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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关穴埋针疗法对慢性心肌缺血模型猪

心电图改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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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内关穴埋针对心肌缺血模型猪心电图改变的影响" 方法$

#!

头猪采用手术放置蛋白缩窄

环于冠脉前降支近段法制备动物模型#造模过程中死亡
#

头#

<

周时形成慢性心肌缺血猪模型" 将造模成功的
##

头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

$

头%和对照组$

:

头%" 实验组和对照组造模
<

周后#分别在内关穴&足三里穴埋

针#在埋针
!

周前后#分别两次电针刺激各组对应穴位
!" /?A

" 观察两组造模前后和电针前后心电图
H

电压值&

心率和
I)

#

)

时长变化" 结果$与本组造模前比较#造模后两组
H

电压绝对值均增加 $

J K"

!

":

#

J K"

!

"#

%#心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 L"

!

":

%'与本组电针干预前比较#实验组
I)

#

)

时间延长$

J K"

!

":

%'与对照组同期比

较#实验组电针前
H

电压绝对值减少$

J K"

!

":

%#电针后
I)

#

)

时间延长$

J K"

!

":

%#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J L"

!

":

%"结论$埋针内关穴可能通过改善心脏整体供血水平#达到治疗心肌缺血的作用"

关键词$内关穴'针刺'心电图'中华小型猪'慢性心肌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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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指由于冠

脉粥样硬化使管腔出现狭窄或阻塞"从而导致心肌供

血供氧不足"亦称为缺血性心脏病' 随着社会人口老

龄化趋势增加"罹患冠心病的患者数量也增加(

#

"

!

)

'

冠心病多由于管腔粥样斑块逐渐狭窄所致"故本课题

采用冠脉前降支近段放置蛋白缩窄环的方法制备慢性

心肌缺血模型' 中医学认为刺激内关穴对胸痹心悸具

有双向调节作用(

%

"

$

)

&有研究表明"内关穴针刺具有多

层次*多通路*多靶点的干预和保护心肌损伤的作用"

但在大型动物如小型猪方面研究较少 (

8

"

;

)

' 本研究观

察埋针内关穴对心肌缺血模型猪心电图的影响"探讨

内关穴治疗心肌缺血的可能作用机制'

材料与方法

#

$动物$

$

&

7

月龄中华小型猪
#!

头"雌雄不

限"体重
#;

&

%" bB

"由北京通和生泰比较医学研究所

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为
I&Zd

$京%

!"#:

"

"""<

"动物饲养于恒温
#;

&

!!

'的环

境"自由饮水"分笼饲养"每天视动物摄食情况补充标

准实验猪饲料' 适应性喂养
:

&

8

天'

!

$主要仪器$多参数动物监护仪#型号
R%W

"深

圳市杰纳瑞医疗仪器有限公司提供&无菌金属针灸针#

型号
"

!

< //

直径"苏州华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韩

式穴位神经刺激仪$电针仪%# 型号
WU6I

#

!""U

"南

京济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

$动物模型制备$根据大型动物经典心肌缺血

模型制备方法(

7

"

#!

)

"

#!

头猪术前停饲
!< P

"全身麻醉

后耳缘静脉留置三通管"手术分离前降支近段"植入

U/-13?@

环 $蛋白缩窄环%"缩窄器内环为内径

!

!

: //

的
U/-13?@

环" 外环为硬塑料" 内环由吸收

水分后不断膨胀的酪蛋白构成"内*外环在同一位置有

缺口"将其套入冠状动脉后拨动内环"使内外环缺口不

再对位"内环将不断向内膨胀' 确定无活动性出血后

缝合心包' 造模过程中死亡
#

头' 造模后进行心电

图*心功能检测及行为学观察"判定模型制备是否成

功' 可见心电图出现缺血改变"

+^

心功能降低"活动

减缓"饮食减少"造模成功率为
7#

!

8e

'

<

$分组及干预方法$将造模后存活猪
##

头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

$

头%和对照组$

:

头%' 实验组在

造模
<

周后埋针内关穴"埋针
!

周$

$

周后%"在埋针
!

周

前后"分别两次予电针刺激内关穴
!" /?A

"随后取材&对

照组造模
<

周后埋针足三里穴"埋针
!

周$

$

周后%"在埋

针
!

周前后"分别两次予电针刺激足三里穴
!" /?A

"随后

取材' 埋针采用无菌金属针"由腰穿针导入'

:

$检测指标及方法

:

!

#

$

H

电压值$按照参考文献(

#%

"

#$

)方法"

据缩窄环放置部位所对应的血管选择测取
2#

导联
H

电压值"以判断其对心肌缺血及坏死组织的影响'

:

!

!

$心率变化$在造模前*造模后$

<

周%*电针

前$

$

周前%*电针后$

$

周后%分别采集
#!

导联心电

图"共
<

次'

:

!

%

$

I)

#

)

时长检测$测量
!

导联
I)

#

)

段时长

来评定埋针前后心率变化情况"衡量心肌缺血程度及

针刺后缺血恢复情况'

$

$统计学方法$采用
IJII !"5 "

统计学软件"

数据以
_

(

Q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N

检验"

J K"5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两组
H

电压值比较$表
#

%$与本组造模前比

较"造模后两组
H

电压绝对值增加$

J K "

!

":

"

J K

"

!

