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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对慢性酒精中毒性周围神经病患者

神经功能及心理的影响

梅俊华"王俊力"罗利俊"陈国华"张忠文"潘晓峰"魏"丹"邵"卫

摘要"目的"观察针刺疗法对慢性酒精中毒性周围神经病!

.@13E=. <4.3@34=. F-1=F@-1<4 E-G13F<

$

H@I

"

&JK6

#患者神经功能及心理的影响$ 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

例
&JK6

患者分为针刺治疗
J

组%针刺治疗
L

组及普通治疗组"每组
9"

例$

%

组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 在此基础上"针刺治疗
J

组取穴

脾俞%胃俞%血海%阴陵泉%足三里%阳陵泉%解溪%悬钟%陷谷%太溪%曲池%外关%合谷等治疗"针刺治疗
L

组在

针刺治疗
J

组方案基础上加选四神聪%印堂%内关%太冲%三阴交%太阳治疗$ 每日
#

次"

#9

日为
#

个疗程"治

疗
!

个疗程$ 后隔日针刺
#

次"治疗
#9

次"共
9

周$ 连续治疗
8

周$ 观察治疗前后下肢神经损害量表

!

6-G13F<H@I (/F<=1/-EH M.31- =E H@- N3O-1 N=/0P

"

6(M

$

NN

#%神经系统症状评分!

6-G1343Q=.<4 M-

$

R-1=HI M.31-

"

6MM

#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S</=4H3E ,-F1-PP=3E M.<4-

"

SJ+,

#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

S</=4H3E JE>=-HI M.<4-

"

SJ+J

#评分并检测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3H31 E-1R- .3ETG.H=3E R-43.=HI

"

+&2

#及感觉神经传导速度!

P-EP31I E-1R- .3ETG.H=3E R-43.=HI

"

M&2

#变化$ 结果"与本组治疗前比

较"治疗
8

周后"

%

组
6(M

$

NN

%

6MM

评分均明显降低!

K U"

!

"$

#$ 与普通治疗组比较"针刺治疗
J

%

L

组治疗

后
6(M

$

NN

%

6MM

评分均降低!

K U"

!

"$

#"且针刺治疗
L

组评分下降更明显!

K U"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治疗
8

周后"针刺治疗
J

组%针刺治疗
L

组正中神经%尺神经%腓总神经%胫神经
+&2

%

M&2

均增加 !

K U

"

!

"$

#&普通治疗组正中神经
+&2

"腓总神经%胫神经
+&2

%

M&2

增加 !

K U"

!

"$

#&与普通治疗组比较"针

刺治疗
J

组及
L

组治疗后正中神经
M&2

%尺神经%腓总神经及胫神经
+&2

%

M&2

明显增加!

K U"

!

"$

#"针

刺治疗
L

组尺神经
+&2

%腓总神经及胫神经
+&2

%

M&2

增加较针刺治疗
J

组更明显!

K U"

!

"$

#&与本组治

疗前比较"治疗
8

周后"针刺治疗
J

组及
L

组
SJ+,

%

SJ+J

评分明显降低"普通治疗组
SJ+,

评分亦明

显降低!均
K U"

!

"$

#"针刺治疗
L

组
SJ+,

%

SJ+J

评分降低水平较针刺治疗
J

组更明显!

K U"

!

"$

#$ 结

论"针刺治疗可显著改善
&JK6

患者的神经功能"加选四神聪%印堂%太冲%三阴交%太阳诸穴对其合并的焦

虑及抑郁有改善作用$

关键词"针刺治疗&慢性酒精中毒性周围神经病&神经心理因素

;VV-.HP 3V J.GFGE.HG1- 3E 6-G13VGE.H=3E <ET 6-G13FPI.@343Q=.<4 W<.H31P 3V &@13E=. J4.3@34=. K-

$

1=F@-1<4 6-G13F<H@I K<H=-EHP

"

+;( 'GE

$

@G<

!

*J6X 'GE

$

4=

!

NYC N=

$

?GE

!

&S;6 XG3

$

@G<

!

