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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妊娠期恶心呕吐是孕妇常见病，会对母体和胎儿产生不良影响，可发展为妊娠剧吐，导致不良妊娠结局。

近年来，由于穴位贴敷在妊娠期恶心呕吐的治疗中具有效果良好、操作简便安全、可与不同疗法联合应

用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文章就中药穴位贴敷的机制及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妊娠期恶心呕吐的应用

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在不同干预方案下应用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妊娠期恶心呕吐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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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 is a common disease of pregnant women, which will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mother and fetus and can develop into hyperemesis gravidarum, leading to ad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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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gnancy outcomes. In recent years, acupoint applica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linics, which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such as good effect, simple and safe operation 
and combined application with different therapies in the treatment of 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
nanc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echanism of acupoint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 and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acupoint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
ment of 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of acupoint application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der different intervention schemes in treating 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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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妊娠期恶心呕吐(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 NVP)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多达 70%的孕妇会出现

NVP。严重的 NVP 可导致妊娠剧吐(Hyperemesis Gravidarum, HG)，其主要临床表现为在妊娠早期(孕龄

16 周前)开始出现剧烈的恶心和呕吐，不能正常进食和(或)饮水以及其他严重限制日常活动的症状。据报

道，0.3%~10.8%的孕妇会出现 HG，并且 HG 可能与孕妇不良妊娠结局有关[1]。目前被建议作为一线用

药的维生素 B6 联合多西拉敏仅能治疗轻度和中度的 NVP，其他止吐药物如异丙嗪、昂丹司琼没有充分

的证据表明对胎儿的风险而不易被患者所接受[2]。中医特色疗法因其安全、有效、无毒副作用，能有效

改善妊娠期恶心呕吐患者的症状，其中穴位贴敷疗法的辅助应用对治疗妊娠期恶心呕吐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本文旨在回顾近年来中药穴位贴敷在辅助治疗妊娠期恶心呕吐的临床应

用，以期为妊娠期恶心呕吐的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2. 穴位贴敷治疗妊娠期恶心呕吐的理论基础 

穴位贴敷疗法是一种基于中医经络学理论的中医外治疗法，它通过药物对穴位的刺激和作用，调节

气血、阴阳、脏腑的平衡，达到治疗目的。药物的刺激可以增强穴位的功能，穴位可以促进机体对药物

的吸收和分布，以发挥疏通经络及调理脏腑的作用[3]。 

2.1. 药物的选择 

妊娠期恶心呕吐多为孕后血聚冲任养胎，冲脉气盛，加之胃虚、肝热、痰滞等因素，气机上逆，胃失

和降，而致恶心呕吐。治疗当以健脾和胃、平冲降逆为要。清代医家吴师机言“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

外治之药，亦内治之药”。故穴位贴敷疗法在方药选择上同样以辨证论治为依据和药性理论作指导。因

此，传统治疗妊娠恶阻的经验效方均可选用，此外，“膏中用药味，必得气味俱厚者方能得力”，故敷贴

用药多用气味俱厚之品，以辛窜透达之品以开经通络，引药深入。选用药物多归脾、胃、肺经，且易透皮

吸收的生姜、半夏、陈皮等，其中以生姜的使用频次最多[4]。生姜性温味辛，有温中和胃、降逆止呕之

功效，被称为“呕家圣药”。生姜中的姜酚类及姜酚类化合物通过减少刺激呕吐中枢相关神经递质的释

放起到止呕的作用[5]。而生姜中的姜酮和姜烯酮成分具有很强的末梢性镇吐作用，促进胃泌素和胃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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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泌，从而恢复胃肠运动，缓解恶心呕吐症状[6]。 

2.2. 穴位的选择 

妊娠期恶心呕吐的贴敷选穴规律与针灸选穴一致，均是在经络学说的指导下，近部选穴、远部选穴、

辨证对症选穴以及特殊选穴相结合使用。贴敷选穴贵在少而精，多选用任脉、手厥阴心包经、足阳明胃

经上的穴位，重视选用特定穴，临床常用心包经络穴内关穴、胃经合穴足三里穴、胃经募穴中脘穴等[7]。
内关穴系八脉交会穴之一，由此穴走三焦于阴经，具有安神宁心、和中降逆、宽胸理气等功能。经内关

穴刺激患者局部感受器和传入神经，可抑制呕吐中枢的异常放电，从而减少呕吐的发生[8]。足三里穴是

足阳明胃经的合穴，根据《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合治内腑”的原则，凡胃腑的疾患皆可选之，故足

