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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厥冷证的针灸取穴循证医学依据

§ 主题名称：循证医学原则在厥冷证针灸取穴中的应
用

1. 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的应用：对既往发表的临床对照试验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整合分析，评

价不同穴位的疗效和安全性，为针灸取穴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2. 随机对照试验（RCT）的循证价值：将患者随机分为针灸组和对照组，通过客观评估指标

比较针灸治疗与其他治疗方法或安慰剂的疗效，为针灸取穴的疗效提供可靠依据。

3. 针刺参数的标准化：制定规范化的针刺参数，包括穴位定位、针刺深度、手法等，确保研

究结果的的可比性和可重复性。

§ 主题名称：不同厥冷证证候的针灸取穴循证依据

1. 自汗证：取内关、足三里、气海、命门等穴位，研究表明，这些穴位具有益气固表、温经

散寒的作用，对自汗证患者有良好的止汗效果。

2. 冷汗证：取归脾、血海、脾俞、肾俞等穴位，临床试验表明，这些穴位具有益气养血、温

脾补肾的作用，对冷汗证患者有较好的止汗效果。

3. 四肢厥冷证：取大椎、关元、阳陵泉、足三里等穴位，循证研究显示，这些穴位具有温经

散寒、扶正祛邪的作用，对四肢厥冷证患者有较好的缓解效果。



 厥冷证的针灸取穴循证医学依据

1. 穴位组合：根据不同厥冷证证候，选取疗效肯定、作用互补的穴位进行组合，提

高针灸治疗的综合疗效。

2. 疗程设计：循证研究表明，针灸治疗厥冷证一般需要一定疗程，疗程通常为2-4

周，每周治疗2-3次，以达到最佳疗效。

§ 主题名称：穴位组合和疗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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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取穴方法的循证评价

针灸取穴标准化评价

1. 针灸取穴标准化评价是评价针灸取穴方法循证证据的重要方面。

2. 标准化评价方法包括观察者一致性评价、操作者一致性评价和穴位重复性评价。

3. 针灸取穴标准化评价有助于提高针灸取穴的准确性，确保针灸疗法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不同取穴方法的疗效比较

1. 不同取穴方法对针灸疗效具有影响，循证医学研究有助于比较不同方法的疗效。

2. 研究结果表明，特定取穴方法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中具有较好的疗效。

3. 比较不同取穴方法的疗效有助于指导临床实践，优化针灸疗法的选择。



 针灸取穴方法的循证评价

§ 数字技术在针灸取穴中的应用

1. 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图像分析，在针灸取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数字技术可以辅助针灸取穴，提高准确性、减少主观因素影响。

3. 数字技术还可以用于开发个性化取穴方案，提高针灸疗法的精准性。

§ 表皮电位在针灸取穴中的作用

1. 表皮电位是指皮肤表面不同穴位之间的电位差，可以反映经络气血运行状况。

2. 研究表明，表皮电位与针灸取穴的准确性存在相关性。

3. 表皮电位测量可作为辅助针灸取穴的一种方法，提高针灸疗法的整体疗效。



 针灸取穴方法的循证评价

神经定位在针灸取穴中的应用

1. 神经定位是指利用神经影像技术确定特定穴位的解剖位置。

2. 神经定位可以提高针灸取穴的精确度，减少误差。

3. 神经定位在神经系统疾病的针灸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有助

于增强疗效。

穴位分布规律研究的意义

1. 穴位分布规律研究有助于揭示经络系统的分布特点和运行规

律。

2. 不同部位、不同疾病的穴位分布规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特

异性。

3. 穴位分布规律研究为针灸取穴的规范化和合理化提供理论基

础，有利于提高针灸疗法的整体效果。



 厥冷证针灸取穴的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

厥冷证针灸取穴的循证医学研究厥冷证针灸取穴的循证医学研究



 厥冷证针灸取穴的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

§ 主题名称：针灸穴位选择的一致性

1. 文献报道的厥冷证针灸取穴个数差异较大，缺乏标准化。

2. 常用取穴包括关元、足三里、三阴交、合谷、涌泉等，但不

同研究间穴位选择一致性较差。

3. 针对特定亚型的厥冷证，如寒湿型、虚寒型等，穴位选择更

具差异性。

§ 主题名称：针灸穴位的作用机制

1. 关元穴可温补元气，益气固脱。足三里穴可健脾和胃，扶正

祛邪。

2. 三阴交穴可温补肾阳，温通经络。合谷穴可疏风止痛，扶正

祛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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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取穴对厥冷证疗效的系统评估

共识与循证

1. 针灸取穴对厥冷证疗效有确切的证据支持，在临床实践中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各种针灸取穴方案的疗效差异不大，但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确

定最佳方案。

3. 针灸取穴的循证医学研究方法成熟，为厥冷证的针灸治疗提

供了科学依据。

机制探索

1. 针灸取穴通过刺激穴位的神经反射，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和内

分泌系统，从而发挥治疗作用。

2. 不同取穴方案的机理可能不同，有的侧重于温阳散寒，有的

侧重于温通经络，有的侧重于扶正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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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灸取穴缓解厥冷证症状的证据等级

疼痛缓解

1. 针灸有效缓解厥冷证引起的疼痛，特别是针灸取穴足三里、

三阴交、关元等穴位。

2. 针灸通过刺激穴位，释放内啡肽和β-内啡肽，具有镇痛作用。

3. 针灸缓解疼痛的效果与针刺深度、刺激强度和治疗次数有关。

肢体麻木改善

1. 针灸有效改善厥冷证引起的肢体麻木，特别是针灸取穴合谷、

太冲、曲池等穴位。

2. 针灸通过调节气血运行，疏通经络，改善末梢神经循环，缓

解麻木症状。

3. 针灸改善肢体麻木的效果与患者的病情轻重程度和治疗方案

有关。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595003312313012010

https://d.book118.com/59500331231301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