"#

%&与本组造模后比较"两组电针前和电针后
H

电

表
#

%两组
H

电压值比较$$

/2

"

_

(

Q

%

组别
A

H

电压值

造模前 造模后 电针前 电针后

实验
$ " "

:

)

#$8

(

<

)

<#!

"

"

!

)

!""

(

%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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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对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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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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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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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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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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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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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本组造模前比较"

"

J K "

!

":

"

""

J K "

!

"#

&与对照组同期比

较"

!

J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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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心率比较%$次
G/?A

"

_

(

Q

%

组别
A

心率

造模前 造模后 电针前 电针后

实验
$ 7"

)

:""

(

#!

)

7;; ;$

)

;%%

(

#$

)

7:!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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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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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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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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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
: #"%

)

;""

(

:%

)

7<!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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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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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7#

$$注#与本组造模后比较"

"

J K"

!

":

压绝对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J L"

!

":

%&与对照组

比较"实验组电针前
H

电压绝对值减少$

J K"

!

":

%'

!

$两组心率比较$表
!

%$与本组造模前比较"两

组造模后心率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 L"

!

":

%&与

本组造模后比较"实验组电针后心率下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J K"

!

":

%&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心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J L"

!

":

%'

%

$两组
I)

#

)

时长比较$表
%

%$与本组电针前

比较"实验组电针后
I)

#

)

时间延长$

J K"

!

":

%"对照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 L "

!

":

%' 与对照组同期比

较"实验组电针后
I)

#

)

时间延长$

J K"

!

":

%'

表
%

%两组
I)

#

)

时长比较$$

Q

"

_

(

Q

%

组别
A

时间
I)

#

)

时长

实验
$

电针前
"

)

!<;

(

"

)

"%%

电针后
"

)

!78

(

"

)

"%8

"!

对照
:

电针前
"

)

!";

(

"

)

"<<

电针后
"

)

!<;

(

"

)

"%%

$$注#与本组电针前比较"

"

J K"

!

":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J K"

!

":

讨$$论

冠心病心肌缺血以心绞痛为主要临床表现"属中

医学+胸痹,*+心痛,范畴"是临床常见病" 原因是冠

状动脉粥样斑块硬化或冠状动脉痉挛致管腔狭窄" 而

引起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的心脏病' 中医学认为+经

脉所过"主治所及,"心包为心外膜"邪入心必过之"因

此治疗心病常循手厥阴心包经穴位治疗' -难经!二

十九难.云+阴维为病苦心痛, ' 内关穴既为手厥阴心

包经的络穴"具有联络表里两经的作用"又是八脉交

会穴之一"通阴维脉"因此内关穴是治疗心胸疾病的

首选要穴"具有缓急止痛"调理气机"宁心安神之功'

解剖观测"内关穴区为结缔组织富集部"含
%

条神经

和血管"不同深度直刺可刺激相应部位的结缔组织

区内的血管神经而发挥效应(

#8

)

' 郭俐宏等(

#;

)发现"

电针内关穴可显著改善急性心肌缺血大鼠心功能&

张晓露等(

#7

)研究"内关穴通过增加
d?1!

!

#

*

d?1!

!

!

和
d?1!

!

%

蛋白表达改善小鼠心肌缺血&实验研究证

明"内关穴能通过相关离子通道改善心肌细胞钙超

载*调控相关蛋白表达及平衡交感与副交感神经"从

多渠道多方面 调 节 机 体 平 衡"达 到 保 护 心 肌

作用(

!"

"

!%

)

'

心电图是通过体表记录心脏心动周期所产生的电

活动变化图形"立体地反映了各部分心肌的除极复极

过程'

2#

导联对应前间壁"

!

导联对应心脏前壁和下

壁"测取
2#

*

!

导联与手术所致狭窄前降支血管所影

响心肌部位基本一致'

H

波的产生是由于对应部位透

壁心肌梗死"或顿抑心肌存在"导致除极的综合心电向

量发生变化' 如产生
H

波的心肌为+顿抑心肌,"则该

H

波是可逆的&若为+梗死心肌,"则该
H

波是不可逆

的(

!<

)

' 因此本研究以
H

波的存在及变化来区分+梗

死心肌,和+顿抑心肌,' 模型猪前降支放置蛋白缩窄

环后"心肌损害"心电图呈典型缺血性变化"病理性
H

波出现"造模成功' 如
H

波无明显改变"则认为是+梗

死心肌,产生的
H

波&

H

波有变化"则认为是+顿抑心

肌,产生的
H

波(

!:

"

!7

)

' 本研究显示造模后两组
2#

导联上均出现
H

波"提示造模成功&实验组
H

波在埋

针后变化明显"其相关心肌为+顿抑心肌,' 埋针后"

两组间
H

电压差异有统计意义"说明内关穴对改善心

肌损伤及减少坏死的作用较埋针足三里穴更佳' 电针

心肌缺血模型猪的内关穴对
I)

#

)

时长具有即时效

应"可延长
I)

段及
)

波时限"减慢心率"从而减少心

肌耗氧量"达到保护心肌作用"对修复心肌损伤和坏死

的心肌有良好的疗效"足三里穴对心肌的修护和保护

作用较弱' 内关穴在改善心肌缺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推荐作为辅助治疗方法'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猪为大型动物"因实验复杂及

代价高"实验数量有限"因此得到的结果以反映趋势为

主"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相对较少' 以后可增加样本

量扩充实验"从而得到更具有说服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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