7SJ6X

7@3EQ

$

O-E

!

KJ6 Z=<3

$

V-EQ

!

*;( ,<E

!

<ET MSJC *-=

"

,-F<1H/-EH 3V 6-G1343QI

!

W=1PH S3PF=H<4 3V

*G@<E &=HI

!

*G@<E

$

9%""!!

%

JLM)[J&)

%

C0?-.H=R-

%

)3 30P-1R- H@- -VV-.HP 3V <.GFGE.HG1- 3E E-G13VGE.H=3E <ET E-G13FPI.@3

$

43Q=.<4 V<.H31P 3V .@13E=. <4.3@34=. F-1=F@-1<4 E-G13F<H@I

$

&JK6

%

F<H=-EHP5+-H@3TP

%

)3H<44I #!" &JK6 F<

$

H=-EHP O-1- <PP=QE-T H3 H@- .3//3E H1-<H/-EH Q13GF

!

<.GFGE.HG1- Q13GF J

!

<ET <.GFGE.HG1- Q13GF L <.

$

.31T=EQ H3 1<ET3/ T=Q=H H<04-

!

9" =E -<.@ Q13GF5 J44 F<H=-EHP 1-.=-R-T .3ER-EH=3E<4 T1GQ H@-1<FI5 L-P=T-P

!

F<H=-EHP =E H@- <.GFGE.HG1- Q13GF J O-1- <TT=H=3E<44I E--T4-T <H K=P@G

$

LN!"

%!

*-=P@G

$

LN!#

%!

ZG-@<=

$

MK#"

%!

\=E4=EQ]G<E

$

MK^

%!

7GP<E4=

$

M)%B

%!

\<EQ4=EQ]G<E

$

XL%9

%!

'=->=

$

M)9#

%!

ZG<E_@3EQ

$

XL%^

%!

Z=<EQG

$

M)9%

%!

)<=>=

$

`(%

%!

aG.@=

$

N(##

%!

*<=QG<E

$

M'$

%!

S-QG

$

N(9

%!

<ET P3 3E5 CE H@-P- 0<P-P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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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P =E H@- <.GFGE.HG1- Q13GF L O-1- E--T4-T <H M=P@-E.3EQ

$

;Z

$

S6#

%!

\=EH<EQ

$

;Z

$

S6%

%!

6-=QG<E

$

K&B

%!

)<=.@3EQ

$

N[%

%!

M<EI=E?=<3

$

MKB

%!

<ET )<=I<EQ

$

;Z

$

S6$

%

5 J.GFGE.HG1- O<P F-1V31/-T 3E.- <

T<I

!

#9 H=/-P <P < .3G1P-

&

<ET H@-E 3E.- 3E -R-1I 3H@-1 T<I

!

#9 H=/-P =E H3H<4 V31 9 O--bP5 J44 H1-<H/-EH

4<PH-T V31 8 PG..-PP=R- O--bP5 6-G13F<H@I (/F<=1/-EH M.31- =E H@- N3O-1 N=/0P

$

6(M

$

NN

%!

6-G1343Q=.<4

M-R-1=HI M.31-

$

6MM

%!

S</=4H3E ,-F1-PP=3E M.<4-

$

SJ+,

%!

<ET S</=4H3E JE>=-HI M.<4-

$

SJ+J

%

O-1-

<PP-PP-T

!

/3H31 E-1R- .3ETG.H=3E R-43.=HI

$

+&2

%

<ET P-EP31I E-1R- .3ETG.H=3E R-43.=HI

$

M&2

%

O-1- T-

$

H-.H-T 0-V31- <ET <VH-1 H1-<H/-EH5 [-PG4HP

%

JVH-1 8 O--bP 3V H1-<H/-EH H@- P.31-P 3V 6(M

$

NN <ET 6MM P=Q

$

E=V=.<EH4I T-.1-<P-T =E H@- % Q13GFP

!

