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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周炎主要是指肩关节周围局部组织的慢性无菌性炎

症反应，主要是以肩关节疼痛、活动受限为主要症状的一

种疾病，严重时因粘连活动受限可出现局部肌肉萎缩、骨

质疏松[1]等病变。中医又将肩周炎称为“漏肩风”，属于

“痹症”范围。目前针灸治疗肩周炎虽然具有良好效果，

但临床选穴配伍各有千秋。因此本研究基于以近四年来发

表并且获得良好疗效的针灸治疗肩周炎的穴位处方进行数

据挖掘，以分析处方规律，以为临床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 . 1   文献来源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CNKI)，检索时间为2019.1.1-2023.1.1，收集近四年来发
表并且获得良好疗效的针灸治疗肩周炎的穴位处方。

1.2  检索策略 采用专业检索,检索式为SU = ("肩关节
周围炎" OR "肩周炎" OR "肩痹" OR "肩凝症" OR "漏肩风
" OR "冻结肩")  AND ("针刺" OR "温针" OR "针灸" OR "
电针")。

1.3  纳入标准：1）研究对象：诊断肩周炎患者，性
别、年龄、严重程度不限，无其他兼症；2）文献研究：
以针灸（包括普通针刺、温针灸、电针）治疗为干预措

施，可结合其他中医或西医治疗的临床研究文献，包括

临床疗效观察、随机对照试验等，不限于会议、期刊、

学位论文；3）针灸处方中有明确、具体的腧穴；4）确
切的疗效评价标准及结果。

1.4  排除标准 1）动物实验、综述等文献；２）干预
措施为浮针、脐针、火针、梅花针、灸法、耳针、内热

针；３）无明确针灸处方；４）重复发表或雷同相关文

献，保留发表最早的1篇[2]。

1.5  数据提取与规范 根据排纳标准，对文献进行初
筛、阅读、核实、交叉核对，共纳入有效文献381篇。其
中,对于存在辨证分型的文献,本研究按照“1组主穴＋1组
配穴 = 1条处方”的原则进行提取。2）所得处方穴位的
部位、归经、名称参考《针灸学》[3]进行规范化处理，采

用Excel 2007建立“针灸治疗肩周炎穴位处方数据集”，
共提取524条处方。

1.6  统计学方法 运用 wake 进行关联规则分析，最小
规则置信度设置为90%，最低条件支持度设置为10%，支
持度和置信度表示针灸治疗肩周炎腧穴配伍关系的效用

性。以标度20为依据，将高频腧穴分为多个聚类群进行
聚类分析。

2��结果

2.1  基本情况 统计涵12条经络，共涉及穴位 91个，
累计总频次4165次。在这些穴位中，使用频次超过50次
的腧穴共有23个，被定义为高频腧穴。其中，频次排序
前10位的腧穴分别为：肩髃447次-手阳明大肠经；肩贞
396次-手太阳小肠经；肩髎367次-手少阳三焦经；阿是
穴319次-经外奇穴；曲池177次-手阳明大肠经；阳陵泉
159次-足少阳胆经；外关138次-手少阳三焦经；臂臑117
次-手阳明大肠经；天宗103 次-手太阳小肠经；后溪83
次-手太阳小肠经。

2.2  聚类分析 以标度为依据，将高频腧穴分为多个
聚类群。腧穴的分类结果如下：类1：包括承山、足三
里、阳陵泉、条口、肩髎、外关、曲池、合谷、臂臑等

腧穴。这些腧穴多分布在四肢和肩部。类2：包含天宗、
肩井，集中于肩背区域。类3：包括肩髃、肩贞、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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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肩内陵，这类腧穴主要集中于肩关节周围；类4：包含
手三里、曲垣、风池、臑俞，这些腧穴分布于上肢和头颈

部；类5：相关背俞穴（肺俞脾俞等）和颈夹脊穴；类6：
包括列缺、尺泽、肩痛穴，这类腧穴集中于手臂部位。

图1

2.3  关联规则分析 以支持度 > 10%,置信度 > 80%的
设置模式对所有进行关联规则分析,共得到 180 条关联规
则；表2为置信度排在前10位的腧穴配伍，其中最常用的
配伍为肩髎-肩贞-肩髃-其支持度高达50%以上，其次为
肩髎-肩前-肩髃等。

