经、
合五输穴之一。《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指出：“荥腧治外经，

合治内府”，认为经气深入的合穴擅长于治疗深居于内的脏腑

疾患，一直以来被诸多医家重视并被广泛运用于临床。如《四

总穴歌》里合穴就有足三里和委中，占一半之多；宋代医家马

丹阳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出了治疗五脏六腑各种病症的十二

要穴，其中就有足三里、曲池、委中、阳陵泉四个合穴，占了

三分之一[4]；由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针灸学》中所列的内、
外、妇、儿等 66 个病证中选用合穴治疗的针灸处方占了 80%

以上[5]，由此可见，合穴在临床治疗中的实用价值以及其在经

穴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在经络腧穴电特性被广泛研究的今天，

关于合穴电特性的实验研究很少。正因为如此，作者围绕着合

穴进行了本次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实验条件相同、距激励

点距离相同的条件下，一点激励，同时探测，但足三里穴处探

测到的电压幅值高于条口穴，且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合穴足三里较经穴条口对所属经络上的电信号具有更好的

反应，也就是说前者为更佳的良导点。这也支持传统中医“五

输穴”理论中关于合穴的认识：合穴处经气旺盛，且经气由此

深入脏腑，故其常为脏腑疾病在体表的反应点、也就是高效的

治疗点；临床运用时因该处气血较普通经穴充盛，故容易得

气，且针感强烈，常常能沿着经络向远处传导，达到“气至病

所”这一状态，故临床疗效卓著。
4.3 本实验的意义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实验运用可在体内使

用的电极针对胃经合穴足三里及普通经穴条口的电特性进行了

初步探测和研究分析，在为经络腧穴电特性的体内研究提供新

方法的同时，也为合穴为何能产生临床疗效提供了一些理论依

据。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案、扩大研究

的范围，观测同一腧穴体内不同深度的电特性的变化以及其它

经络五输穴、其它特定穴的电特性；另外，还将对不同年龄

层、不同生理状态如女性排卵期、月经期以及不同疾病状态下

的人群进行经络腧穴电特性的体内探测，探索其在不同生理、
病理状态下的变化及其规律，从而为今后经络腧穴在临床疾病

的诊断、治疗、预后判断等方面提供更多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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