O=H@ PH<H=PH=.<4 T=VV-1-E.- <P .3/F<1-T O=H@ 0-V31- H1-<H/-EH

$

K U

"

&

"$

%

5 M.31-P 3V 6(M

$

NN <ET 6MM T-.1-<P-T /31- =E <.GFGE.HG1- Q13GFP J <ET L H@<E =E H@- .3//3E

H1-<H/-EH Q13GF

$

K U"

&

"$

%!

<ET /31- 30R=3GP =E <.GFGE.HG1- Q13GF L

$

K U"

&

"$

%

5 &3/F<1-T O=H@ H@- P</-

Q13GF 0-V31- H1-<H/-EH

!

+&2 <ET M&2 3V /-T=<E E-1R-

!

G4E<1 E-1R-

!

.3//3E F-13E-<4 E-1R- <ET H=0=<4

E-1R- =E.1-<P-T =E <.GFGE.HG1- H1-<H/-EH Q13GF J <ET L <VH-1 8

$

O--b H1-<H/-EH

$

K U"

&

"$

%

5 +&2 3V /-T=<E

E-1R-

!

+&2 <ET M&2 3V .3//3E F-13E-<4 E-1R- <ET H=0=<4 E-1R- P=QE=V=.<EH4I =E.1-<P-T =E H@- .3//3E

H1-<H/-EH Q13GF

$

K U"

&

"$

%

5 &3/F<1-T O=H@ H@- .3//3E H1-<H/-EH Q13GF

!

M&2 3V /-T=<E E-1R-

!

+&2 <ET

M&2 3V G4E<1 E-1R-

!

.3//3E F-13E-<4 E-1R- <ET H=0=<4 E-1R- 30R=3GP4I =E.1-<P-T =E <.GFGE.HG1- H1-<H

$

/-EH Q13GFP J <ET L <VH-1 H1-<H/-EH

$

K U"

&

"$

%

5 +&2 3V G4E<1 E-1R-

!

+&2 <ET M&2 3V .3//3E F-13

$

E-<4 E-1R- <ET H=0=<4 E-1R- 30R=3GP4I =E.1-<P-T /31- =E <.GFGE.HG1- H1-<H/-EH Q13GF J H@<E =E <.G

$

FGE.HG1- H1-<H/-EH Q13GF L

$

K U"

&

"$

%

5 JH O--b 8 <VH-1 H1-<H/-EH P.31-P 3V SJ+, <ET SJ+J O-1- 30

$

R=3GP4I 43O-1-T =E <.GFGE.HG1- Q13GFP J <ET L

!

O=H@ PH<H=PH=.<4 T=VV-1-E.- <P .3/F<1-T O=H@ 0-V31-

H1-<H/-EH

$

K U"

&

"$

%

5 )@- P.31-P 3V SJ+, O-1- <4P3 T-.1-<P-T =E H@- .3//3E H1-<H/-EH Q13GF

!

<P

.3/F<1-T O=H@ 0-V31- H1-<H/-EH

$

K U "

&

"$

%

5 JH O--b 8 <VH-1 H1-<H/-EH P.31-P 3V SJ+, <ET SJ+J

O-1- 30R=3GP4I 43O-1-T /31- =E <.GFGE.HG1- H1-<H/-EH Q13GF L H@<E =E <.GFGE.HG1- H1-<H/-EH Q13GF J

$

K U"

&

"$

%

5 &3E.4GP=3E

%

J.GFGE.HG1- H@-1<FI .3G4T -VV-.H=R-4I =/F13R- H@- E-G13VGE.H=3E 3V &JK6 F<

$

H=-EHP

!

<ET =/F13R- .3/F4=.<H-T <E>=-HI <ET T-F1-PP=3E 0I <TT=H=3E<44I E--T4=EQ <H M=P@-E.3EQ

$

;Z

$

S6#

%!

\=EH<EQ

$

;Z

$

S6%

%!

)<=.@3EQ

$

N[%

%!

M<EI=E?=<3

$

MKB

%!