三里穴向来是治疗胃肠疾病的首选穴。现代研究证明足三里对消化系统以及神经系统具有调节作用，能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强机体抵抗力[9]。中脘穴为任脉腧穴、胃经募穴，八会穴之腑会，位于腹部正中，

充分发挥近治作用。现代研究证实，中脘穴能提高胃排空率，调节胃肠激素水平，从而促进胃功能恢复，

改善呕吐症状[10]。 

3. 穴位贴敷治疗妊娠期恶心呕吐的机制探讨 

3.1. 透皮给药系统 

经皮肤吸收起全身治疗作用的制剂也称透皮给药系统(Trans-Dermal Drug Delivery System，简称

TDDS)，是指药物从皮肤表面进入皮肤内部，最终到达血液循环的一种给药方式。药物透皮吸收的主要

途径有两种：一是细胞间途径，即药物通过角质层的细胞间隙和角质层下的其他组织层进入血管；二是

旁路途径，即药物通过毛囊、汗腺等皮肤附属器，经动脉通道角质层进入血管[11]。药物在皮肤表层和深

层有一定的浓度差异，通过被动扩散方式穿透角质层，进入真皮层的血管或局部皮肤的淋巴液和内分泌

液中，随着体内循环作用于靶点[12]。皮肤的结构功能状态，如皮肤厚度、角质层结构、血液灌注量等会

影响药物透皮吸收的速率和程度。其中，治疗妊娠剧吐的常用穴位，如神阙、内关、足三里等穴分布于

皮肤较薄、血流丰富的部位，有利于药物成分进入人体血液循环。此外，皮肤的温度、湿度等生理状态

也会影响其对药物的通透性，穴位敷贴长时间作用于腧穴局部，导致局部温度升高，同时制剂的水分和

汗水使皮肤湿度升高，角质细胞膨胀角质层结构致密程度降低，从而使药物穿透皮肤进入血液循环，充

分发挥其药理作用，恢复人体生理功能[13]。 

3.2. 穴位刺激效应 

有研究发现，穴位皮肤对药物有更好的渗透和贮存作用，贴敷药物可直接作用于穴位，对穴位局部

进行持续性的理化刺激，使药物有效离子成分经穴位进入体循环，发挥长时间的、全身性的疗效[14] [15]。
穴位区域表皮更薄、神经末梢更丰富、感受器更密集，血管及淋巴细胞更丰富，穴位处神经纤维聚集，

毛细血管网络丰富以及酸性黏多糖明显增多，具有高密度的神经末梢复合体[16]。因此，穴位对药物作用

敏感，能迅速在相应组织器官产生较强的药理效应，起到单相或双相的调节作用[17]。人体处在病理状态

时相应的穴位会处于敏化状态，穴位贴敷作为外源性的刺激会兴奋穴区皮肤内的伤害感受器加剧向敏化

状态的转变，产生神经源性炎性反应，这种生理变化能够增加自身向中枢传递信息的效能，为增加体表

刺激信息传入、强化外界干预敏化穴位、提高机体内响应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神经基础，穴位贴敷等外界

干预可以进一步放大并强化敏化穴位与脏腑之间的联系，以促进机体进行自我修复[18]。 

3.3. 经络传导机制 

经络系统具有调节人体内外的气血、信息和能量的运行的功能，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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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系统具有低电阻、高导电的特性，可以接收和传递外界或内部的电刺激，并且与血液系统、神经系

统、淋巴系统等有密切的联系，可以形成一种物质通道，运输神经递质、炎性介质、生长因子等物质，产

生不同的生物效应。穴位贴敷疗法可以通过给予特定成分、剂量和时间的药物，调节机体的物质浓度、

分布和代谢，从而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 

4. 穴位贴敷的临床应用 

中药穴位贴敷目前临床应用广泛，对于治疗妊娠期恶心呕吐有显著疗效，中药穴位贴敷不仅可以

单独应用，亦可以配合其他疗法治疗妊娠期恶心呕吐，如配合针灸、耳穴压豆、内服中药等。可以根据

患者病情选择合适方法，以调节胃肠道功能，减轻恶心呕吐症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且近、远期疗效

显著。 

4.1. 穴位贴敷配合针灸治疗 

针灸疗法是一种利用针刺或艾灸刺激特定的穴位，调节人体的气血和阴阳平衡，从而治疗疾病的方

法。穴位贴敷配合针灸疗法能够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改善机体营养和代谢，缓解妊娠期患者恶心呕吐

的症状。丁娜[19]将 60 例妊娠剧吐孕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接受常规对症补液治疗，观察组在

