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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揉法因其着力均匀、连贯，作用面积小而集

中，是穴位推拿中的常用手法。合谷穴是临床常用

穴之一，是手阳明大肠经原穴。常用于头面五官疾

病、疼痛，以及偏瘫等症的治疗，《四总穴歌》中亦有

描述“面口合谷收”。本研究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技

术，观察指揉合谷穴的脑激活情况，探讨指揉合谷穴

对中枢神经功能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实验对象

本研究于2011年5月—2011年12月，在福建中

医药大学附属康复医院患者的家属中纳入健康志愿

者15例，其中3例因fMRI扫描中头动幅度过大而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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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指揉合谷穴对脑功能的影响。

方法：通过血氧水平依赖性磁共振脑功能成像技术，研究12例健康志愿者指揉左侧合谷穴的脑激活情况。应用统

计参数图5进行图像处理及统计学分析。

结果：指揉健康志愿者左侧合谷穴信号升高区：双侧小脑，双侧豆状核，右侧尾状核，右侧颞叶，左侧额下回，右侧中

央后回，右侧中央前回，左侧顶叶，左侧额中回等脑区。

结论：穴位刺激与脑区的激活密切相关，指揉合谷穴可激活头面及肢体的相关运功、感觉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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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完成试验者共12例。其中男性4例，女性8例，

平均年龄（43±5.26）岁，均为右利手。受试前无任

何不适感，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刺激手法

穴位选择左侧合谷穴，采用指揉法。试验前让

医师给志愿者讲解指揉合谷穴后何为“得气”感，以

保证实验过程中出现的是正常“得气”感，并将志愿

者左手合谷穴处做标志，测试并记录其最佳刺激强

度，确保在正式实验时能较快地诱导出感传，避免因

长时间刺激而使穴位产生耐受，影响实验结果。试

验时，同一位推拿医师用拇指指腹，在受试者左侧合

谷穴作小幅度的环旋揉动，使受试者有酸麻重胀等

得气的感觉。刺激程序按照Block方法设计[1]，每指

揉30s后停止30s，如此反复6次，共刺激6min。

1.3 图像采集

检查仪器为GE3.0T超导磁共振成像仪和HD

Nv head线圈。扫描序列如下：①常规快速自旋回

波（FSE）家族，横断面T1 fair脉冲序列作为解剖背

景图像，层厚5mm，层间距0mm，矩阵320×256，重复

时间（repetition time, TR）2000ms，

回 波 时 间（TE）24ms，视 野 范 围

（FOV） 240mm × 180mm。 ②

BOLD2-MRI：采用梯度回波平面成

像技术（EPI），层厚 5mm，层间距

0mm，矩阵96×96，翻转角90°，TR
3000ms，TE 40ms，FOV 240mm×

240mm。

1.4 图像处理及统计学分析

fMRI图像分析采用基于Mat-

lab 6.5平台统计参数图软件，fMRI

扫描最初24s内采集的信号均予以

剔除，以减少血流动力学对被激活

脑区信号的影响。处理过程包括头

动校正，空间标准化以及平滑处

理。用单样本 t检验分析得出穴位

指揉状态与静息状态信号对比的平

均脑功能图，再利用Talairach Dae-

mon Client软件进行脑功能区的准

确BA（Brodmann area）分区定位。

2 结果

采用单样本 t 检验分析刺激下组激活状态，设

定激活强度阈值P＜0.001，激活范围阈值取10个体

素，指揉健康志愿者左侧合谷信号升高区：双侧小

脑，双侧豆状核，右侧尾状核，右侧颞叶，左侧额下

回，右侧中央后回，右侧中央前回，左侧顶叶，左侧额

中回等脑区。见表1，图1—3。

表1 健康志愿者指揉左侧合谷穴平均信号升高区解剖部位

脑区

小脑
小脑
小脑
中脑
中脑

豆状核
豆状核
尾状核
颞叶

额下回
中央前回

顶叶
额中回

中央后回

L/R

L
R
R
R
R
L
R
R
R
L
R
L
L
R

BA分区

/
/
/
/
/
/
/
/
/
/
/
19
9
3

T值

5.500
5.443
4.811
6.343
5.545
7.254
4.945
5.942
5.195
8.368
7.830
4.904
4.823
8.886