<ET )<=I<EQ

$

;Z

$

S6$

%

5

`;\*C[,M

%

<.GFGE.HG1- H@-1<FI

&

.@13E=. <4.3@34=. F-1=F@-1<4 E-G13F<H@I

&

E-G13FPI.@343Q=.<4 V<.H31

""慢性酒精中毒是临床常见的病症!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酒精中毒的发病率正逐年增加!成

为男性患者的多发病'常见病之一(

#

)

* 慢性酒精中毒引

起的神经系统损害以周围神经发病率最高!且饮酒量越

大'时间越长!周围神经损害越重(

!

)

!周围神经损害也是

神经系统受累的最早表现!受累的周围神经包括运动神

经'感觉神经和自主神经!严重者可致肌肉萎缩!行走困

难!对患者身心均造成严重伤害!且目前临床尚无明显有

效的治疗方法* 针刺治疗因其不良反应小'疗效明显!日

益得到广泛的重视与应用*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方法!

通过针药并治方法治疗慢性酒精中毒性周围神经病

$

.@13E=. <4.3@34=. F-1=F@-1<4 E-G13F<H@I

!

&JK6

%!

并探讨其神经心理因素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目前酒精中毒性周围神经病的诊

断尚无统一的标准!本实验采用
X33TO=E ,*

(

%

)等提

出的酒精中毒的诊断标准!同时结合国内学者(

9

)对于

此病的定义!制定诊断标准如下#$

#

%饮酒史!每日

#$" /N

!

#

年以上!或每周
#

次!每次
c%"" /N

超过

#

年&$

!

%慢性进行性周围神经受累的症状和体征!其

特点为感觉神经受累较运动神经重!双下肢受累较双

上肢重!深感觉障碍多见&$

%

%神经活检或肌电图表现

为周围神经性损害!排除糖尿病'感染'中毒等病因&

$

9

%可伴有中枢神经系统受累和$或%皮肤营养障碍&

$

$

%排除其他原因所致周围神经受累疾病&$

B

%戒酒后

症状可部分恢复*

!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

#

%符合上

述诊断标准&$

!

%能配合完成神经心理量表检查&$

%

%

患者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

#

%严重器质性疾病'精神

疾病的患者及不能配合研究者&$

!

%已接受周围神经

损害相关治疗者*

%

"一般资料"

#!"

例均为
!"#"

年
#

月+

!"#9

年
8

月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或住院治疗的

&JK6

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针刺治疗
J

组'

针刺治疗
L

组及普通治疗组* 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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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d:$

岁!平均$

9%

!

8

%

#9

!

:

%岁* 饮酒史
#" d 9"

年!平均$

#8

!

$

%

%

!

8

%年* 每日饮酒量
8" d!$" /N

*

%

组患者年龄'性别'饮酒年限'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

$表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c"

!

"$

%* 本研究试验

方案经武汉市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表
#

%

%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针刺治疗

J

组

$

9"

例%

针刺治疗
L

组

$

9"

例%

普通治疗组

$

9"

例%

性别$例! 男
D

女%

9"D" 9"D" 9"D"

年龄$岁!

>

%

P

%

9$

&

#

%

#!

&

8 9:

&

B

%

##

&

^ 9B

&

8

%

#"

&

8

饮酒年限$年!

>

%

P

%

#8

&

$

%

9

&

: #^

&

8

%

$

&

8 !#

&

#

%

$

&

9

病程$年!

>

%

P

%

$

&

$

%

#

&

: $

&

#

%

#

&

B $

&

%

%

#

&

8

9

"治疗方法"普通治疗组予维生素
L#

注射液

#"" /Q

!维生素
L#!

注射液
$"" !Q

隔日肌肉注射

#

次*在此基础上!针刺治疗
J

组采用针刺取穴脾俞'

胃俞'血海'阴陵泉'足三里'阳陵泉'解溪'悬钟'陷谷'

太溪'曲池'外关'合谷等* 针刺治疗
L

组在针刺治疗

J

组方案基础上加选四神聪'印堂'内关'太冲'三阴

交'太阳* 以上两组均常规消毒后!选
"

!

%" //

'

!$ // d"

!

%" //

'

9" //

毫针! 嘱患者全身放

松!穴位局部常规消毒!针刺得气后!每次留针
!$

/=E

!每日
#

次!