此基础上采用针刺配合穴位贴敷进行干预，结果显示，观察组的妊娠剧吐改善总有效率为 93.33%，高于

对照组的 70.00%。黎秋艳等[20]使用梅花针叩刺配合穴位贴敷治疗妊娠期恶心呕吐患者 2 周后，患者的中

医症候评分、恶心呕吐指数问卷(RINV)评分、贝克焦虑量表(BAI)评分、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量表(GQOLI-74)
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此外，隔姜灸配合穴位贴敷可有效降低孕妇妊娠恶心呕吐专用量表(PUQE)评分

与妊娠恶心呕吐生活质量量表(NVPQOL)评分[21]。与单一疗法相比，穴位贴敷配合针灸疗法在缓解呕吐

症状、改善饮食障碍情况、提升生活质量方面有明显优势。 

4.2. 穴位贴敷配合穴位注射 

穴位注射是一种将药物注入人体特定的穴位、痛点或敏感点，以发挥针刺刺激、药物性能和穴位渗

透作用的综合效果，防治各种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有研究表明，与肌肉注射胃复安治疗相比，

胃复安穴位注射配合砂仁姜汁穴位敷贴可以快速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缩短患者恶心呕吐症状持续时间，

与常规药物治疗相比有明显优势[22]。陈桂英等[23]将 90 例 HG 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内关穴注射液维生

素 B6 配合生姜敷贴治疗)和对照组(内关穴注射液维生素 B6 治疗)各 45 例，发现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胃电

图参数均有显著变化，但研究组的主频、主功率和正常慢波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胃动过缓和胃动过速

均低于对照组，且研究组有效率 97.78%，对照组 84.44% (P < 0.05)，由此可知穴位贴敷结合穴位注射可

以调节胃肠功能和机体生理状态，有效预防恶心呕吐，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4.3. 穴位贴敷配合穴位按压 

穴位按压是一种利用手指或其他工具，对穴位施以适当的力度和时间掐按，以刺激经络气血，调和

阴阳，治疗疾病的中医外治法。有多项研究发现，与单纯营养支持治疗相比，按压内关穴配合生姜敷贴

法在调节胃肠激素分泌水平、缓解恶心呕吐症状、降低尿酮体水平、维持机体酸碱平衡方面效果更为显

著[24]。临床疗效表明，穴位贴敷配合穴位按压是治疗妊娠剧吐的有效方法，能够改善胃肠功能，增加食

欲，提升生活质量。 

4.4. 穴位贴敷配合耳穴贴压 

耳穴贴压是一种利用耳穴与全身各部位的相应关系，将王不留行籽贴敷于耳廓上的反射区或穴位并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4.14102655


邱芷萱 等 
 

 

DOI: 10.12677/acm.2024.14102655 298 临床医学进展 
 

揉按，进行持续性刺激，以调节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状态的外治疗法。叶文慧等[25]比较穴位贴敷配合耳

穴贴压(观察组)和常规补液对症支持治疗(对照组)疗效，发现观察组在临床症状消失时间、生化指标恢复

正常时间、尿酮转阴时间和住院时间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1)。并且穴位贴敷配合耳穴贴压可显

著提高患者的临床症状积分改善幅度和进食量增加比例[26]和降低恶心、呕吐、饮食障碍等中医证候积分

[27]，说明穴位贴敷配合耳穴贴压能在改善妊娠剧吐孕妇的呕吐程度和生化水平、提高患者的生活舒适度

方面有明显优势。两种疗法的操作均简便易行，患者接受度高。 

4.5. 穴位贴敷配合中药汤剂 

内服中药汤剂是最能体现中医药辨证论治核心理念的治疗途径，具有迅速发挥药效、适于个性化治

疗等优势。黄华安[28]发现，中药穴位贴敷神阙穴配合香砂六君子汤可更有效地缩短患者呕吐缓解时间、

电解质及尿酮体转阴时间，且患者接受度良好。另外，穴位贴敷配合中药汤剂能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29]。 

5. 讨论 

穴位贴敷疗法对治疗妊娠期恶心呕吐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具有安全性高、简便易用、疗效明显等优

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但纵观已发表的文献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中药穴位贴敷疗法治疗妊娠期恶

心呕吐的作用机理方面还缺少相关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二是中药穴位贴敷在药物和穴位的选择以及贴敷

时间等方面尚无固定或统一的执行标准。三是各种联合治疗方案缺乏统一的临床试验原则及疗效评价标

准，不能完全阐明在各种联合治疗方案中中药穴位贴敷在疗效中的所占比重。今后应着重开展系统科学、

设计严谨的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利用循证医学证据系统评价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妊娠期恶心呕

吐的疗效及安全性，以探寻干预妊娠期恶心呕吐的最优方案，发挥药物和穴位的双重效应，为疾病的外

治疗法开拓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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