MNI坐标(mm)
X轴
-27
12
30
9
18
-18
27
15
45
-54
-54
-42
-51
57

Y轴
-72
-78
-75
-27
-21
9
3
15
-24
21
-18
-78
15
-15

Z轴
-33
-24
-30
-18
-12
6
3
0
12
6
24
33
30
48

图1 健康志愿者指揉左侧合谷穴脑功能成像水平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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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健康志愿者指揉左侧合谷穴脑功能成像冠状位图 3 讨论

目前关于合谷穴 fMRI脑功

能影像学的研究大部分基于对

穴位的针灸刺激，并试图探讨针

刺效应在中枢镇痛机制中的作

用。有学者曾比较合谷穴针刺

与假穴（离合谷穴约2—3cm处行

小强度刺激）刺激所引起的脑功

能效应差异，发现合谷穴针刺组

引起的“得气”感会同时出现局

部的脑激活现象并伴有真性心

动过缓，表明穴位效应存在着特

定的中枢调控机制且其并不只

是一种心理安慰作用[2]。

本研究选择采用指揉法刺

激主要原因是不同个体间对于

针刺敏感度的差异较大，目前通

过针刺效应对穴脑相关性进行

的脑功能研究，可能会因为受试

者的主观情绪效应而影响局部

脑功能效应。有研究表明，针感

对针效在脑的局部反应会因受

试者的紧张情绪而导致多个脑

区的激活，而这些脑区涉及扣带

回、红核、杏仁体等边缘系统[3]。

为了进一步评价这种情绪效应

在中枢镇痛领域的影响，有人设

计了不同针感对脑功能反应的

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得气”的

强弱与受试者的紧张程度成线

性关系，同时也与脑功能反应的

时间和强度呈正相关[4]。故本研

究采用指揉穴位的刺激，试图最

大程度减轻受试者心理因素对

研究结果的影响，以客观的观察

穴位刺激效应。

本研究发现，指揉健康志愿

者左侧合谷穴fMRI信号升高区

为：右侧中央前回，右侧中央后

回。既往诸多研究显示[5—8]，针刺

图3 健康志愿者指揉左侧合谷穴脑功能成像矢状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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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合谷会引起对侧或双侧躯体感觉运动区即中央

前后回的激活。本研究发现，以健康志愿者为对象，

采用指揉方法，可激活支配对侧头面部的感觉运动

皮质区域。此结果与多数研究者采用针刺合谷穴的

结果相仿，说明同一个穴位不同刺激与脑区存在一

定相关性，可一定程度上解释“面口合谷收”的中枢

作用机制。

本研究也发现指揉左侧合谷穴时可激活双侧小

脑，纹状体（包括尾状核、豆状核）。小脑是维持平衡

和肌张力的协调中枢，能使躯体肌肉系统完成精细

的技巧性运动，与小脑有关的活动和脊髓外周的运

动冲动能经脊髓小脑通路立即而连续地传到小脑，

使得所有随意及不随意的运动变得圆滑而精确[9]。

纹状体的主要功能是维持骨骼肌的张力，协调肌群

运动。指揉合谷穴激活小脑、纹状体可能是其改善

躯干、肢体活动的作用基础。

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原穴，原穴是脏腑原气

留止的部位。原气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具有祛风

解表散邪等抵御外邪的作用。在治疗方面《灵枢·九

针十二原》说“五脏有疾，应出十二原”，因此原穴对

头面诸窍热邪的治疗有特效。本研究发现指揉健康

志愿者左侧合谷穴可激活视觉联合区（BA19），前额

皮质的部分区（BA9），颞叶听觉区等多个部位，可能

合谷穴治疗头面诸窍疾病是通过调节视听及情志中

枢起作用。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发现穴位刺激效应的内涵

是多方位的，指揉刺激穴位同样引起了脑内不同中

枢结构的局部激活。但穴位的刺激效应作用是一种

复杂的干预手段，与试验对象的状态、操作医师的手

法（刺激内容、方式、强调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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