#9

天为
#

个疗程!共两个疗程&后隔

日针刺
#

次!治疗
#9

次* 以上
%

组治疗期间停用其

他血管扩张药'止痛药!连续治疗
8

周*

$

"检测方法"

%

组患者均采用下肢神经损害量

表$

6-G13F<H@I (/F<=1/-EH M.31- =E H@- N3O-1

N=/0P

!

6(M

$

NN

%和神经系统症状评分$

6-G1343Q=.<4

M-R-1=HI M.31-

!

6MM

%测定神经功能!评价临床症

状&采用肌电图检测运动及感觉神经传导功能&应用汉

密尔顿抑郁量表 $

S</=4H3E ,-F1-PP=3E M.<4-

!

SJ+,

%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

S</=4H3E JE>=-HI

M.<4-

!

SJ+J

%评价神经心理状态* 在治疗前及治疗

后第
8

周均由受过专业训练并经一致性测试合格的神

经科医师完成
6(M

$

NN

'

6MM

及
SJ+J

及
SJ+,

量

表检测!并在本院电生理室完成电生理检查*

$

!

#

"

6(M

$

NN

及
6MM

评分测定"参照文献

(

$

#

:

)!根据双下肢的肌力'感觉'腱反射进行
6(M

评

分* 肌力检查正常计
"

分!

U !$e

计
#

分!减少

!Be d$"e

计
!

分!减少
$#e d:$e

计
%

分!完全不能

活动计
9

分* 感觉检测部位为双侧大脚趾!包括触觉'针

刺觉'音叉震动觉'关节位置觉!腱反射检查包括膝反射'

踝反射!各项正常计
"

分!减退计
#

分!消失计
!

分*

6(M

$

NN!!

分为异常*

6MM

评分(

8

!

^

)测定方法如下#患

者下肢麻木'灼痛或刺痛计
!

分&乏力'下肢痉挛或隐痛计

#

分&无上述症状计
"

分* 上述症状出现在足部计
!

分!

小腿计
#

分!其他部位计
"

分&出现在白天计
"

分!全天

计
#

分!夜间计
!

分!若因疼痛或不适从睡眠中惊醒加
#

分* 轻度#

% d9

分!中度#

$ dB

分!重度#

: d^

分*

$

!

!

"运动及感觉传导速度测定"均由本院肌电

图医师采用丹麦维迪
`9

型肌电图仪进行检测* 分别

测定每例检测对象正中神经'尺神经'腓总神经和胫神

经的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3H31 E-1R- .3ETG.H=3E

R-43.=HI

!

+&2

% 及感觉神经传导速度 $

P-EP31I

E-1R- .3ETG.H=3E R-43.=HI

!

M&2

%*

$

!

%

"神经心理测定"采用
#8

项版本的
SJ+,

评价抑郁程度(

^

)

*

SJ+,

总分
U 8

分为无抑郁!

8 d

#:

分为轻度抑郁!

#8 d !9

分为中度抑郁!

!!$

分为

重度抑郁* 采用
SJ+J

评价焦虑程度(

#"

)

!包括
#9

个

项目!所有项目采用
$

级评分法#总分
c!^

分!为严重

焦虑&总分
!# d!^

分!为重度焦虑&总分
#9 d!"

分!

为中等焦虑&

: d #%

分为轻度焦虑&总分
U :

分!为无

焦虑症状* 测试时统一导语!要求受试者认真准确填

写每项内容* 对于文化程度低'难以理解量表含义者!

由医护人员协助完成测试工作*

B

"不良反应观察"治疗
9

'

8

周时检查患者血常

规及肝'肾功能!如严重异常则积极予以对症处理!必

要时停止研究*

:

"统计学方法"采用
MKMM #:

!

"

统计学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

%

P

表示!组内比较采用

配对
H

检验!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秩和检

验!两两比较采用
`1GPb<4

$

*<44=P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
"

! 检验!

K U"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病例完成情况"针刺治疗
J

组因不能耐受针刺

疼痛及经济原因脱落
%

例!针刺治疗
L

组因经济原因及

家庭原因脱落
%

例!普通治疗组因经济原因及患者不配

合脱落
!