表2

排名 前项 后项 支持度(%) 置信度(%)
1 臂臑, 阿是穴 肩髃 13.77 100
2 臂臑, 肩髎 肩髃 15.3 98.77
3 外关, 肩髎 肩髃 16.83 97.78
4 肩髎, 肩前 肩髃 38.24 96.62
5 肩髎, 肩贞 肩髃 54.11 96.59
6 臂臑 肩髃 21.61 96.58
7 曲池, 肩髎 肩髃 21.03 97.35
8 曲池, 肩髎, 肩髃 肩贞 17.97 96.91
9 外关, 肩髎, 肩贞 肩髃 13.77 98.63
10 曲池, 阿是穴, 肩髃 肩髎 14.34 98.68

图2

讨论�

本研究通过数据挖掘方法，对针灸治疗肩周炎的腧

穴运用进行总结分析。针灸治疗肩周炎腧穴归经使用频

次排在前3位的分别为手阳明大肠经、手太阳小肠经、手
少阳三焦经，说明针灸治疗肩周炎的选穴取经，尤为重

视运用手三阳经的腧穴。肩周炎临床表现主要以肩周疼

痛以及活动受限，手三阳经均分布于上肢，或循行活相

交于肩部，手阳明经循走于肩外前侧，手太阳经循走于

肩后侧,手少阳经循走于肩外侧，说明针灸治疗肩周炎以
局部选穴为主，与“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理论相符

合。且太阳为一身之表，可疏散风寒,通络止痛；阳明为
多气多血之经，可调理脾胃,鼓舞中焦之气，以灌四旁，
四肢受精微物质滋养，起到通利关节作用；少阳为太阳

及阳明重要枢纽[4-5]；近取或远取手三阳经脉都可使阳气

振奋。有研究根据“同名经同气相求”的理论原则，因

手、足同名经经脉上相互衔接，选用手足同名三阳经穴

位协同治疗，兼顾机体上下[6]。此外，经外奇穴以357次
高频突显部分医家经验性、个性化治疗。

通过系统聚类分析对高频腧穴进行分类，（图1）不
同的腧穴组合可以为肩周炎的治疗提供精准的针灸选点

依据。例如，类1腧穴可以作为四肢酸痛、气血阻滞的治
疗组合，而类 2和类3则适用于肩背部肌肉紧张的治疗。
聚类结果通过数据分析提供了更直观的腧穴功能分组，

为腧穴协同作用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方向。通过对腧穴关

联规则的挖掘分析，（图2）进一步验证了腧穴间的协同
性及功能重叠性。以肩髃为核心腧穴，分析结果表明肩

髃与合谷、外关、阿是穴等腧穴存在显著的高置信度关

联，例如肩髃与合谷的置信度达到97%以上，说明肩髃与
这些腧穴组合治疗肩周炎的疗效得到了广泛的验证与支

持。同时，肩贞与天宗、肩髃的关联规则也表明这些腧

穴在肩周炎治疗中有较高的协同性。此外，阳陵泉与肩

贞、阿是穴的频繁关联显示，阳陵泉在治疗肩周炎过程

常用，通过“上病下取”以整体调节气血平衡。通过腧

穴网络结构的可视化分析，肩髃是整个腧穴系统中的核

心节点，与多个腧穴保持紧密连接，如合谷、外关、阿

是穴等。这表明肩髃通过与其他腧穴的联合应用扩大疗

效覆盖面和治疗深度。此外，肩贞和阳陵泉作为网络中

的次级枢纽节点，可见其在肩周炎疗中的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在分析的整体过程中，聚类、关联规则

及网络分析相辅相成，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腧穴间

的协同性与功能特性。针灸在治疗肩周炎过程中，以

三阳经为主，配合局部选穴及特定穴，为临床提供了参

考。其中多数医家以局部取穴为基础方，以不同疼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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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疼痛性质辨经、辨证取穴的方法；且痹症以“不通则

痛”言其实、“不荣则痛”言其虚[7]，多数医家多以补益

穴位如运用背俞穴、足三里等以调理营卫。还有部分医家

不局限于患侧取穴,当疼痛较为剧烈时,取健侧阳陵泉、条
口、承山等穴也可取得良好疗效[8]。本研究数据挖掘为临

床治疗肩周炎提供了价值，但文献数量局限,，且排除了
内热针、圆利针、浮针及个人经验案例等治疗方法，尚对

以上治疗缺乏讨论，因此应综合临床辨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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