例* 治疗期间未发现其他不良事件发生*

!

"各组治疗前后
6(M

$

NN

及
6MM

评分比较$表
!

%

治疗前
%

组
6(M

$

NN

及
6MM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K c"

!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治疗后
%

组患

者
6(M

$

NN

及
6MM

评分均降低$

K U"

!

"$

%* 与普通治

疗组比较!针刺治疗
J

'

L

组治疗后
6(M

$

NN

及
6MM

评

分均降低 $

K U "

!

"$

%!且针刺治疗
L

组
6(M

$

NN

及

6MM

评分低于针刺治疗
J

组$

K U"

!

"$

%*

%

"各组治疗前后
+&2

及
M&2

比较$表
%

%"治

疗前
%

组
+&2

及
M&2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c

"

!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治疗后针刺治疗
J

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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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组治疗前后
6(M

$

NN

及
6MM

评分比较"$分!

>

%

P

%

组别 时间 例数
6(M

$

NN 6MM

针刺治疗
J

治疗前
9" #%

&

!8

%

#

&

8# :

&

9$

%

#

&

B#

治疗后
%:

:

&

8#

%

!

&

$%

"#

%

&

:8

%

#

&

9%

"#

针刺治疗
L

治疗前
9" #%

&

$8

%

!

&

%# :

&

8$

%

#

&

98

治疗后
%8

$

&

8#

%

#

&

!%

"#

!

&

:8

%

#

&

#%

"#$

普通治疗 治疗前
9" #!

&

^8

%

!

&

$# :

&

$:

%

#

&

8B

治疗后
%:

^

&

8#

%

%

&

!%

"

$

&

:8

%

#

&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K U"

!

"$

&与普通治疗组同期比较!

#

K U"

!

"$

&与针刺治疗
J

组同期比较!

$

K U"

!

"$

&下表同

表
%

%各组治疗前后
+&2

及
M&2

比较"$

/DP

!

>

%

P

%

组别 时间 例数
正中神经

+&2 M&2

尺神经

+&2 M&2

腓总神经

+&2 M&2

胫神经

+&2 M&2

针刺治疗
J

治疗前
9" 9B

&

%$

%

#

&

8# 9B

&

:8

%

#

&

$9 9$

&

$$

%

%

&

9% 9:

&

%$

%

!

&

8$ 9%

&

!8

%

%

&

$9 9%

&

!8

%

%

&

$9 9!

&

$9

%

%

&

%$ 9%

&

%8

%

%

&

#9

治疗后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8%

"#

$!

&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B

"#

针刺治疗
L

治疗前
9" 98

&

$%

%

#

&

^B 9$

&

9$

%

%

&

:B 9$

&

$%

%

!

&

!% 9:

&

$%

%

!

&

^$ 9!

&

^$

%

%

&

:B 9!

&

^$

%

%

&

:B 9%

&

$#

%

%

&

!% 9!

&

8$

%

%

&

9B

治疗后
%8

$%

&

#!

%

#

&

8#

"

$"

&

#^

%

!

&

"%

"#

$%

&

%!

%

%

&

8$

"#$

$%

&

B!

%

!

&

8#

"#

$9

&

#^

%

%

&

"%

"#$

$$

&

#^

%

%

&

"%

"#$

$9

&

%!

%

%

&

9$

"#$

$%

&

8^

%

%

&

:B

"#$

普通治疗 治疗前
9" 9:

&

$$

%

#

&

B: 99

&

$"

%

!

&

$9 99

&

^$

%

!

&

%: 9:

&

8$

%

!

&

B: 9%

&

:"

%

!

&

$8 9%

&

:"

%

!

&

$8 9#

&

^$

%

%

&

%!: 9%

&

^"

%

!

&

$B

治疗后
%:

$"

&

#9

%

#

&

:8

"

9$

&

%9

%

!

&

$8 9B

&

#9

%

#

&

88 $"

&

%!

%

#

&

B$

9^

&

%9

%

!

&

"8

"

9^

&

99

%

!

&

"8

"

9B

&

#9

%

#

&

88

"

9^

&

:9

%

!

&

$8

"

刺治疗
L

组正中神经'尺神经'腓总神经'胫神经

+&2

'

M&2

增加 $

K U "

!

"$

%!普通治疗组正中神经

+&2

!腓总神经'胫神经
+&2

'

M&2

亦增加 $

K U

"

!

"$

%* 与普通治疗组比较!针刺治疗
J

'

L

组治疗后

正中神经
M&2

!尺神经'腓总神经及胫神经
+&2

'

M&2

明显增加$

K U "

!

"$

%&且针刺治疗
L

组尺神经

+&2

'腓总神经及胫神经
+&2

'

M&2

较针刺治疗
J

组增加更明显$

K U"

!

"$

%*

9

"各组治疗前后
SJ+,

及
SJ+J

评分比较

$表
9

%"治疗前
%

组患者
SJ+,

'

SJ+J

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c"

!

"$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治疗
8

周后!针刺治疗
J

组'

L

组
SJ+,

及
SJ+J

评分降低!普通治疗组
SJ+,

亦明显降低$均
K U

"

!

"$

%* 与普通治疗组比较!针刺治疗
J

'

L

组
SJ+J

组评分明显降低 $

K U "

!

"$

%& 且针刺治疗
L

组

SJ+,

'

SJ+J

评分较针刺治疗
J

组降低更明显

$

K U"

!

"$

%*

表
9

%各组不同时间
SJ+,

及
SJ+J

评分比较"$分!

>

%

P

%

组别 时间 例数
SJ+, SJ+J

针刺治疗
J

治疗前
9" #%

&

8!

%

"

&

^! #B

&

:!

%

"

&

^!

治疗后
%:

^

&

^8

%

"

&

8$

"

#!

&

%9

%

"

&

8$

"#

针刺治疗
L

治疗前
9" #!

&

^%

%

"

&

8B #B

&

$9

%

#

&

"%

治疗后
%8

:

&

99

%

"

&

$9

"#$

^

&

9$

%

"

&

:^

"#$

普通治疗 治疗前
9" #!

&

^:

%

#

&

"9 #B

&

:!

%

"

&

^!

治疗后
%:

#"

&

%9

%

"

&

B9

"

#$

&

%9

%

#

&

"$

讨""论

长期大量饮酒可使机体对酒精产生依赖!同时引

起多个器官系统的改变而影响其正常功能* 酒精或其

初级代谢物乙醛对轴突运输的干扰及引起的营养代谢

障碍'分子及信号转导异常等导致了
&JK6

的发生'

发展(

##

)

* 国内文献报道! 摄入酒精总量及饮酒时间

与周围神经损害密切相关(

#!

)

* 随着酒精中毒的发病

率逐年增加!酒精中毒性周围神经病的发病人群也逐

渐增多* 既往研究显示!每日饮酒
!$" /N

长达

#"

年以上!将有
#D%

患者发生周围神经病(

#%

)

!出现肢

体疼痛'感觉迟钝等症状!严重可出现肢体无力'步态

障碍甚至残疾!给患者的身心及生活质量均带来巨大

痛苦(

!

!

#9

)

* 该病目前治疗方法有限! 尚缺乏理想的治

疗药物与手段*

本病属中医学,痿证-范畴! 主要多因长期饮酒湿

热内生!郁蒸浸淫筋脉!阻滞气血而致筋脉废弛* 针刺

治疗具有通经活络'活血化瘀的功效* 既往已有学者

采用针刺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其通过通经活络

而加快血液流速!改善微循环!进而改善周围神经的供

血'供氧!促进受损神经修复!改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

变的临床症状和神经传导功能(

#$

!

#B

)

!从而达到治疗目

的* 另有研究表明!针刺治疗对于周围神经疾病的疼

痛症状改善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

#:

)

* 但针刺治疗对

&JK6

的疗效目前国内外的系统研究还较少*

本研究对针刺治疗两组患者取穴脾俞'胃俞'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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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陵泉'足三里'阳陵泉'解溪'悬钟'陷谷&上肢取曲池'

外关'合谷等* 脾主肌肉四肢!运化水湿!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故取脾俞'胃俞二背俞穴补益脾胃'扶

正补虚!对湿邪浸淫之痿证!还可起到健脾化湿作用*

同时!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取手足阳明经之足三里'解

溪'陷谷'曲池'合谷通调经脉气血!加少阳经之阳陵泉'

悬钟'外关鼓动阳气!助功能恢复* 肾阴为一身阴液之

根本!故取足少阴原穴太溪益肾滋阴!同时加血海养血

活血* 诸穴相配!共奏益气养血'活血通络'濡养筋脉肌

肤之效!从而改善局部缺血症状及神经功能* 本研究结

果提示!针刺治疗组治疗后
6(M

$

NN

'

6MM

评分及肌电图

+&2

及
M&2

均优于普通治疗组*

既往研究提示!

&JK6

患者有诸多躯体不适感!

在人际交往中自卑'敏感'消极'脾气暴躁且不易控制!

存在一些强迫'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问题(

#8

)

* 在本

研究中!课题组对入组患者
SJ+J

及
SJ+,

等评分

进行测定!也发现患者存在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

分析其产生的机制较复杂!一方面酒精依赖患者生存

质量差(

#^

)

!存在多方面的心理问题及特有的人格特

点!且与长期酒精依赖带给患者强烈的精神刺激'患者

社会角色改变等应激导致患者心理调节机能障碍及社

会适应力下降有关* 另一方面!与长期肢体疼痛'无

力'感觉障碍等痛苦造成的心身损害有关* 有文献表

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IF3H@<4</=.

$

F=HG=H<

$

1I

$

<T1-E<4 <>=P

!

SKJJ

% 也参与了这一发病过

程(

!"

)

* 既往研究表明(

!#

)

!心理状态会使神经损害相

关的症状如痛触觉!无力等加重!愉快'兴奋'有信心等

一些积极的情绪会有效减轻患者的疼痛反应&相反!恐

惧'焦虑'悲伤'失望等消极情绪则会致使患者的疼痛

感觉增强!因此患者的心理状态将影响
&JK6

治疗的

效果*

针刺治疗对周围神经疾病的治疗已有较多研

究(

!!

!

!%

)

!但目前国内外较少有针刺治疗对
&JK6

心

理因素的影响研究的相关报道* 本研究对针刺治疗
L

组在以上取穴的基础上加选百会'四神聪'印堂'内关'

太冲'三阴交'太阳!诸穴同用!共奏疏肝解郁'宁心安

神'清热泻火之功!可改善患者精神症状!疏解抑郁情

绪* 结果表明!针刺治疗
L

组
&JK6

患者
SJ+J

'

SJ+,

评分明显改善!提示针刺治疗
L

组取穴方式对

&JK6

患者的神经心理因素有更积极的影响&且针刺

治疗
L

组神经缺损评分及
+&2

'

M&2

也明显优于针

刺治疗
J

组!一方面说明针刺治疗对于患者的神经心

理因素有改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
&JK6

患

者!在治疗中改善其焦虑抑郁状态有利于提高该病的

整体治疗效果!为针刺治疗在该病诊治中的进一步推

广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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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 本次学术讲座包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高福院士的(病毒跨种传播)流感%莫斯与埃博拉*%北京协和医院李太生教授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诊治体会*%中

国医学科学院病原微生物研究所金奇研究员的(结核潜伏感染在中国*%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卢洪洲教授的(传染病

相关的伦理思考*%全军结核病研究所张广宇教授的(结核病诊断难题的思考*% 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王宇明

教授的(核苷!酸#类似物治疗)从基本终点到满意终点*%中国中医科学院王健教授的(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起点%难

点和突破点*%首都医科大学钱英教授的(截断逆挽法治疗慢重肝*%中山大学第三医院崇雨田教授的(核苷!酸#类似

物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长期性*%北京佑安医院李宁教授的(转换医学在传染病研究中应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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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英教授为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